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不擔心 22.45%

擔心
59.65%

沒感覺 17.90%

是否擔心AI工具會造成一定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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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2% 沒用過使用過 84.88%

大學生使用或接觸過哪類AI工具？
語言模型類工具
42.95%

寫作類工具
38.31%繪圖、圖像處理、建模類工具 36.94%

音視頻製作工具 25.90%

演示文稿製作工具 16.24%

高校學生AI相關工具使用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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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經濟宣傳和預期引導
【大公報訊】據新華社報道：全國宣傳部長

會議3日至4日在京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書記處書記蔡奇出席會議並講話。

蔡奇強調，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
主義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落實黨的二十大和二十
屆二中、三中全會精神，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文化
思想，深刻領悟 「兩個確立」 的決定性意義，增強
「四個意識」 、堅定 「四個自信」 、做到 「兩個維
護」 ，着力用黨的創新理論凝心鑄魂，着力鞏固壯
大主流思想輿論，着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着力深化文化體制機制改革，着力構建更有效力的
國際傳播體系，為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強國建
設、民族復興偉業提供堅強思想保證、強大精神力

量、有利文化條件。

講好中國故事 拓展文明交流互鑒廣度深度
蔡奇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

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把文化建設擺在治國理政突出
位置，從理論上、實踐上、制度上進行一系列探索
創新，取得了極為豐富厚重的重大成果。最重要的
就是形成了習近平文化思想，樹立起新時代黨的文
化旗幟。這一重要思想系統回答了新時代堅持和發
展什麼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怎樣堅持和發
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重大課題，是做好新時
代宣傳思想文化工作的科學指南和根本遵循。要更
加自覺學習貫徹習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擔負起新時

代的文化使命。
蔡奇強調，要落實以學鑄魂、以學增智、以

學正風、以學促幹長效機制，健全工作體系，創新
方式方法，推動黨的創新理論武裝走深走實。

要堅持正確輿論導向，強化經濟宣傳和預
期引導，提高輿情應對能力，營造團結奮進的
主流輿論。要推動理想信念教育常態化制度
化，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工作。要提升文化服
務和文化產品供給能力，激發文藝創作生產活
力，推進文化遺產系統性保護，推動旅遊業高
質量發展。要講好中國故事，拓展文明交流互
鑒廣度深度。要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落
實意識形態工作責任制，加強隊伍和作風建

設，不斷開創宣傳思想文化工作新局面。

切實提升國際傳播效能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宣部部長李書磊作

工作布置，強調要深入學習實踐習近平文化思想，
深化黨的創新理論體系化學理化研究闡釋，提高經
濟宣傳和輿論引導水平，全面落實文化體制機制改
革任務，增強思想政治工作實效性，營造良好文化
環境，加強文化遺產系統性保護，推進城市文明建
設和文明鄉風建設，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
識體系，切實提升國際傳播效能，大力推動基層工
作創新，以高度政治自覺把各項任務落到實處。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鐵凝出席會議。

全國宣傳部長會議在京召開 蔡奇出席並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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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最嚴禁令高校該如何用好AI？

民營企業中層職員吳先生：

•大學生的工作實踐比較有限，因此優秀的
論文對於企業選人用人來說可能也是加分
項之一，但如果過多使用AI工具，論文在
多大程度上能體現出學生本身的實力？過
多依賴AI對於走入社會並不是好事情。

教育機構職員孔女士：

•如果從寫論文開始就過多依賴AI工具，那
麼學生未來在求職的道路上，如寫簡歷，
線上筆試、面試的時候都會依賴AI工具，
一旦到了需要真正面對問題的時候，AI可
能就幫不上忙了。應該從學生時期就給到
一定規範，從實踐中積累經驗。

AI投機取巧
不利走入社會

觀點 1 觀點 1
AI配合人腦
碰撞思維火花

高校學生王同學：

•我認為未來是AI的時代，AI工具相信會成
為非常常見且被需要的工具，所以在我們
的學生時代不應該對AI工具的使用有着過
於嚴格的限制，有時候學生在AI的啟發
下，可能會誕生新的想法。

AI研究員石先生：

•作為工具屬性的AI是不可能被完全拋棄
的，作為學生或者學者，應該積極擁抱
AI，如果利用AI能產生新的觀點或者科學
發現，反而能證明使用AI的人具有較高水
平。

教育機構胡老師：

•我們自己平時也會使用AI工具，有時候使
用AI確實能夠產生新的思維火花。一些學
生在使用AI的過程中，也可能會被AI搜索
到或提出的某一觀點啟發，重新深入探
索，甚至找到新的研究方向，未嘗不是一
件好事。

規範學術誠信
杜絕AI依賴

AI時代來臨
禁用不如善用

支持
「禁令」

反對
「禁令」

高校輔導員周老師：

•AI發展迅速，如果沒有明確的規定，部分
學生在使用過程中可能會為求快求方便而
過多使用AI工具，不僅沒有將所學知識鞏
固，產出的觀點也不屬於自己，不利於學
術誠信，對於其他沒有使用的同學來說也
不公平。

在讀研究生張同學：

•本科階段我為了完成論文幾乎在圖書館
「安家」 ，需要對眾多所學知識進行歸納
整理完成論文，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學習
過程，如果用AI工具來代替，失去了寫論
文的意義。

出版社工作人員楊女士：

•每一篇論文都是對知識進行一次階段性的
總結，甚至可能成為往後學生們的參考文
獻，但如果這篇文章過多依賴AI工具，可
能會在學術界成為不好的先例，文獻也沒
有了參考價值。

重視學習過程
維護學術公平

觀點 2

企業人力資源職員張女士：

•AI還是有一定的局限性，包括不同工具的
行文方式可能會相似，反而給評審老師帶
來 「偷懶」 的印象。學生可以將AI作為輔
助搜索工具，但絕不能過度使用，成為思
想的替代。

上海大學生姜同學：

•AI不能代替思辨和創新。我認為 「AI禁
令」 在確保學生在進行學術研究時有開展
獨立思辨的同時，亦規範了教師的行為，
確保教師有認真閱讀學生論文。這做到了
教師與學生一視同仁，也是對彼此付出的
互相尊重。

本科生家長王女士：

•論文是學生在校學習成果的展示，如果過
分借助AI工具，產出的論文不能完全體現
學生在校學習成果。當前AI工具仍在發展
中，不少信息的正確性並不能保證，學生
應該獨立思考，憑自己的能力完成論文。

大學老師徐老師：

•與中小學階段注重考試不同，大學學習相
對需要學生有更強的自制力，如果沒有明
確的規定，學生可能會對使用AI工具產生
依賴心理。常在學術上走捷徑，久而久之
就可能缺乏獨立思考能力。

引導獨立思考
彰顯個人能力

觀點 3

在接受大公報採訪時，盤古智庫
高級研究員江瀚表示，在當前AI技術
飛速發展的背景下，合理應用AI技術

對學術發展具有非常重要的積極意義， 「AI技術
的飛速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和挑戰。教育界如何
恰當地應用AI技術，在幫助學生更好地學習的同
時避免過度依賴AI，成為了一個值得深思的問
題。」

江瀚指出，學生使用AI需要有正確觀念。他
建議學生可以利用AI技術收集資料和進行基礎性
準備工作，以減少重複勞動，提高學習效率。但
在學術創新和學術成果的創作過程中，AI技術絕

不應該作為主要的替代工具， 「學生應發揮自己
的主觀能動性和個人才智，通過獨立思考和創新
來推動學術發展。」

在江瀚看來，AI技術更適用於全網大數據搜
集、數據準備及資料查找等，對於一些基礎性的
寫作任務，學生可以利用AI技術做初稿和準備工
作。 「過度依賴AI技術會導致學生喪失獨立寫作
能力，這是需要特別警惕的。」 他還表示，隨着
AI產業的不斷發展，相關應用會更加完善，這意
味着AI檢測工具等也會進一步發展， 「隨着相關
產業不斷被探索，更多的應對方法也會誕生，讓
問題得到更好解決。」 大公報記者倪夢璟

專家
解讀

觀點2
AI工具使用
引導而非禁用

科企管理者黃女士：

•AI發展迅速，可以幫助學生搜集資料、整
理數據等。高校應該思考如何提供相應的
教育和培訓，幫助學生正確使用AI工具，
而不是直接通過 「禁令」 讓學生懼於使用
AI。

高級經濟師施薔生：

•港大規定所有師生可在課堂及學習上使用
ChatGPT等人工智能工具。但學生使用AI
工具完成作業，須說明資料出處和引用來
源等。這個案例具有參考意義，不同的AI
有不同的輔助特點，相信可以幫助學生更
好了解學科。

培訓學校張校長：

•AI工具是時代產物，學校也需要跟上時代
發展，利用好AI工具。老師可以通過課堂
教育、開設課程，讓學生進一步了解AI，
系統教育與培訓的效果相信比 「禁令」 更
加好。

觀點 3
AI具局限性
使用也需智慧

科企研發人員毛先生：

•很明顯現有AI大模型存在局限性，學生在
使用AI的過程中，需要有一定的鑒別能
力，這也是對自身能力的一種考驗，所以
正確使用AI，其實也是對於學生知識的一
次檢驗。

研究機構分析師朱先生：

•即使使用了AI工具，相信使用者也會經過
自己的思考，並甄別相關內容進行選用。
過於限制AI的使用，顯然與人工智能發展
的大方向有悖。

高校研究生許女士：

•AI工具的出現確實帶來了便利，尤其在收
集基礎材料方面節約了大量時間，但是在
進行一些複雜問題分析的時候，我們是可
以根據自己的知識判斷出這些問題是不是
「胡說八道」 ，根本無需 「禁令」 ，相信
認真學習過的學生是不會將這些 「胡說」
寫進自己的論文。

上海復旦大學最近
發布《復旦大學關於在

本科畢業論文（設計）中使用AI工具的規定（試行）》
（以下簡稱《規定》），對人工智能（AI）工具在本科

畢業論文（設計）撰寫過程中的使用情況進行了詳
細規範，明確了 「六個」 禁止使用範圍。

《規定》提到，情節嚴重者將給予取消學位申請資格、
撤銷學位等處理。而與此同時，復旦大學也宣布將在學
年推出至少100門 「AI大課」 。一邊嚴格限制使用AI工
具，一邊是AI課程邁向 「全覆蓋」 ，這份被稱為 「最嚴
AI禁令」 的規定也引起了網絡熱議，AI工具在學術領
域如何找準使用邊界？

百姓論壇

大公報記者 倪夢璟

▲在黑龍江大學舉行的招聘會，求職者與
招聘方代表溝通。 新華社

▲在中國海洋大學嶗山校區，學生在圖書
館上自習。 新華社

AI助減重複勞動 創新思維不可替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