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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epseek火爆全球、
宇樹人形機器人驚艷世界、

「天宮」 常駐太空、076兩棲攻擊艦首艦下
水命名、北斗系統服務全球……近年來，
幾乎每一個領域都能看到中國科技飛速發
展的人才力量。近期發布的《全球高層次
科技人才態勢報告》顯示，近五年中國高
層次科技人才快速增長，數量從2020年的
18805人升至2024年的32511人，佔比從
16.9%躍升至27.9%，躍居全球首位。

美國智庫研究顯示，中國高校幾乎培
養了全球一半的頂尖AI研究人員，成為AI
人才的最大出產國。多位教育界人士向大
公報表示，隨着中國教育改革不斷深化，
未來中國有希望迎來AI人才的大爆發，
DeepSeek 「奇才」 將陸續有來。

DeepSeek爆火後，OpenAI前政
策主管傑克．克拉克稱，DeepSeek
「僱用了一批高深莫測的奇才」 。
DeepSeek創始人梁文鋒回應， 「奇
才」 實際上 「是一些Top高校的應屆畢
業生、沒畢業的博四博五實習生，以
及一些畢業才幾年的年輕人」 。這樣
一支年輕的 「純國產」 隊伍，上演着
中國教育體系一場硬核的自我證明。

探索拔尖人才培養新路徑
圖靈獎得主、中國科學院院士姚

期智表示： 「在本土AI人才培養上，
從本科生到博士生展現出來的面貌均
已達到世界一流水平，未來中國有希
望迎來AI人才的大爆發。」 美國保爾
森基金會旗下的麥克羅波洛智庫的研
究亦顯示，從出身的本科院校來看，
中國高校幾乎培養了全球一半的頂尖
AI研究人員，成為AI人才的最大出產
國。這背後的原因是中國的教育優
勢。國家教育行政學院副研究員李秀
坤領銜的聯合課題組調研顯示，近年
來，內地教育改革不斷深化，積極探
索拔尖創新人才培養新路徑。通過實
施 「中學生英才計劃」 「拔尖計劃」
「強基計劃」 「101計劃」 等，優化招
生選拔和培養，形成高校少年班貫通
式培養、大師領銜的拔尖人才培養、
強化通識教育的書院制培養等培養新
模式，為各類拔尖創新人才提供適合
他們的廣闊舞台。

十八大以來培養逾億高校生
復旦大學計算機學院副教授鄭驍

慶表示，中國AI層面的競爭優勢，其
實就是中國人才數量上的優勢。從中
國的頭部高校來看，對博士生、碩士
生的培養已經比較接近於美國。 「在

這樣的情況之下，基礎教育、高等教
育質量的提升，為國家儲備了大量的
人才，能對現有的技術進行迅速的消
化。」

教育部的數據印證了鄭驍慶的說
法。大公報記者獲悉，中共十八大以
來，中國高等教育已培養出1億多畢業
生，其中高層次人才培養規模不斷擴
大，在學研究生從172萬人增加到388
萬人，畢業生中湧現了一大批國家重
大工程領域領軍人才和拔尖創業人
才，為提升國家整體創新實力和國際
競爭力注入了強勁動力。

九年義務教育和高校擴招功不可沒
有教育界人士亦向大公報表示，

過去20年，中國九年義務教育鞏固率
持續提升，為今天的科技進步打下基
礎；大學擴招，又為科技成果層出不
窮提供了大量的人才儲備。

事實上，中國的研發人員總量已
多年居於世界首位。教育部部長懷進
鵬表示，中國已經建成世界規模最大
且有質量的教育體系。其中，高等教
育毛入學率超過60%，進入世界公認
的普及化階段。新增勞動力平均受教
育年限超過14年，接受高等教育的人
口達到2.5億。全社會研發經費支出居
世界第二位，中國成功進入創新型國
家行列。

展望未來科創人才培養，最新公
布 的 《 教 育 強 國 建 設 規 劃 綱 要
（2024-2035年）》進一步提出，到
2035年，建成教育強國。明確要強化
教育對科技和人才的支撐作用，教育
布局和改革試點緊密對接北京、上
海、粵港澳大灣區等國際科技創新中
心建設，提升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
能。

新聞熱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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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拔尖創新人才
培養一直高居內地教育話題
「熱度榜」 前列。2009年，

教育部等部委推出 「基礎學科拔尖學生
培養試驗計劃 」 （簡稱 「拔尖計
劃」 ），賦予入選高校自主選才、自主
配置教育資源的權限，鼓勵探索最佳培
養模式，意在吸引最優秀的學生投身基
礎學科，助其成長為科技領軍人才。15
年來， 「拔尖計劃」 已吸引3萬餘名優秀
學生投身基礎學科。

2009年，教育部等部委聯合推出
「拔尖計劃」 。中國科學院化學研究所
研究員許子豪成為南京大學化學化工學
院首批 「拔尖計劃」 本科生。 「感謝
『拔尖計劃』 ，使我在大三時就有機會
向諾獎得主學習，開展幽門螺旋桿菌相
關的生物化學研究。」 他表示， 「拔尖
計劃」 引領他邁出了科研的第一步。

從2018年開始的 「拔尖計劃」 2.0
時期，從最初18所高校的5大學科，增加
到了20個學科、77所高校的近200個基
地。每年有超過1600名院士、國家級重
要人才計劃入選者等頂尖學者為拔尖基
地的學生授課，授課總學時數超過5.2萬
個。

被精心栽培的拔尖學生的畢業去
向，一直是社會關注的焦點。據悉，在
已畢業的1.7萬餘名 「拔尖計劃」 本科生
中，93%以上進入國內外頂尖大學或科
研機構深造，超過86%的畢業生留在基
礎學科領域深造，構築了基礎學科領域
拔尖創新人才堅實的後備力量。

拔尖學生出國深造比例趨跌
調查結果表明，隨着拔尖計劃從1.0

時期推進到2.0時期，拔尖學生本科畢業
後選擇國外深造比例減少，國內深造比
例大幅提升。其中，國外讀博比例從
55%下降至25%，國外讀碩比例從
7.1%降低到3.3%，而國內讀博、國內
讀碩比例分別從15.9%、7.1%上升至
40.9%、14.5%。復旦大學高等教育研
究所副所長陸一的研究團隊認為，這與
國際形勢、就業 「性價比」 、研究生擴
招以及強基計劃提供的本研一體化培養
政策有關，同時也反映了中國拔尖創新
人才自主培養的巨大潛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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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一個突破傳
統、面向未來，培養未來

科技創新領軍人才的改革新範
式，正在超常規、有組織地深入推

進。大公報記者從教育部獲悉，2021
年，教育部在北京大學等12所高水平研
究型大學啟動首批未來技術學院建設。3
年來，未來技術學院已經成為未來科技
創新領軍人才的 「蓄水池」 。目前已培
養本科、碩士、博士在校生共計8000餘
名，其中部分青年人才已經嶄露頭角，
擔綱領銜重大科技任務。

在中國科學技術大學未來技術學院
院長潘建偉看來，未來技術學院從新興
科技的基礎研究階段就面向長遠戰略目
標進行前瞻性布局，為技術突破持續提
供支撐。

據了解，經過3年探索，未來技術學
院已經成為未來顛覆性技術創新的 「策
源地」 。首批未來技術學院加強對基礎
研究和關鍵共性技術的預見，凝練形成
智能製造、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光電
子芯片與系統、儲能技術、未來航天器
系統、生命健康等30餘個未來技術方
向，覆蓋國家重點部署的未來製造、未
來信息、未來材料、未來能源、未來空
間、未來健康等六大未來產業方向，精
準聚焦人形機器人、先進高效航空裝備
等標誌性未來產品發力。

布局大灣區等10個重點區域
除了技術取得突破性進展外，一批

技術突破還實現了產業轉化。比如，北
京大學未來技術學院研製的微型化雙光
子顯微鏡重量僅為2.2克，能在小老鼠
「戴着跑」 的過程中實現 「深腦成

像」 ，被譽為神經科學研究革命性的新
工具，相關技術應用收入預期超10億元
人民幣。

值得注意的是，面向未來技術和產
業，首批12所未來技術學院對照國家
「3＋N」 人才高地和集聚平台建設規

劃，布局在北京、上海、粵港澳大灣區
等10個重點城市和區域，緊密對接區域
創新體系和未來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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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內地 「六年內
基本普及中小學人工智能
（AI）教育」 登上熱搜。

據悉，教育部辦公廳此前印發《關於加
強中小學人工智能教育的通知》，強調
要統籌推進中小學和大學人工智能教
育一體化發展，2030年前在中小學基
本普及人工智能教育。21世紀教育研
究院院長熊丙奇向大公報表示，在AI
快速發展的當下，教育部門、學校應
積極推進課程改革、教材改革、育人
方式改革，培養適應AI時代的人才。

中國是全球少數開設政府認可的
從小學到高中階段人工智能課程的國
家之一。早在2017年，國務院就印發
《新一代人工智能發展規劃》提出，
在中小學階段設置人工智能相關課
程、逐步推廣編程教育。

對於探索中小學人工智能教育實
施途徑，今次發布的《通知》列出了人
工智能教育的六大主要任務和舉措，
包括構建系統化課程體系、實施常態

化教學與評價、開發普適化教學資
源、建設泛在化教學環境、推動規模
化教師供給和組織多樣化交流活動。

專家：創新教學 擺脫「應試教育」
大公報記者獲悉，北京市已明

確，今年內，全市大中小學將普遍開
展人工智能場景應用。不少學校已開
展了豐富多樣的人工智能教育活動。
其中，小學階段主要通過趣味性和生
活化的方式引導學生認識人工智能的
基本概念和應用場景，如簡單機器學
習、智慧交通等；初中階段逐步引入
人工智能技術的基礎知識，如數據處
理、算法原理和機器學習的初步概
念；高中階段進一步深入，開設深度
學習、神經網絡和AI項目開發等課
程，為學生打下扎實的技術基礎。

熊丙奇提醒，推進AI教育，必須
創新教育教學方式，改革教育評價體
系，避免出現應試教育傾向，真正關
注學生的數字素養培養。

築牢
基礎

◀2月2日，北京首個AI科技廟會，海
淀新春科技廟會上，機器人向小朋友遞
上其選購的年貨。 中新社

▲參觀者在昆山元宇宙產業園的元宇宙
展示廳體驗VR遊戲。 新華社

拔尖計劃
•國家為回應 「錢

學森之問」 而推出的一
項人才培養計劃，於
2009年啟動，旨在培養
中國自己的學術大

師。

中學生英才計劃
•2013年起，選拔品學兼
優、學有餘力的中學生走進
高校，參加學術研討和科研
實踐，旨在發現一批具有學
科特長、創新潛質的優

秀中學生。

強基計劃
•2020年起開展的

招生改革工作，突出基礎
學科的支撐引領作用，選
拔培養有志於服務國家重
大戰略需求且綜合素質

優秀的學生。

101計劃
•拔尖創新人才培養

的一項築基性工程。2021
年底實施計算機領域本科教

育教學改革試點工作計劃，
2023年啟動數學等8個領域

的基礎學科系列計
劃。

中國教育發展成就
•建成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教育體系

•各級教育普及程度達到或超過中高收入國家平均
水平

•新增勞動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超過14年

•高等教育毛入學率超過60%，進入世
界公認的普及化階段

•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達2.5億

•研發人員總量居世界首位

•全社會研發經費支出居
世界第二位，進入
創新型國家行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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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24年世界
互聯網大會 「互聯網

之光」 博覽會上，人們參觀
智能網聯無人駕駛汽車。

新華社

AI教育進中小學 六年內基本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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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記者 江鑫嫻北京報道

2.5億大學生牢固基座
DeepSeek團隊純國產

學者：DeepSeek奇才陸續有來

全球頂尖全球頂尖AIAI人才人才
半數產自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