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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发展元宇宙产业贡献高校力量

李北群

元宇宙作为植根数字化、落地场景化的全球新赛道，集合了多项前沿科技，对于助推产业转型升级，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

经济深度融合具有非常广阔的前景。高校作为知识、智力、人才、技术的聚集高地，是科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和创新

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应当抢抓机遇，在元宇宙学科专业布局、核心技术攻关、高端人才引育等方面主动对接、积极作为，

为发展元宇宙产业贡献高校力量。

优化元宇宙相关学科专业布局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用好学科交叉融合的‘催化剂’，加强基础学科培养能力，打破学科专业壁垒，对现有学科专业

体系进行调整升级”。产业竞争的背后是学科和人才的竞争，我国元宇宙产业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建设一批相关的高水平

学科和专业。高校应通过优化元宇宙相关学科专业布局，不断厚实基础支撑学科，进一步发展提升交叉学科，为元宇宙产业发

展提供学科专业支撑。

布局要“融合”。元宇宙是利用各种前沿数字技术连接与创造的新型融合应用形态，是前沿数字科技发展的集成体。高校

学科专业布局要主动融入前沿数字科技发展相关领域，拓展元宇宙相关专业本科层次办学容量，校内资源配置优先向大数据、

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等新增专业倾斜，努力培育新的学科专业增长点。深化重点领域学科专业与元宇宙相关学科专业的交叉融

合，不断丰富元宇宙产业相关专业的知识图谱和知识体系。

设置要“聚焦”。目前，多所国内外高校入局元宇宙，美国斯坦福大学推出元宇宙课程，日本东京大学开设元宇宙课程并

创立“元宇宙工学部”，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了全国高校首家元宇宙研究中心，清华大学成立元宇宙文化实验室，南京信息工程

大学成立了全国首家元宇宙工程系。高校应认真审视与元宇宙密切相关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工程、软件工程等学科专业

的发展定位和方向，对于特色不彰、质量不高、预期不好的学科方向和专业须及时调整，着力建设一批高水平实践教学平台和

实训基地，与行业头部企业深入开展元宇宙产学研合作，在抢占元宇宙产业发展先机中把握学科专业发展机遇。

配置要“互补”。元宇宙产业发展涉及方方面面，高校相关学科专业应差异发展、功能互补。进一步促进人工智能、数字

孪生、虚拟现实等相关专业学科融合发展，打造水平较高、质量更优的元宇宙学科专业群。积极扩大元宇宙相关二级学科博士、

硕士研究生培养规模，加强区域间高校学位与研究生元宇宙教育资源配置的互补与共享。办学特色鲜明、与元宇宙产业紧密联

系的高校应大力建设元宇宙产业学院，完善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机制，为提高元宇宙产业竞争力提供支撑。

强化元宇宙核心技术攻关创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关键核心技术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才能从根本上

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元宇宙本质上是对现实世界的虚拟化和数字化，并从虚拟维度赋予实体经济新的

活力，其核心技术就是扩展现实、数字孪生和区块链。我国在芯片、人工智能、计算机操作系统等方面始终“受制于人”，高

校应不断提高元宇宙核心技术研发能力，为实现我国元宇宙领域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支撑。

组建高端平台。具备实力的高校应牵头组建元宇宙重大科技创新平台，跟踪国际元宇宙研究前沿动态，集聚国内外重点学

科、重点实验室等优质资源，积极申报和开展国家重大科技项目研究，推进实质性国际科技合作研究，参与各类元宇宙先导产

业示范区、先导产业研究院及企业研发平台建设，力争产出更多高水平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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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交叉融合。组建元宇宙交叉学科群和多学科科技攻关团队，以人工智能为底色，以优势学科为基础，推动多学科、多

领域、多国别融合交叉，开展原创性、系统性、引领性研究。近年来，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在电子信息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等传统工科领域，拓展人工智能、电子材料、物联网等新领域，打造了一批学科特区。与中大医院合作，将元宇宙平台中全息

构建、全息仿真、虚拟融合等智能技术扩展到疾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领域，力求解决医学与健康科学前沿领域重大问题。

开展协同创新。推动跨学校、跨学科、跨领域、跨国界的协同创新，通过内部人才、学科、科研的协同，以及与国内外知

名开源社区、科研院所、企业的协同，进一步优化研究资源配置，在元宇宙沉浸式联接、感知交互、先进计算及分布式存储等

核心技术上力求取得突破，形成更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元宇宙研究院已举办了多场次元宇宙主

题国际会议，发表了近百篇元宇宙领域高水平论文和专著，成果得到广泛应用，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奖励，有力支撑

了区域数字经济发展。

加快元宇宙领域高端人才引育

元宇宙产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端人才支撑。据统计，2022 年前 7 个月元宇宙相关招聘职位数同比增长 16.6%，研发岗需

求量持续扩大。目前，国内外高校尚未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的元宇宙人才培养体系，元宇宙产业发展所需人才缺口将继续扩大，

亟需加大人才引育力度。为此，南京信息工程大学进行了积极探索。

提升培养质效。加大对人工智能、电子信息等学科领域本、硕、博一体人才培养力度，与行业头部企业共建博士后工作站，

加强实验实训实习环节管理，推进虚拟仿真平台和基地建设，做强产业发展根基。进一步完善元宇宙相关专业人才培养模式，

加强教材建设，完善学业考评，修订培养方案，推进元宇宙人才多学科交叉培养和拔尖人才培养。以“产教融合”培养引领新

一轮产业变革的双创拔尖人才，联姻华为、腾讯、海康威视、奇安信、阿里巴巴等 IT企业，共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腾讯实验

班”、通信工程“华为实验班”、海康威视英才班、奇安信网络英才班，实行高考直录、跨学科选拔、动态进出管理，嵌入企

业技术前沿课程，实施校企双导师制，培养提升学生技术创新能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覆盖全校 60%的专业、10%的学生，学生

参与省级以上学科竞赛获奖率达到了 52%。

丰富引育渠道。开拓人才招聘服务平台，在薪酬待遇、团队组建、项目申请、学术交流等方面给予人才特别优惠，主动与

人才交流中心、专业猎头公司等开展合作，全方位延揽元宇宙高端人才，打造符合产业发展需求的高水平师资团队。开展“校

长面对面”“智荟江北龙山论坛”“优秀教师母校行”等活动，依托国际合作伙伴面向全球招聘人才，设立省内首家“海外院

士工作站”，与南京江北新区开展新型研发机构人才“双聘制”试点，2018 年至今共引进 700 多位人才加盟，其中一半以上来

自全球 TOP200 高校。

创新体制机制。紧盯科研前沿发展及时创新人才工作体制机制，为元宇宙领域优秀人才提供干事创业平台。实施“龙山学

者支持计划”，编制“综合贡献积分体系”，构建以创新能力、质量、贡献、绩效为导向的多元分类人才评价机制。简化职称

评审流程，实施岗位多元化、代表作制度和“全盲式”同行鉴定，优秀人才不受职称、资历、工作量等限制直评副教授或教授，

推行同行专家评定“举荐制”，健全高效灵活的人才引进、培养、评价及激励政策。赋予元宇宙高端人才和团队创新自主权，

自主组建团队、自主支配经费，充分发挥高端人才在学校元宇宙相关学科发展中的关键作用，激发人才创新活力。

（作者系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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