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
AI核心產業

規模已超5000億元人民幣

企業數量超過4300家

到2035年，產業規模為1.73萬億元人民幣

全球佔比達30.6%

根 據 美 國 智 庫
MacroPolo的最新研究，從

出身的大學院校來看，內地
高校幾乎培養了全球一半的頂

尖AI研究人員，相比之下，僅有
約18%研究人員來自美國大學。該

研究基於2022年 「神經資訊處理系
統大會」 （NIPS）上發表論文的研究
人員的背景。NIPS主要關注神經網絡
方面的進展，而神經網絡是生成式AI最
近發展的基礎。該智庫認為，這部分研究
人員代表了AI領域人才的頂尖力量，即約
前20%。

內地AI人才缺口一直存在，獵聘報告顯
示，人才需求量於2020年後呈現迅速上升態
勢。 「大模型」 產業競爭的打響，將人才供
需矛盾推至了風口浪尖。重金攬才、相互挖
角屢見不鮮。

業內人士透露，中美兩國真正有過大模型
研發經驗的人非常少， 「加起來也就百十號
人」 ，這些人當前都受到科技大廠和創業公
司追捧， 「工資開得非常高」 。與GPT緊密
相關的預訓練模型、對話機器人、AIGC等領
域人才需求愈加殷切。

內地400高校設AI本科專業
自2018年以來，中國新增2000多個

AI相關本科專業，其中300多個在最精英
的大學。同時，有數據顯示，目前，中
國人工智能核心產業規模已超5000億
元，企業數量超過4300家。根據這一
系列數字，業內人士預測到，中國
AI人才數量將反超美國。

目前，內地已有超過400所
高校開辦人工智能本科專業，
越來越多高校將相關學科建

設列為重要任務。新學
院、新專業，學科建

設雖處起步階段，
但AI人才培養模

式持續完善。
清華大學

「 姚

班」 的全英文課程， 「智班」 的AI+
X交叉項目；北京大學 「圖靈」 班的
數理優勢；中國科技大學 「所系結
合」 的辦學模式……高校依託各自既
有優勢，在AI人才培養方面形成不同
特色。

百度與逾百高校深度合作
在課程設置上，高校逐步凝練一

套適應學科發展的教學體系。北
京航空航天大學人工智能研
究院副教授季夢奇介紹，
北航設置AI本科專業，
教學體系強調 「智能
理論＋共性技術＋
重大系統平台」 相
結合，與其他專業
相比，更注重數
學基礎和學科交
叉。他還經常鼓
勵學生參加各種
比賽，以培養他們
實際解決問題的能
力。

內地校企攜手提高
AI人才質量，形成一股新
風潮，通過共建聯合研發中
心、校企聯合實驗室等，讓教學
內容緊跟產業一線之同時，也能更有
針對性地為企業培養具有實戰經驗的
人才。頭部企業與多所高校開展深度
合作，比如百度與內地100多所高校
聯合進行人才培養。

短視頻平台來畫科技創始人全倖
慧表示，中國人口基數比較大，更容
易培養出優秀的人才，業界具備前瞻
思維和非常高的行業敏銳度。去年
ChatGPT開始爆火，ChatGPT很大一
部分工作是由在中國接受教育的研究
人員完成。以全倖慧所屬公司為例，
公司擁有120餘名員工，約一半為研
發人員和工程師， 「我們一直在培養
咱們中國自己的人才。」

香港撥款30億研AI
專家：用足優勢 謀求突破

「隨着全球科技浪潮的
不斷推進，人工智能已成為

推動新一輪產業革新的重要驅動力。」 在財政司
司長陳茂波早前發表的《財政預算案》中，特別
強調人工智能在推動本地產業發展創新的關鍵作
用。為了加速這一領域的進步，政府決定撥款30
億港元推行一項為期三年的人工智能資助計劃。

姚新是香港嶺南大學副校長（研究及創新）
和唐天燊機器學習講座教授。此前曾在英國伯明
罕大學、澳洲新南威爾士大學國防學院等知名學
府任教，2013年他獲得了IEEE計算智慧學會演
化計算先驅獎，成為了該獎項的首位華人獲獎
者。此次特區政府撥款30億港元支持人工智能發
展，姚新表示，特區政府對人工智能領域的投
資、特別是支持人工智能超算中心的建設，對
香港本地大學的研發工作具有極大的推動作
用。他指出，當前以大模型為主的人工智能研
究非常依賴於強大的算力，而超算中心提
供的強大算力正是研究所需。

在談到香港

在人工智能領域的國際競爭力時，姚新認為香
港在基礎研究方面處於領先地位，擁有國際一
流的科研人才和開放的國際化環境。然而，
在應用和產業互動方面，香港還有一定的
提升空間。談及香港在未來的人工智能
發展趨勢中的定位和發展建議，姚新提
出了三點看法：立足大灣區、放眼
全世界、密切產業互動。他認為
香港應該充分利用其國際化程
度高和與產業界緊密合作的
優勢，在全球人工智能領
域取得更大的突破和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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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9日，觀眾在2024中國醫學裝備展覽會上參觀智能手術機器人。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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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育全球近半AI人才 遠超美歐
校企聯手培養 緊貼產業前線 注重實戰經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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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生提前實戰 對接行業需求
事實上，目前高校培

養體系下培養出來的學
生，還無法滿足業界要求。全倖慧也通過校聘
發現，大學生中存在上手太慢，眼高手低，實
戰能力跟不上等情況。全倖慧表示，作為企業
來說，這種人才需要長期培養，但中小企業等
不起。 「人工智能的發展幾乎三年一變革，現
在甚至每半年每一個季度都會有新的產品、新
的應用、新的東西去發布。它已經不再是傳統
的逐步發展的過程，而我們的人才仍然是逐步
發展、逐步迭代。比如，大學生必須把研究
生讀完，他才能進入社會，我們的學科的變
化肯定是沒有跟上時代的變化的。」 全倖慧
說。

從企業用人角度來看，全倖慧直接給出意
見， 「如果說我們的學生能夠在大學時代或者
說是再早一點的時候，把自己的實踐能力補
齊，與社會上的一些需求去接壤，去跟中國的
商業化發展去匹配的話，他們便能夠快速地投
入到社會貢獻當中。」

在高校方面，山東大學數據學院副院長郭
亮同樣表示， 「我們希望培養直接能夠為社

會、為企業所用的實踐型人才，同時他們又有
一定的理論水平和思維高度，將來還能從事更
高層面的研發工作，這樣他們才能走得更
遠。」

業界心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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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盧冶、林凱

ChatGPT引發的資本盛宴持續升溫，全球科技巨擘爭相布局人工智能
（AI），各地掀起人才爭奪戰。老牌互聯網公司高調投入大語言模型賽

道，高端人才薪資水漲船高。《麻省理工科技評論》一針見血指出，人才作為算法
和硬件創新主要推動力，長遠看比數據更重要。

美國保爾森基金會旗下智庫MacroPolo近期發布調查發現，中國近年大力投資
人工智能（AI）教育，栽培全球近五成（47%）頂尖AI研究人員，比第二名美國的
18%大幅領先，更跑贏歐洲（12%）及印度（5%），成為AI人才最大搖籃。專家認
為，內地校企攜手提高AI人才質量，有助中國保持領先優勢。

◀來畫科技積極培育中國本土的AI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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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聘持續升溫 薪酬遙遙領先
優中選優 AI風口之下，行業蓬

勃發展，同時，AI對專業
人才的渴求是空前的，一方面是素質，一方面
是數量。數據顯示：預計到2030年，中國AI人
才需求量將達到600萬人。步入3月，春招熱度
持續攀高。近日，記者走訪多所北京高校發
現，面向應屆畢業生的線下招聘會正在陸續舉
辦中。不少應屆畢業生也開始了自己求職、升
學 「多線程」 並進的春招季。機構發布的數據
顯示，春節之後的春招市場持續升溫，春招市
場企業招聘規模連續四周上漲。

在今年的全國 「兩會」 上， 「新質生產
力」 成為熱詞。從就業市場來看，與發展新質
生產力相關的行業及崗位，如人工智能、大數
據等需求旺盛，正推動今年春招發生結構性變
化。

智聯招聘數據顯示，春節後第三周，招聘
市場上技術人才求職活躍。前端開發、軟件研
發、測試工程師延續熱度，以34.8%、
33.9%、30.7%的投遞量環比增速排名前三。
人工智能工程師、移動研發、通信及硬件研發

等技術類崗位也躋身投遞量環比增速TOP
20。

與發展新質生產力相關的高新技術行業還
呈現出高薪特點。數據顯示，春節後第三周，
人工智能工程師平均招聘薪酬達到24127元／
月，成為 「榜一」 ；航空／航天研究與製造、
計算機軟件、新能源／電氣／電力行業平均招
聘月薪依次為12590元、12289元、11573元，
分別為第二、三、五位。 北京晚報

▲2024世界數字教育大會上，工作人員在 「數
智未來」 教育展上演示智慧教學系統。 新華社

2020

2021

2022

2023

2028

6 7 8 9 10

*預測數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