
教 育
E D U C A T I O N

5
教育传真教育传真

责任编辑 杨思晨 邮箱 yangsc@stdaily.com

2024 年 4 月 2 日 星期二

◎本报记者 张盖伦

为了探索企业与高校深度融合新模

式、新途径，3 月中旬，中国千校万企协同

创新推进会举行。参会嘉宾大多来自全

国重点高校、行业龙头企业。

“我们常说，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是个

老大难问题，但如果双方‘老大’都重视，

这个问题就不难了。”时任教育部副部长

孙尧说，学校和企业合作，双方主要领导

得认识、见面，最好能走进对方的单位。

走进企业，看到车间；走进学校，看到实验

室，或许就碰撞出了火花。

高校和企业，如何双向奔赴？

搭建创新平台

产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高校是基础

研 究 的 主 力 军 和 重 大 科 技 突 破 的 策 源

地。推动高校与企业强化创新合作，加强

企业主导的产学研深度融合，是提升创新

体系效能，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

链深度融合的有效途径。

孙尧表示，高校培养人才不能闭门造

车，要开门办学，跟对应的行业领域企业

有密切合作，希望更多企业的高水平技术

人员成为学校在读博士生、硕士生的兼职

合作导师。“学生到企业、行业领域去看一

看，长见识、开眼界，对未来的职业生涯规

划、定位都有好处。”他说。

近年来我国高校进步速度较快，一些

学科已经进入世界前列。高校有实力为

有需求的企业提供支持。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

吴枫说，从国家需求角度来说，科技成果

转化对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十分重要。

如今，核心技术买不来，企业需要突破技

术封锁。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试验发展

呈现出非线性互动与融通创新关系，成果

转化周期明显缩短。而且，在技术研发方

面，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各具优势，企业

需要高校院所的研发成果。

为促进高校有组织科研，在更广范

围、更深程度、更高水平上推动校企合作，

加快高校科技成果向企业转移转化，2022

年 6 月，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知

识产权局决定共同组织开展千校万企协

同创新伙伴行动。

为建立千校万企协同创新工作长效

机制，中国千校万企协同创新平台应运而

生。它由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发起，以

北京中关村智酷双创人才服务股份有限

公司为依托单位，中关村发展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联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高校作

为首批共创单位。首任轮值理事长单位

由北京大学担任。

深化校企合作

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高校已经展开

探索，迈出步伐。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副校长朴

世龙指出，深化校企合作与协同创新，要

做好三项重点工作：畅通校企循环促进机

制，完善科技成果转化制度体系，积极打

造多创新主体共同参与的开放生态。

他表示，科技创新是系统性工程，高

校与企业扮演着功能不同但优势互补的

角色。一方面，来自高校的前瞻性研究可

以为企业提供技术思路和解决方案；另一

方面，来自企业的市场信息和资金支持可

以分散高校的研发风险，加快技术的成熟

与产品生产，完成“从 0 到 1”“从 1 到 N”的

跨越。

稳定可靠的科技成果转化制度是深

化校企协同创新的重要保障。原始创新

成果转化周期漫长，不确定性高，只有制

度明确、规则清晰，企业才有信心投入真

金白银，科学家才能安心从事基础研究。

因此，要明确知识产权归属与权益分配，

搭建专门化的成果管理与对接平台，打造

专业化的转移转化团队，消除校企合作过

程中潜在的矛盾和障碍，为新质生产力要

素顺畅流动与高效配置创造良好的制度

环境。

开放的校企合作生态不能只包括高校

与企业两个创新主体，还要联合地方政府、

金融机构等其他创新主体的优势力量。朴

世龙建议，高校与企业主动对接国家战略

需求，积极争取各地政策支持；在合法合

规、严控风险的前提下，通过多种金融工具

和服务推动更高质量的校企合作。

2020 年以来，上海交通大学承担了国

家部委和上海市部署的各项改革试点任

务。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朱新

远说，学校通过“小切口、大突破”的系列

改革试点，解绑了一些制约科研人员成果

转化的“细绳子”，系统解决了“不能转”

“不敢转”“不会转”的问题。他们调整人

才评价激励机制，增强供给侧原动力；加

强政策协同改进，确保依法合规转化；优

化科创生态环境，汇聚需求侧牵引力。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同样探索出了科

技成果转化“科大模式”。吴枫总结学校

的经验：“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我们要守

正创新。”高校一方面要做好基础研究和

人才培养工作，另一方面，也要建设好大

学科技园，积极进行科技成果转化。吴枫

认为，大学应该开展机构改革，把技术创

新作为主责主业，设置负责技术创新工作

的一级部门。

中国千校万企协同创新推进会举行

让高校和企业在成果转化中“双向奔赴”

科技日报讯 （记者史俊斌）3 月 25 日，西安石油大学碳中和未

来技术研究院成立大会暨首届碳中和未来技术高端论坛在该校

雁塔校区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多吉、彭苏萍、王双明、刘合、李

宁、孙焕泉，以及相关能源企业、各大高校主要负责人和学校师生

代表约 300 人参会。

在首届碳中和未来技术高端论坛环节，与会专家围绕“聚焦

打造‘双碳’技术新质生产力新前沿，助力西北能源行业碳中和新

突破”主题，作了有关氢能源与燃料电池、地热资源开发、渗透率

测井、煤炭绿色低碳利用等方面的精彩报告。

2022 年，西安石油大学成立新能源学院以及碳中和技术研

究院。此次新组建的西安石油大学碳中和未来技术研究院为实

体 化 运 行 的 新 型 研 究 院 ，是 学 校 原 碳 中 和 技 术 研 究 院 的 升 级

版。该院主要面向国家能源战略需求，聚集前沿交叉科学问题

和国家能源行业急需关键技术，围绕化石能源绿色勘探开发、化

石能源资源化利用、新能源资源与利用等方向，打造校企融合、

产教融合、科教融合、学科交叉融合的产学研深度合作典范。陕

西延长石油集团总地质师、首席科学家王香增受聘为研究院首

任院长。

西安石油大学党委书记常江表示，成立碳中和未来技术研究

院是学校服务国家“双碳”目标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举措、

关键一招。他们希望以此为契机，协同培养“双碳”急需人才，走

出一条科教融合、产教融合、校企融合、多学科交叉融合的新路，

打造碳中和未来技术的研究基地、创新高地。

西安石油大学

组建碳中和未来技术研究院

科技日报讯 （记者陈曦）3 月中旬，2024 年“中学生英才计划”

天津学生拜师仪式举行。来自天津 29 所中学的 73 名新学员入选

“中学生英才计划”。

据介绍，天津是“中学生英才计划”的首批实施省份。十余年

间，累计超过 40 所重点中学的 3500 余名优秀高中生参加项目申报，

300 余名学生完成英才计划培养。

“英才计划的实施，打通了高校与中学协同育人通道，探索出

了发现和培养具有学科特长、创新潜质的优秀中学生的新模式。”

天津市科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罗进飞介绍。

仪式现场，2023 年“中学生英才计划”全国优秀学生获得者、天

津市新华中学学生管韩阳分享了参与该计划的心路历程。导师代

表、天津大学教授李立强谈了体会：“首先，要激发学生的科研兴趣

和好奇心，用生动的案例、前沿的知识，引导学生探索未知，发现科

学的魅力。其次，要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鼓励学

生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和想法，支持学生开展创新性实验和研

究。再次，要给予学生足够的关心和支持，帮助学生建立自信，克

服困难。”

天津科学技术馆（天津市青少年科技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

作为天津市“中学生英才计划”管理实施单位，他们将进一步发挥

职能优势，增强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加强对青少

年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工作的调查研究，探索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

才培养的长效管理机制，充分调动各种资源，营造重视科技、崇尚

创新的浓厚氛围，为青少年提供更加广阔的成长发展空间。

天津73名中学生入选

2024年“中学生英才计划”

科技日报讯（记者张毅力）由中国科技馆、教育部宣传教育中心、

抖音联合发起的2024“流动科学课”日前走进河南，在巩义市大峪沟镇

中心小学启动系列科普活动。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国家

空间科学中心研究员孙志斌等作为专家志愿者参加此次活动。

“太好玩了，没想到点燃的面粉威力那么大，能把塑料袋冲上

天。”巩义市大峪沟镇中心小学四年级学生刘振豪看到科普志愿者演

示的“面粉火箭”实验后兴奋地说。

“科学教育和科学普及互相渗透、互相依存，共同推进人类科学

事业的发展”。中国科技馆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科技馆聚焦构建高

质量科普公共服务核心阵地，全力建设以实体科技馆为依托，流动科

技馆、科普大篷车等协同发展的现代科技馆体系。其中，科普大篷车

把优质的科普资源免费带到广大县域及乡村地区，解决乡村地区科

学教育资源短缺问题，让乡村的孩子也能够享受到优质科学教育资

源和服务。

据悉，抖音达人精选的科普知识类视频以主题合集形式上传至

全国流动科普设施服务平台，面向乡村学校开放使用。

河南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席吕国范表示，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

学教育加法，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索欲，是举办系列科普活

动的核心目的。

“流动科学课”走进河南

Sora的出现让人们惊讶于人工智能的无限可能，同时

也引发了无限遐想：人工智能，这个人类文明的产物，将

带领人类走向何处？

从 2024年 9月起，南京大学（以下简称南大）每位大一

新生都将与人工智能“短兵相接”，去探索这个问题的答

案。近日，南大宣布，将在 2024年秋季学期面向全体本科

新生正式开设人工智能通识核心课，并同步推出系列人

工智能素养课程和前沿拓展课程。这一做法开创了全国

高校的先河。

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积极培育新兴产业和未

来产业”“深化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研发应用”。布局未来

产业、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高校的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又

将如何为其提供支撑？

从三个维度开展教育教学

“南大启动建设‘1+X+Y’三层次人工智能通识核心

课程体系，以 1 门必修的人工智能通识核心课、X 门人工

智能素养课和 Y 门各学科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的前沿拓

展课为基础，从知识、能力、价值观与伦理三个维度开展

教育教学。”南大本科生院院长王骏介绍，课程体系中的

“能力”，侧重培养学生运用人工智能工具，以及将其与其

他专业学科深度融合的能力，更注重实践应用，引导学生

在应用中创新创造，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终身学习能力，

以应对未来智能社会可能出现的各种复杂问题。

王骏说的“应对未来”，从南大近年来对人工智能教

育的布局中可见一斑。

2018 年，南大率先成立人工智能学院，并发布了全国

首份《人工智能专业人才培养方案》。2022 年，南大在苏

州校区新设智能科学与技术学院、智能软件与工程学院，

进一步提升和拓展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的能力。

“在更广范围内开展人工智能素养和能力培养已成

为时代发展的迫切需要。”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党

委书记谭铁牛认为，面对人工智能丰富的跨学科内容和

不同专业学生多样化的学习需要，力图用一门课程来达

成所有通识教育目标较为困难。而通过多门选修课程的

简单组合，也无法满足不同专业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

因此，课程体系在培养学生具备人工智能核心素养基本

要求的同时，兼顾不同学生的个性化需求，逐步提升学生

的素养和技能，以更好地适应人工智能时代的发展。

大学的课程体系将如何为未来产业的发展提供支

撑？王骏表示：“未来产业发展，关键在人才。我们希望

通过开展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拓展人工智能专业教育，扩

大人工智能教育的受众，促进人工智能与其他专业的融

合，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培养更多新时代劳动者。”

提升对人工智能的全面认知

自 2018 年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

计划》以来，国内不少高校已经建成人工智能学院或人工

智能研究院。

2022 年，南大人工智能学院的首届 72 名本科生和 33

名硕士生已经顺利毕业。数据结构与算法分析、概率论

与数理统计、智能硬件与新器件、智能应用建模、神经科

学导论……翻看他们的课程表，一系列专业课程令人目

不暇接。

那么，即将开设的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与人工智能专

业教育有何区别？

谭铁牛表示，人工智能通识素养不同于人工智能专

业要求。通识素养是作为智能时代的劳动者应当了解和

掌握的基本知识、技能，涉及如何看待人工智能和人类社

会的关系、如何从发展的角度看待人工智能技术，以及如

何运用相对成熟的人工智能技术改进工作等。而人工智

能专业教育更多偏重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创造，涉及

更为精深的多学科专业知识和技能，目标是培养人工智

能理论与技术的创造者和发明者。这两者并不是泾渭分

明的，而是密切相关的。

“人工智能专业的学生需要接受相应的通识教育来

提升对人工智能的全面认知。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不仅可

以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深度参与、推动人工智能的学习

和研究，也能引导其他专业的学生更好地运用人工智能

来推动时代进步。”谭铁牛说。

课程体系面向全校新生开设。这意味着包括文科生

在内的不同专业背景的学生都有机会接触前沿技术。如

何更好满足文理科学生的不同发展需要？

谭铁牛表示，人工智能已无处不在，即使在人文社科

领域也有了很多成功的应用。智能化时代，每个人都应

掌握基本的人工智能知识与技能。学校会兼顾学生的背

景和兴趣，以个性化教学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而不是要

求每一位学生都成为人工智能专家。

王骏介绍，人工智能通识核心课不是一门程序设计

加强课。学校会通过课程设计和人工智能工具的赋能，

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南大希望通过不同层次的课程，

让学生找到自己感兴趣的方向，为学生的未来发展提供

有力支撑。目前，考虑到实际存在的差异，学校也会通过

先修营等多种方式为相应的同学提供学习支持和帮助。

多方合作探索课程开发

在南大的人工智能通识核心课程体系中，学生是否

有机会使用前沿的人工智能大模型进行实践？

王骏表示，实践是人工智能通识教育体系中重要的

组成部分。学校在各个层次的课程中都会有相应的实践

内容，包括运用大模型的实践，但不限于此。

“我们希望在提升学生对人工智能认识的同时，也

能够更好地运用新型工具改进他们的学习。学校目前

已经与相关机构、企业进行接洽，希望探索出能更好地

适配课程需要、提升学生能力的内容与技术，让实践内

容成为人工智能素养教育中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王

骏说。

通识课程的开设，可以培育更多优秀人才来深度参

与、推动人工智能的学习和研究。担纲这些课程的教师

们又该如何遴选？

“教授通识课程的教师通常需要有广阔的视野和对

人工智能的深入理解。我们鼓励全校文理工医各个学科

的老师广泛参与，而不限于人工智能、计算机、软件等人

工智能相关学科，同时不设年龄、资历和职称限制，更关

注教师对人工智能的认知，以及应用人工智能开展科学

研究与教学的能力。”王骏告诉记者，目前，谭铁牛、南大

计算机系主任兼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周志华都主动申请为

学生们上通识课。

当前，人工智能正在渗透进入千行百业，每个行业的

应用场景千差万别，对人工智能技术的需求也各有特

色。如何在通识课程中培养学生在细分行业的应用眼光

和能力？

“人工智能通识教育是推动人工智能专业与其他专

业深度融合发展的一个举措。我们希望在各个学科领域

培养懂人工智能、可以和人工智能专业技术人士对话的

拔尖创新人才。”王骏说。

开设通识核心课程 提升人工智能素养

南京大学：培养智能时代的高素质劳动者
向未来育人才①向未来育人才①

◎本报记者 金 凤

图为志愿者在给孩子们做实验。 受访者供图

编者按 我国正加快布局建设未来产业，而人才是培育发展未来产业的基础。作为人才培养的主阵地，高校应如何

科学设置院系、创新课程体系，为未来产业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据此，本报推出“向未来育人才”特别策划，报道高

校顺应产业发展需求、瞄准科技前沿、培养未来人才的探索和实践。

图为学生参访南京大学人工智能等学科相关实验室图为学生参访南京大学人工智能等学科相关实验室。。 南京大学供图南京大学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