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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 2018年政治局第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

革的战略性技术，加快发展新一代人工智能是我们赢得全球科技竞争主动权的重要战略抓手，是推动我国

科技跨越发展、产业优化升级、生产力整体跃升的重要战略资源。“要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以更大的决心、

更有力的措施，打造多种形式的高层次人才培养平台，加强后备人才培养力度，为科技和产业发展提供更

加充分的人才支撑。”在当前人工智能迈向 2.0 的关键时期，如何以更大的决心、更有力的措施，破解人

工智能领域人才缺口困局、为人工智能科技和产业发展提供更加充分的人才支撑，成为我们亟待解决的紧

迫问题。

人工智能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当前，全球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瞬息万变、一日千里的信息爆炸时代。信

息的指数式积累与流动，带来的是日益增长的数据和相对贫乏的知识之间的深刻矛盾，迫切需要一种可以

自动将信息转化为知识并迅速应用到生产与生活中的技术。人工智能被普遍期待利用其强大的自我学习、

自我完善的能力担当人类的超脑，这必将带来深刻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人工智能技术具备渗透几乎所有生产与服务领域的潜力。从制造业到服务业，互联网建立起了联通一

切终端的信息流动的基础设施，生产与经营中产生的一切数据，可以瞬间送达全球任何网络覆盖的地点。

所有的数据，都需要理解其意义并随之做出尽可能正确的决策。显然，历次的科技革命逐渐解放了人类的

手脚、五官，却极大地加重了人脑处理信息的负担。人工智能技术依托日益成熟的深度学习等先进算法和

不断提升的超级计算能力通过自学有望构建成为人类的超脑，从而释放惊人的创造力。

人工智能技术具备影响社会组织结构的潜力。人工智能时代的生产力必定会影响组织结构以及决策过

程。现有的基于金字塔结构的组织架构，很可能会被极度扁平化的网络结构取代，组织治理结构也会发生



重大的变革，进而影响社会治理结构和治理模式。这样全新的组织结构模式，也会呼唤与之适应的充分开

放的创新生态系统，而信息是这样的生态系统中驱动一切的动力。

人工智能技术具备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潜力。当前人类面临着贫穷、灾难、环境、安全等等重大挑

战，很多事情仅靠人力还无法做到。应对这些日益严峻的考验，需要充分发展、应用人工智能技术搭建拥

有强大自主学习进化能力的超脑，链接全球资源，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让每个个体、每个组织、每个国

家成为互联、互通、互助的智能网络，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人工智能人才是实现人工智能技术渗透的关键

人工智能技术已经历了两次加速发展，也遭遇了两次期望破灭。当前的第三次发展浪潮，凭借互联网

技术成熟构建的信息交流能力、开源软硬件技术激发的技术创新能力，在应用的拉动和资本的推动下，结

合云计算、大数据开放共享的技术创新生态，呈现出了比前两次浪潮更为激动人心的美好前景，同时也呈

现出对各层次人才更高的标准和更迫切的需求。

人工智能人才要求具备颠覆性的创新能力。与以往任何学科的突破完全不同的是，这次深度学习在人

工智能技术领域的崛起，似乎并没有完全完成理论上的奠基，甚至并没有形成明确的学科定义。从事人工

智能技术的领军人物，其学科背景也极其丰富复杂，至今也没有一项研究可以令人信服地证明深度学习成

功的理论基础。这也就意味着，人工智能人才要求具备杰出的从 0到 1的创新能力。

人工智能人才要求具备跨学科的快速自学习能力。人工智能技术领域具有多学科综合、高度复杂的突

出特征，普通人似乎难以企及，不能在短期内对多学科领域的知识与技能融会贯通。然而当前杰出的人工

智能领军人才无不具备跨学科的自学习能力，善于在学科的边界发现创新的思想萌芽并迅速地实现。如同

人工智能技术领域本身，这样的人才不可能依靠按部就班的学科培养标准模式进行培养。

人工智能人才要求具备开放共享、协同创造的能力。人工智能技术在蓬勃发展的开源软件运动中获得

了指数式的增长，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开源平台成为人工智能人才快速成长的热土。懂得充分利用开源

平台的资源、乐于奉献跨学科知识与技能帮助社区的人工智能人才，才能获得可持续提升的空间，这样的

人才需要通过由小及大的团队训练、项目实战来逐步培养。

人工智能人才培养亟需营造开放创新、研究导向的新生态

人工智能技术已经经过了 60多年的发展，其历程是十分不平凡的，现在的领军人物，不是在一个一成

不变的所谓人工智能学科这样的标准化模式下一帆风顺地培养起来的。他们都经历了不为人信服的原始创

新、难以承受的坚持与磨练、数十年积累的艰辛探索，随着互联网和开源运动的繁荣，才为产业界和资本

界认识，进而让人工智能成为政府的发展战略。相反，所谓的人工智能学科从未在学界成为共识。显然，

要为一个定义尚不明确的人工智能技术领域搭建一个学科来进行按部就班的人才培养，是一个重大的挑战。

人工智能人才培养需要开放创新打破传统学科藩篱。传统学科培养模式通过标准化的培养过程、培养

内容、培养标准成功地培养出了各自领域的精英人才，也造就了封闭的学科文化。这样的学科培养模式，

是无法适应信息爆炸时代人才培养的速度和人才能力广度要求的。因此，我们必须以更大的决心，打破现

有的学科培养模式和学科分布模式，坚持开放创新，促进跨学科探索成为主流、跨学科思维成为必备、跨

学科学习成为风尚。



人工智能人才培养需要营造研究导向的培养生态。可以说，人工智能技术领域诞生于达特茅斯的跨学

科开放交流，成长于技术先驱坚持不懈的跨学科探索，普及于开源软件运动的不求回报的分享传播，得益

于应用的拉动、资本的推动，形成了产业界倒逼教育界加速人才供给的局面。按照传统的学科培养模式是

难以完成这样的人才培养任务的。必须充分利用现有的极其丰富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和不断增长的数字财富，

通过面向应用的研究导向性学习和实践，在现有的人才队伍中营造竞争式的培养生态，让人才充分享有锻

炼成长的机会，自由地生长起来，形成“基本学科素养+人工智能思维模式和基本技能磨练+产业应用实践”

融合的培养生态。

人工智能人才培养需要建设国际化的创新平台。人工智能人才得以快速成长的 github 等国际化开源

社区为人工智能产业的繁荣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中国程序员在其中也贡献了大量的代码。此前微软收购

github 案引起了程序员社区的强烈反响，普遍担心开 源社区会沦为大公司垄断敛财的工具。我们认为，

具备学术公益使命的国际化大学或大学联盟应该主动承担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建设的重任，为人工智能人才

培养创造全新的国际化开源创新平台，驱动开源社区健康发展。

人工智能产业寄托了人类未来的瑰丽梦想。实现这个梦想，需要我们以更大的决心，跨越学科的鸿沟；

以更有力的措施，创造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的国际化开源创新平台；以包容并蓄的胸怀，让有志于人工智能

产业的跨学科人才，在开放创新、研究导向的培养生态中不断绽放协同创造的应用之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