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人工智能的生态链中，高校扮演着特殊角

色。教育部科技司司长雷朝滋说，它处于科技第

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创新第一动力的结合

点。在教育部发布的《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

动计划》中，高校被认为担负着为我国人工智能

发展提供科技和人才支撑的任务。

发展人工智能，高校既要“顶天”，也就是做

基础前沿研究；也要“立地”，和企业密切合作。

那么这方面做得如何？近日，科技日报记者

来到浙江高校，看他们如何“玩转”人工智能。

在无人区啃“硬骨头”

“高校的定位和企业不一样，我们要探索无

人区。”浙江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以下

简称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张寅道出了两者的关

系，“小数据学习、可解释人工智能、无监督性

学习……这些硬骨头，都得高校来啃”。

该校计算机学院教授潘纲，啃的就是“脑机

接口”这块硬骨头。

在浙江大学周亦卿楼实验室，记者看到，一

只大鼠身手灵活地绕过障碍物，沿着纸板和塑料

板上的箭头指示路线前进。它的脑袋上插着电

极，身上背着“电子背包”。更确切地说，这只大

鼠，已升级为了“大鼠机器人”。

当生物智能和机器智能混合在一起，会发生

什么？

浙江大学吴朝晖、郑筱祥教授率领的科研团

队围绕脑机融合问题研究了十余年。大鼠机器

人基于“虚拟”触觉实现运动行为的精确控制。

通过电刺激大鼠的感觉皮层，可以实现对大鼠机

器人转向行为的控制，并可通过改变电刺激参数

控制大鼠机器人转向角度。

潘纲展望了这样的应用场景：大鼠可以凭借

灵活的走位，帮人类进行管道检测；如果发生人

质劫持事件，大鼠机器人可以静悄悄进入现场，

为人类做小小侦查兵。

在浙江工业大学，同样有团队在研究人脑和

机器脑的结合。

浙江工业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以下

简称计算机学院）副教授程时伟希望通过脑机交

互技术，在人的神经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建立一

种新型的交流与控制通道，为神经功能修复提供

一种新的解决方法。

现在，如果戴上一顶特殊的能够捕捉脑电波

的“浴帽”，全身心地想象自己的左手在动，就能

控制一台实验室里不远处的小机器人抬起左手。

至于脑机接口技术真正大规模应用，两位老

师都认为，还需要时间。

潘纲坦言，他们做的是慢活儿。“企业不愿

意 做 的 、没 法 马 上 应 用 的 事 情 ，就 该 学 校 去

做。”他说。

和企业跳起“贴面舞”

但有的时候，高校又要和企业走得近一些，

再近一些。毕竟，人工智能需要应用。

宋明黎常和其他阿里巴巴员工一样，挂着橙

色工牌，背着双肩包走在园区里。阿里员工之间

常互称“同学”，但对宋明黎，人们会叫一声“老

师”。因为，他确实是浙江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

2017 年，浙江大学和阿里成立了前沿技术

联合研究中心；去年 8 月，中心联合招募的第一

名博士后进站。

阿里巴巴技术战略部高级技术发展专家李

贝对科技日报记者表示，联合研究中心要为真正

的难题找到答案，共筑未来技术体系，吸引海内

外高精尖人才。浙大和阿里之间成立了 6 个联

合实验室，进行着 20多个科研项目。一方面，中

心发得了论文，申请得了国家项目，另一方面，研

究成果也能落地业务，产生实际的商业价值。

合作，难免也有磕磕绊绊。用李贝的话说，

他们也是“摸着石头过河”，想找出“让学校满意

也让公司满意”的合作机制。在校企合作知识产

权问题上，他们“纠结”半年，终于找到了最为合

适的模式——学校和公司一起申请专利，申请后

知识产权先归浙江大学，学校可利用其进行项目

申请、论文发表；四年后，产权再转回企业。

“我们的合作非但没有影响到科研，还有效

促进了科研。”宋明黎说，以前做横向课题，教授

要花大量精力在产品开发等周边工作上；但和阿

里合作后，学校实验室只需专攻算法，其他问题

由工程师团队解决。

浙江工业大学也和企业跳起“贴面舞”。

浙江工业大学计算机学院院长王万良表示，

学校进行了深化产教协同育人模式改革，与软件

企业新建了大数据与人工智能人才培养联合基

地，还成立了余杭智能制造技术与装备研究院。

而且，校园里就有“模拟企业”，学生呆在教

学楼里，就能体验一把企业的真实需求。该校

计算机学院研究生张子龙就正尝试着帮虹软公

司解决企业众包平台的人脸识别问题。“来锻

炼 一 下 自 己 ，解 决 真 实 问 题 ，这 比 较 有 成 就

感。”他说。

玩转人工智能 高校怎么“顶天”又“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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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教育

第一批“00 后”已经结束了人生中一次重要

的考试。高考过后，一件比考试还让学生、家长

们头疼的事摆在桌面上——报志愿。“填好志愿

等于高考多得 20分”，这句话虽然更多被用于商

业目的，但也不无道理。

如果把高考比作成人礼，那么填报志愿就是

为自己未来定下的基调。究竟该学什么也引发

了社交媒体上段子手的狂欢：“劝人学法、千刀万

剐”“劝人学医、天打雷劈”之类的吐槽并不罕

见。这个基调怎么定、谁来定，难免会引起纠

纷。有调查显示，家长们更看重专业的“钱途”；

考生们则更多选择从“兴趣”出发。

但报考志愿究竟听谁的？与咨询、物资匮乏

年代的父辈相比，“00 后”最大的不同在于他们

能够获得足够的信息，来为自己的人生做选择。

此时，在市场上购买高考志愿填报服务，就成了

常见的选择。

强烈的市场需求为高考志愿服务提供了巨

大的“商机”，但其中存在的陷阱也不胜枚举。近

日，多家媒体报道，网络上、学校边都出现了高考

志愿卡这种商品。商家宣称，有独家渠道拿到大

数据，辅助考生填报志愿。据最新消息，考试主

管部门已经否认了其与企业有合作行为。

必须说明的是，提供合理、合法的高考志愿

指导服务并收取费用，是市场与家长都能认可

的。但打着独家、真实数据的旗号，利用考生家

长焦虑来赚取费用，这种行为就值得商榷，需厘

清其中是否有欺诈的成份。

《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第十四条第（四）

项明确规定，经营者不得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

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

进行交易。天价高考志愿卡显然与这条法律相

违背。

然而，通过行政执法、严厉打击等手段，能够

真正还高考服务市场河清海晏吗？据以往的经

验看，恐怕不能。只要家长与考生们仍然对未来

举棋不定，这种似是而非、游走在法律边缘的商

家就有存活空间。

如今，大数据时代已成为现实。但由于种种

原因，教育行业似乎没有跟上时代的节奏。不仅

有的地区仍然以各种借口下发磁带、光盘作为教

材，报考数据、就业指导工作也没有充分满足考

生的需要。

巨大需求的情况下，考试主管部门有责任

向考生及家长提供公开、透明的数据，并通过

合理、合法手段进行使用、分析。如此才能从

根本上实现良币驱逐劣币，最大程度上保障考

生的利益。

根治志愿报考乱象，数据公开工作得先跟上

杨 仑

6月 12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2018届本科生毕业作品展拉开帷幕，
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和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美术馆展厅展出绘画系、工
艺美术系等院系毕业生逾500件（套）毕业作品。图为，观众观看作品《本
命年礼物视觉系统设计》。 新华社记者 罗晓光摄

清华美院展出毕业作品

刘钰是中国科学院大学（下称国科大）2014
级本科生，也是国科大首届本科生。6月12日，
面对记者，刘钰说：“现在我在国科大的学习结束
了，就等着参加毕业典礼和领毕业证了。”然而，4
年前，她刚走进国科大时，还是一只“丑小鸭”。

“最初接触大一的数学、物理、计算机课程，我有
一些不适应，每门课程、每节课都需要相当长的
时间去理解与消化，容易让人产生挫败感。”而如
今的她已经被美国芝加哥大学录取攻读博士学
位。她说：“学化学的我，无比感谢自己学了大量
数学和物理课。”

2012年 6月，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更名为中

国科学院大学，两年后开始招收本科学生。

从确定招收本科生的那一刻起，国科大人就

在想：怎样开展本科生教育？为构建注重通识教

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的课程体系，国科大花了一

年多的时间，调研了哈佛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剑

桥大学、莫斯科大学、巴黎高师、麻省理工学院、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京大学、牛津大学、耶鲁

大学等的相关专业若干大学的本科教育体系。

中科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院长、国科大本科

教学委员会主任席南华院士说：“我们的目标就

是利用中科院雄厚的科研力量，提供独具特色的

优质本科教育，致力于培养追求科学梦想、献身

科学事业、立志科学报国的未来科技领军和骨干

人才。”

对本科生，国科大设计了独特的三段式培养

结构。席南华一一说明道，第 1—3 学期是第一

阶段，主要学习公共基础课，特别是数学、物理、

计算机、语言、人文素质、科学前沿讲座、人文讲

座等基础课程；第 4—6学期是第二阶段，主要学

习专业基础课加少量专业方向课，留给学生充裕

的时间选修其它学科课程，强调学习知识面要宽

广，同时融入研究生课程的选修，在学业导师的

指导下从事科学研究；第 7—8学期是第三阶段，

国际化培养及毕业设计，为学生提供机会到世界

名校访学交流一个学期，到中科院各相关研究所

做毕业论文。“这样的设置，主要是考虑学生的

本、硕、博贯通培养。”

独特的三段式培养结构

2014 年，国科大本科生入学那一年，杨国强

还在中科院化学所任研究员。他“有幸”成为本

科新生刘钰的学业导师。刘钰有了问题就问他，

不仅仅是课业问题还包括学习方法、待人接物等

各种各样的问题。杨国强耐心地培育着这棵小

苗。

后来杨国强调入国科大担任副校长。他在

接受科技日报记者独家采访时说，国科大为每一

位本科生安排了一名博导作学业导师，我们充分

利用了中科院科研人才多的优势，将其转化为教

育的优势。现在国科大本科生学业导师有 982

人，其中院士 76 人、杰青 388 人、千人 68 人。像

数学专业的席南华院士、物理专业的高鸿钧院

士、生物专业的康乐院士、化学专业的赵进才院

士、材料专业的李树深院士、电子专业的吴一戎

院士、天文专业的武向平院士、力学专业的李家

每名本科生都有博导级学业导师

在一定意义上说，毕业生的水平代表一个学

校的办学水平。

国科大首届本科生的培养还是收获颇丰的。

看一组数据：在 290名首届毕业生中，有 243

人继续深造，占 83.8%；境外深造人数为 84人，其

中，56 人出国继续深造，28 人到香港继续深造；

在 56人中，至少 23人被国际顶尖大学录取，大都

获全额奖学金。比如，杨羽飞去了斯坦福大学，

蒋亦哲和贾祥丽去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刘子

煜、董亦楠去了哥伦比亚大学，陈冰露等 5 名同

学去了芝加哥大学，陈润尧等 4名同学去了加州

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何秋翰和赵星宇去了瑞士苏

黎世联邦理工学院……

首届毕业生、物理系宁尚龙同学马上就要去

剑桥大学物理系读博了。回忆在国科大的 4 年

学习生涯，他说，我大一暑假的时候，选择去了中

科院上海技术物理所，在那里做了非均匀基地上

扩散限制凝聚的一些工作；接着在大二暑假，去

雁栖湖的中科院材料科学与光电技术学院，做了

聚合物太阳能电池转化效率的研究；在大三的时

候，在中科院物理所做了二维原子晶体制备与表

征方面的研究。“我觉得，这些科研经历对我都是

极其宝贵的。”

像宁尚龙一样的学生还有很多。

赵瑞琪同学以第一作者身份撰写的学术论

文发表在影响因子 3.411 的杂志上；黄淇等同学

发现了一种水诱导自剥离（WISE）宏量制备氧化

物纳米片的新方法；刘向峰、高睿、黄淇、曾子建

等发明了一种制备钴基氧化物超薄纳米片的方

法，并申请了专利；谈清扬同学以第一作者身份

撰写两篇论文……

国科大副校长苏刚说，首届本科生在学业导

师的指导下完成学术论文近 80 篇，部分论文发

表在国际顶级刊物。“国科大本科生之所以取得

突出的科研成果，主要得益于国科大所实行的科

教融合的培养体制和学业导师制，使得本科生从

大二就开始与一线科学家面对面交流，接触先进

的科研设备和大科学装置，更加近距离感受到科

研的魅力，激发了科研兴趣，打下了扎实的基

础。”

零距离感受科研的魅力

春院士等都是本科生的学业导师。在本科生教

育中，名师上讲台、院士上讲台也是常见的事。

国科大在研究了国外创新型大学教育方法

的基础上，在本科生中实行了小班制。数、理、化

基础类课程60人左右授课班级，每30人配备一名

助课教师讲授习题课；实验类课程每10人左右配

备一名实验课助教，指导学生实验；专业研讨类课

程每 10人左右一个班级，进行研讨式教学；写作

课每20人一个班，真正做到小班制授课。

作为刘钰的学业导师，杨国强还让刘钰在中

科院化学所的几个实验室学习，他说：“我希望刘

钰能掌握尽可能多的实验方法。”

对本科生，国科大安排他们利用寒暑假去中

科院的各个研究所进行 1-4周的实践活动，让学

生与一线科学家面对面交流，接触先进的科研设

备和科研装置，激发他们的科研兴趣。

“我们把选派科技镇长团成员，作为‘人才培养工程’和推进产教融

合发展的重点工作去抓。学校根据不同地方产业需求，把有专业特长、

发展潜力和培养前途的优秀青年教师选派出去。同时，学校为派出成

员进行业务指导，提供学校科研平台、科研成果信息，帮助他们协调校

内外各类资源，开展产学研合作，服务地方政府和企业。”江苏理工学院

党委书记王建华日前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朱云峰博士就是其中的一位。2016 年 8 月他从海外留学归来，在

江苏理工学院材料学院已经工作了六年。经过主动报名、学校选拔后，

他成为江苏省第九批科技镇长团团员，来到了常熟市董浜镇挂职担任

镇党委副书记。

“在普通人眼中，能当科技镇长团团员，到地方政府部门挂职，是一件

很体面的事。但事实上，并不是一份轻松的工作。要当好这个‘角色’，

既要有饱满的激情，更要讲究工作方法。不能‘守株待兔’，要主动走出

去、沉下去，发现问题、解决需求。”朱云峰说。

他在一次调研中了解到，常熟市凯博不锈钢设备制造有限公司，原

来从事的是生产普通不锈钢设备制造。这个行业市场竞争非常激烈。

公司在转型中，受到科技人才缺乏的“制约”。他就主动牵线搭桥，促成

凯博与江苏理工学院全面合作。

现在，双方正在联合研发视觉焊接、在线激光检测等，不但提升了

企业研发能力，而且给企业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

记者了解到，类似朱云峰这样的科技镇长团团员，仅江苏理工学院

选派出去的就有 33 位。其中，有 11 位被地方党委组织部门主动要求留

任，在江苏地方各级党政部门继续发挥特殊作用。

那么，在面广量大的江苏科技镇长团中，江苏理工学院选派出去的

团员为何能够成为受地方政府欢迎，企业离不开的校企合作的“科技参

赞”呢？

现挂职扬中市八桥镇任副镇长的江苏理工学院张春勇说：“为了确

保派出教师安心履行职责，学校建立了一整套考核评价与保障机制。

在挂职期间，不影响评职称、待遇不减、干部选拔任用不影响，消除了派

出人员的后顾之忧。”

2014 年以来，学校党委组织部对科技镇长团成员，实行全过程管

理。挂职期间，学校主要领导定期逐一走访、考察，帮助他们解决工作、

生活困难，支持他们组织开展人才培养、政产学研合作、项目申报和科

研成果转化等，让他们成为地方政府受欢迎，企业离不开的“科技大使”

和“科技参赞”。

“科技镇长团成员工作接地气，有效破解了校地合作、校企合作难

题，提升了教学、科研、服务能力。”江苏理工学院校长朱林生说。

助力企业研发

这个学院走出33位“科技参赞”

校园内外

本报记者 过国忠 通讯员 张羽程 王一宁

6月 9日，动力机械工程系 77级校友段元萍在体验通过影像识别技
术，对比自己现在和入学时的面部“相似度”。

当日，上海交通大学 77、78级校友入学 40周年纪念活动举行，1200
多名校友返校庆祝。 新华社记者 刘颖摄

老校友返校体验新技术

本报记者 李大庆

八成首届毕业生继续深造八成首届毕业生继续深造
国科大是怎么做到的国科大是怎么做到的

20142014级本科生正在做化学实验级本科生正在做化学实验 杨天鹏杨天鹏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