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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作为新一轮产业革命的驱动力量，是引领未来的前沿性、战略性技术。新基建将推动人工智

能迈向新的发展阶段，对人工智能高素质人才培养提出了新要求。2020年 3月，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印发《关于“双一流”建设高校促进学科融合加快人工智能领域研究生培养的若干意见》提出，要

构建基础理论人才与“人工智能+X”复合型人才并重的培养体系，探索深度融合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新

模式，着力提升人工智能领域人才培养水平。

人工智能作为新基建的重要领域，主要建设方向包括 AI芯片底层硬件发展、通用智能计算平台搭建等。

在这场抢占技术制高点的竞争中，中国的优势在于扎实的技术基础、丰富的应用场景和海量的数据信息。

相比之下，在基础核心技术和高素质人才方面仍有明显差距。世界主要经济体国家都高度重视未来人才培

养和人才集聚度对人工智能发展的基础性作用。比如，美国为了维护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导地位，强调

重视全球性人才，包括对国内人才的培育和国际人才的吸引，认为有必要简化相关人才的 H-1B 签证程序。

因此，在新基建大战略背景下，能否抓住智能新时代的变革机遇，关键看人才，尤其是高素质人才。只有

加快培养步伐，才能适应人工智能产业快速发展的需要，人工智能高素质人才培养的迫切性不言而喻。

江苏在人工智能领域科教资源丰富，超过 50所高校和科研院所涉足人工智能研究，特别是南京大学、

东南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南京理工大学、南京邮电大学、苏州大学等高校先后成立了人工智能学院，

设置了相关本科专业并招收学生，部分高校还培养了一定数量的研究生。但是，江苏高校人工智能研究和

人才培养仍有不足，难以适应发展的需要。比如，江苏虽然是制造业大省，人工智能发展也已经进入到第

一方阵，但是本土重点软件企业在人工智能领域缺乏前瞻性布局，人才相对不足。又如，专业设置跟不上

产业发展的需要，目前真正意义上的人工智能专业还较少，不少学校打擦边球，以计算机、大数据、自动

化等专业延伸代替人工智能专业招生。有的是在综合性学院代招相关专业学生。研究生培养专业更少，高

层次人才主要靠引进。针对这些问题，江苏作为全国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发展的重要基地，要做好高素质人

才储备，促进全省人工智能产业取得突破性发展，为我国抢占世界科技前沿作出应有贡献。

第一，强化顶层设计，强化跨界融合、精准培养。加快制定出台专门支持人工智能发展和人工智能人

才培养的政策，围绕“构建基础理论人才和‘人工智能+X’复合型人才并重的培养体系”，瞄准“理论、

算法、平台、芯片和应用”等短板领域培养紧缺人才。用好江苏现有的 93家重点研发机构和多位专家在机

器学习、模式识别、数据挖掘等前沿理论研究达到国际水平的优势，联合高校培养基础理论研究人才。特

别是聚焦提供企业创新所必须的技术要素和公共服务，培养算法、算力、算据和创新平台所需要的专门技

术人才。要按照“跨界融合、精准培养”的理念，形成政府、高校、企业和行业的跨界融合，培养专门人

才。人工智能产业链内部跨理论和技术界别的融合，将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型人才培养真正融为一体。充

分发挥江苏省人工智能教指委和江苏省人工智能学会的协调作用，使得跨界融合能够落地。精准培养就是

落实专项培养任务，以多学科交叉解决重大问题的专项任务为主线，支持培养高校制定个性化培养方案，

培养人工智能企业急需的专门化人才。探索建立教育主管部门、产业主管部门和省公共政策部门的联合协

调机制，明确各自职责和任务，协调人才培养过程中出现的跨界问题。



第二，坚持需求导向，优化专业布局和平台建设。按照“需求导向、应用驱动”要求，围绕产业链布

局学科专业链，围绕打造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集群和国家级人工智能产业试点集聚区，做好专业设置的优

化布局。鼓励高校积极参与人工智能高新区、集聚区、创新承载区和特色小镇建设。做好全省人工智能产

业发展规划和人才建设规划的有效衔接。完善人工智能领域的学科专业布局，推动人工智能向多学科渗透。

以中心城市为单位，以产业上下游布局专业点，搭建公共研发平台和实验实训基地。可着重围绕南京的“两

中心、三片区、一示范”发展空间布局，聚焦人工智能芯片、智能终端、智能机器人等产业，布点学科和

专业；围绕苏州工业园区、苏州科技城建设，在计算机视听觉、自然语言理解、新型人机交换等方面设立

学科和相关专业；围绕无锡打造全国领先的物联网技术创新区、产业发展集聚区、应用示范区，在物联网、

超级计算机、智慧城市、智能制造等方面布点学科和专业；围绕常州建设机器人产业园、传感器产业园，

布点智能机器人、传感器相关专业。鼓励部省属高校和科研院所发挥龙头引领作用，组成产业—学科专业

建设联盟，寻找人工智能对标目的地，联合攻关。对标“广—深—港—澳科技创新走廊”“杭州城西科创

走廊”“中关村人工智能科技园”，重点围绕“苏南人工智能科技走廊”“G42 科技走廊”“苏州人工智

能产业园”等打造国内领先、世界有影响的科技攻关平台，为高素质人才培养提供必要的条件。

第三，创新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高校是承担人工智能人才培养任务的主力军。要促进“双

一流”建设高校和“高水平”建设高校加强学科交叉融合，进行先行先试，自主设置人工智能交叉学科，

鼓励有能力承担培养任务的高校增设人工智能相关专业，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提高人工智能领域人才培

养水平；支持其他各类高校主动加入人工智能应用型人才培养行列，增强人工智能各类人才培养能力。鼓

励高校和人工智能企业一起，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共同实施人才培养工程，共同进行人才培养质量评

价。建立深度融合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支持高校与人工智能领域的骨干企业、产业化基地和地方

政府设立人才联合培养项目。围绕关键核心技术和重大攻关问题，打造核心课程体系。鼓励人工智能企业

参与高校建设具有“场景驱动”功能的模块课程，建设一批具有江苏人工智能发展特色的国家精品课程，

为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培养具有良好的人工智能伦理道德水准、较高的人工智能技术水平和较好的企业管理

技能的高素质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