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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随着人工智能技术
的不断成熟以及应用落地，包
括清华、北大在内的各大名校，
在人才争夺和培养、专业设置
和建设等方面更呈千帆竞逐之
势。而高校作为技术发展和人
才输出的“桥头堡”，从其最新
动向与战略布局，可窥 AI 时代
之一斑。

5月18日，在北京大学和清
华大学同日举办的校园开放日
上，清华和北大在本科生中同步
将新增设人工智能领域相关专
业，其中，清华新增“人工智能学
堂班”，首批预计招生 30 人；北
大也将在 2019 级正式启动“机
器人工程”本科专业。

清华“智班”成立，今秋招生
开放日当天，清华大学人工

智能学堂班（简称“智班”）宣布
成立。今年，清华在全国及在京
招生规模预计与往年变化不大，
亮点在于该校新开设人工智能
班。作为交叉信息研究院中的
特设班级，智班由世界著名计算
机科学家、图灵奖得主姚期智院
士领衔，招生计划为30人，面向
被清华录取的学生进行校内二
次招生。为给智班宣传，开放日
期间，清华专门推出人工智能与
教育展，展示其在智能人机交
互、Mu Book 等领域人工智能
的经验实例。

据介绍，智班将从 2019 年
秋季开始招收本科生，培养特
点为广基础、重交叉。在本科
低年级阶段，通过数学、计算机
与人工智能的核心课程，为学
生打下扎实宽广的基础；在本
科高年级阶段，通过交叉联合

AI+X课程项目的方式，让学生
有机会将人工智能与其他学科
前沿相结合，在以人工智能促
进不同学科发展的同时，深化
对人工智能的理解，推动人工
智能前沿的发展。

同时，智班的同学将获得与
相关产业的联合实习的机会，从
而能够深入了解实际产业中的
前沿基础科学问题，并通过人工
智能知识与技术，加强人工智能
在不同产业中的推广和应用。
在应用中对人工智能技术进行
进一步推广与发展，并为产业发
展提供坚实技术基础。

其实，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
科历史由来已久，早在1979年，
电子工程系就开设了《人工智能
导论》课，这是国内高校开设最
早的人工智能课程之一；2018
年，清华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揭
牌成立，成为拥有人工智能研究
院、学院的八所在京高校之一。

据清华大学发布的《中国人
工智能发展报告2018》显示，我
国已成为全球人工智能投融资
规模最大的国家。目前，清华大
学是我国人工智能研究领域实
力最强校之一。在 CSRanking
综合会议论文和期刊的学科排
名里，清华计算机系的综合排名
已经达到了全球第九，人工智能
方向更是位列全球第二。

据清华大学校方介绍，成立
智班是清华大学在人工智能整
体学科布局上的重要举措，既是
对清华乃至国家在人工智能领
域优化科技创新体系和学科体
系布局的积极响应，也将进一步
拓宽清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

学科格局。智班致力于培养人
工智能领域领跑国际的拔尖科
研创新人才，并通过其广基础、
重交叉的培养模式，打造出学科
间的深层交叉合作平台，进一步
促进不同学科之间交叉结合；在
助力不同学科共同发展的同时，
深化对人工智能前沿的理解，并
进一步推进人工智能发展。

北大开设“机器人工程”本
科专业

从去年开始，北京大学工学
院就重点筹建“机器人工程”本
科专业，以期在 2019 级正式启
动机器人工程的本科生教育和
培养。专业课程以培养学生掌
握典型机器人动力学与控制、仿
生结构设计、智能感知、人机交
互、微纳操作等技术开发应用作
为重点，致力于培养未来面向机
器人、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领
域的领军人才。据北京大学本
科招生信息发布会消息，北大今
年将在北京地区投放本科一批
次招生指标 167 人，包括理科
105人，文科62人。

北京大学副校长龚旗煌表
示，学校将2019年确定为“本科
教学质量提升年”，在构建“通识
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本科
教育体系的基础上，建设了一批
有特色、高质量的跨学科本科课
程组、项目和专业，希望在学生
专业基础上，培养广博的知识素
养。

早在 2002 年，北京大学就
成立了智能科学系，成为该校在
人工智能领域最主要的机构，主
要从事智能感知、机器学习、数
据智能分析等方向的基础和应

用基础研究，侧重于理论、方法
以及重大领域应用上，曾参加多
项国家级重大科研课题和横向
应用研究项目；先后获得重要科
技奖励 20 多项；人工神经网络
说话人识别新方法的研究获得
教育部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空
间信息基础设施关键技术研究
获得2000年中国高校科学技术
二等奖，入选 2000 年中国高校
十大科技进展。

今年4月，北京大学在科技
创新大会上宣布成立人工智能
研究院。以国家新一代人工智
能发展规划和教育部《高等学校
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为指
导，发力建设世界一流智能学
科、服务国家人工智能重大战
略、培养智能学科一流人才的主
要支撑平台，研究方向包括人工
智能数理基础和认知科学基础、
智能感知、机器学习、类脑计算、
人工智能治理以及智能医疗、智
能社会等方面。

人工智能成为在京高校热
门专业

根据刚刚在北京闭幕的国
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数据显
示，目前，北京地区有40所高校
培养与人工智能直接相关的大
学生，在校生 41169 人，相关教
师 8501 人。其中，18 所高校培
养博士研究生，29 所高校培养
硕士研究生；24 所高校培养本
科生；有5所高职院校培养高职
生。

据悉，在研究生培养方面，
博士、硕士研究生的学科集中在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科学与
技术、控制科学与工程等一级学

科，研究方向主要是机器感知与
机器学习、机器感知与智能、机
器学习与模式识别、人工智能及
应用等。

在专业方向上，硕士学位研
究方向名称中含“人工智能”的
有 10 所高校，北大、北交大、北
科大等在列。研究方向主要包
括人工智能理论与方法、人工智
能的应用、人工智能产业创新
等；博士学位研究方向名称中含

“人工智能”的有6所高校，研究
方向主要包括人工智能的理论
和人工智能的技术研发与应用
等；在本科生培养上，专业主要
集中在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智能
科学与技术等。其中，专业名称
为“人工智能”的高校有两所，北
京交通大学、北京科技大学。

作为全国高等教育资源最
集中的城市之一，北京发展人工
智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丰富
的教育资源正在助推北京市人
工智能产业加速发展。根据公
开资料显示，目前，北京拥有核
心人工智能企业约400家，占全
国人工智能企业总数近三成；北
京人工智能人才约3万人，占全
国人才总数的27.9%，人才数量
居全国首位。北京丰富的教育
资源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了土
壤和动力；快速发展的人工智能
技术又为“升级”首都教育，促进
教育公平，提供了无限可能。

推进人工智能与教育融合
共生，让人工智能与教育相互赋
能，并共同赋能未来。当“教育”
遇上“人工智能”技术，无限可
能，正在发生。

（本报综合报道）

推 进 人 工 智 能 与 教 育 融 合 共 生
清华北大增设人工智能专业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现代电气控
制系统安装与调试赛项，5月20日在常
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落下帷幕。来自全
国30个省、市、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
团的109支代表队参赛，经过2天激烈角
逐，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重庆公共
运输职业学院、贵州电子信息职业技术
学院、常州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等10所高
职院校代表队获得一等奖。

现代电气控制系统安装与调试赛项

以深化职业教育改革为背景，通过检阅
参赛选手电气自动化、机电一体化、工业
网络技术、电气设备应用与维护、机电设
备维护、电机与电器、供用电技术等专业
的核心技能，同时考核参赛队伍的工作
效率、质量意识、安全意识、节能环保意
识和规范操作等职业素养，以展示现代
装备制造业、工业自动化产业相关的职
业教育改革成就和职业院校师生风采。

记者了解到，此项竞赛以团体赛

的形式开展，每队由2名选手组成。选
手需在 4 个小时内完成控制系统电路
设计、控制系统电路布置、连接工艺与
调试，实现局部操控单元调试运行和
整体运行，并且能够选用正确的检测
工具、采用规范的检测方法排除电气
控制系统故障。安全操作规程、职业
岗位要求的职业素养与安全意识也是
大赛的考察内容之一，占竞赛内容10%
的比重。

“赛项将实现对电机与电气控制、
PLC应用技术、电工测量与仪表调试、电
力电子技术、交直流调速、组态控制技
术、工业现场网络等专业课程及综合实
训课程改革的引领，促进职业院校的机
电、自动化专业建设和实训基地建设，促
进电气控制系统安装与调试技术技能人
才的培养与工匠精神的形成。”常州机电
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沈琳说。

（文/过国忠 图/孙晓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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