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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大模型之战

常规的人才策略，解锁了创新的密码，为 AI 行业乃至

整个科技领域带来了新的希望和方向。

说到底，这并不是简单的“本土 vs 海外”的竞争，

而是中国 AI 人才的整体实力在与其他国家竞争。美国

固然强大，但中国的人才储备，是其最大的优势，也是

未来能否在 AI 领域领先的关键。这就像一场马拉松，

最终胜负，还得看谁跑得更远。

中国高校 AI 人才培养提速

说起中国的AI人才培养，绕不开清华大学和“姚班”。

清华流传一句话，半国英才聚清华，清华半英在姚班。

姚班有多牛？进入姚班的学生，是数学、物理及信

息学竞赛的金牌选手，是各省高考前三名。国际普遍评

价：“姚班”有最优秀的本科生和最优秀的本科教育。

卡内基梅隆大学有一位教授曾经说，他对姚班的学生非

常满意。每次收到来自姚班学生的申请后，先放在一起，

只要英语水平达标，能够录取的就先都录取了，然后再

去看别人的。

在清华大学，姚期智的名字总是和“姚班”联系在一

起。姚期智曾获得很多奖项，包括波里亚奖（数学界世界

级大奖），古根海姆基金会研究学者奖，高德纳奖（计算

机科学界世界级杰出贡献奖），图灵奖（世界计算机界“诺

贝尔奖”）等等。深感于我国的计算机学科本科教育水平

与国外一流大学仍有差距，2005 年，由姚期智主导的“计

算机科学实验班”在清华成立，这个班也被清华师生亲切

地称为“姚班”。如今，从“姚班”走出的计算机人才不

仅在国内外的各大科技公司发挥领军作用，“姚班”毕业

生创办的独角兽公司旷视科技、小马智行等也已崭露头角，

在业界引领信息革命创新浪潮。

不仅是清华和“姚班”，实际上，国内高校在这波

人才需求的推动下，已经开始调整课程设置，强化实践

教学，以培养更多适应未来市场需求的 AI 专业人才。

同时，政府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也在加速这一进程，

为 AI 领域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根据教育部历年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

案和审批结果》，国内高校的人工智能专业设置近年进

入了发展“快车道”。2020 年，新增备案数量最多的本

科专业就是人工智能。这两年虽然有所趋缓，但仍然占

据新增备案数量的前几名。

迄今为止，我国共有 500 多所普通高校成功备案人

工智能本科专业。中国高校在 AI 专业的课程体系建设

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体现出多样化和系统化的特点。

核心课程设置包括机器学习、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

计算机视觉、数据挖掘等。实践与项目课程的增加，增

强了学生的实践能力。跨学科课程的开设，培养了复合

型人才。芝加哥大学保尔森研究所称，自 2018 年以来，

中国已在本科课程中增加了 2000 多门 AI 课程。这一积

极扩张是培养 AI 人才和基础设施的更广泛国家战略的

一部分，以使中国成为全球 AI 领域中一个强大的参与者。

去年，复旦大学宣布，将新增四个“外语类专业 +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双学士学位项目。复旦称，语言学

和跨文化理论的视角，有助于提升对语言数据质量的精

准把控，为语言模型设计提供创新思路，从而突破计算

机算力瓶颈、大模型文化对齐等核心问题，为大模型和

人工智能语言能力的涌现提供可能的解释。说通俗一点，

2024 年 10 月 27 日，在湖北荆门举行的第六届全球校园人工智能算
法精英大赛（湖北赛区）总决赛上，选手进行计算机视觉逻辑算法应
用赛项目比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