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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的发展和我国人工智能文科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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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和人工智能产业快速发展，对社会发展和日常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世界

主要国家纷纷将人工智能列为国家发展的重要战略，大力培养人工智能人才。然而，现阶段人工智能人才的培

养仍以技术型、研发型人才培养为主，文科人工智能人才培养力度不足。随着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伦理问题和

社会问题的凸显，加强文科人工智能人才培养、发展“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已成为必然的趋势。我国应把握文

科人才在人工智能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加强人文社科和人 工 智 能 领 域 人 才 的 教 学 科 研 合 作，加 强 校 企 合 作，建

设吸引文科人才的跨学科交流学习平台，建设多层次的文科人工智能人才教育培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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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工智能技术概述

人工智能（Ａｒｔｉ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ｃｅ，简称“ＡＩ”）也称机器智能，指的是由人制造的机器所表现出来的智

能①，“是研究、开发用 于 模 拟、延 伸 和 扩 展 人 的 智 能 的 理 论、方 法、技 术 及 应 用 系 统 的 一 门 新 的 技 术 科

学”②。作为计算机科学领域的分支之一，“人工智能试图探索智能的实质，并以此为基础生产出能以人

类智能相似的方式做出反应的智能机器”③。人工智能涉及计算机科学、数学、心理学、社会学等众多学

科，具有显著的学科交叉的特点。

“人工智能”一词最早于１９５６年由麦卡锡、明斯基、罗切斯特和申农等科学家提出。从此以后，研究

者们围绕用机器模拟人类智能提出了众多理论和原理，人工智能的概念也不断拓展④。５０多年来，人工

智能技术得到了长足发展，人工智能也逐渐成为一门内容广泛的交叉性学科。目前，人工智能技术已被

广泛运用于机器人、控制系统、仿真系统乃至政治经济决策等社会生产、生活的诸多领域，其学科和技术

的发展对社会的各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了各国科技发展的重要支柱。

人工智能的发展依托于计算机技术的产生和发展，并随着科技的进步———尤其是互联网技术和大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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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的出现———得以深入发展和进步。２０世纪５０年代至７０年代，计算机的发明以及由此衍生而来的机

器定理证明、跳棋程序和ＬＩＳＰ表处理语言直接推动了人工智能的诞生和第一代智能人形机器人的出现。

８０年代新出现的“专家系统”促使知识表达系统成为当时主流人工智能研究的焦点，将人工智能引向实

用化。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互联网的出现和快速发展使大数据搜集和处理成为可能，人工智能技术有了里

程碑式的突破。在海量数据的支持下，人工智能从推理、搜索引擎迈入知识获取阶段后，进一步进化到了

机器学习的阶段。至此，人工智能实现了从被动接受知识到“通过经验自动改进计算机算法”的突破，人

工智能的发展有了极大进步。２１世纪以来，随着“深度学习”概念的提出、图像识别技术的突破以及２０１６
年后日渐成熟的大数据技术、高性能计算与人工智能的融合，人工智能再次突破原有瓶颈，向真正的“类

人智能”迈进①。目前人工 智 能 技 术 已 成 为 技 术 行 业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在 前 沿 科 技 领 域 和 日 常 政 治、经

济、社会领域发挥重要功能，对我们的生活产生了长久而深刻的影响。

二、世界各国和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现状

１．各国人工智能发展状况及趋势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在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产生的重要影响，各国逐渐认识到人工智能

在国家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２０１６至２０１７年，美、英、日、中等世界主要国家相继将人工智能发展列

入国家发展战略，预示着全球开始迈入人工智能时代②。现如今，人工智能已成为中、美、英等国家未来

战略的主导，各国先后“在国家层面建立了相对完整的研发促进机制，大力推进人工智能的发展”③，以抢

占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制高点”。

美国人工智能技术和人工智能产业起步早，其发展速度和发展程度长期位于世界领 先 地 位。早 在

１９９１年，美国人工智能企业就开始萌芽，并于２０１３年之后进入平稳发展期。现阶段，美国人工智能产业

布局全面领先世界，在人工智能基础层（处理器、芯片等基本硬件架构）、技术层（自然语言处理、计算机视

觉与图像、技术平台等）、应用层（机器学习应用、智能无人机、智能机器人、自动驾驶、辅助驾驶、语音识别

等），“特别是在算法、芯片和数据等产业核心领域”④具有强大的技术创新优势。美国政府陆续发布《国

家人工智能研究和发展战略计划》《人工智能、自动化和经济》《为人工智能的未来做准备》《人工智能白皮

书》等文件⑤，并在美国国家科学与技术委员会下设立了专门的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分委会，以推动美国

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目前，美国汇集了超过７８０００名高水平人工智能人才，在基础学科建设、高端研发

人才、创业投资和领军企业等关键环节领先于世界，在“芯片、自然语言处理、机器学习应用和智能无人

机”四大人工智能热点领域占据绝对优势。⑥

欧盟高度重视人工智能的发展，积极团结欧盟成员国发展人工智能技术。２０１４年以来，欧盟先后提

出“地平线２０２０计划”和“ＳＰＡＲＣ机器人计划”，试图通过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提高欧洲整体竞争力。目

前，欧盟在人工智能相关的基础研究上投注了大量精力，其重点研发和应用领域为超级计算机、数据处理

应用、数字社会和智能教育等。和着力于应对人工智能发展大趋势的美国相比，德、英、法等欧洲国家“在

发展人工智能技术的同时更加关注与人工智能技术相关的伦理和道德问题，在政策制定上注重应对人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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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技术发展带来的潜在安全、隐私、尊严等伦理威胁”。① 欧盟先后发布了《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欧洲机器人

技术战略研究计划》《衡量欧洲研究与创新的未来》《欧盟机器人民事法律规则》《欧盟人工智能》等法案与

报告。② 产业推进和伦理安全成为欧盟发展人工智能过程中的核心关注点。

日本社会长期进行机器人相关的研究，在机器人、声音识别、智能学习、社会知识解析、创新型网络建

设等领域投入了大量的科研力量。目前，日本人工智能技术主要应用于机器人制造与应用和医疗护理、

自动驾驶领域。２０１６年日本发布“日本复兴战略２０１６”和“人工智能科技战略”，力图通过发展人工智能

技术解决社会问题，推进日本智能社会的建设。③

２．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现状及问题

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并大力推进人工智能的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和人工智能产业均取得较大进步。

截至２０１８年６月，中国人工智能企业超过１０００家，占世界人工智能企业总数的２０％以上，仅次于美国。

目前，中国人工智能产业人才总数超过３９０００人，人工智能领域的论文和专利数量高速增长，人工智能技

术在计算机视觉与图像、智能机器人和自然语言处理领域取得了丰富的成果。④ 围绕人工智能领域的科

技研发、应用推广、产业发展等方面，我国政府先后颁布了《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

意见》《“互联网＋”人工智能三年行动实施方案》《“十三五”国家科技创新规划》《“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

兴产业发展规划》等政策文 件，将 人 工 智 能 确 认 为 国 家 科 技 产 业 发 展 的 重 要 内 容。２０１７年 国 务 院 印 发

《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的通知》，在国家战略层面对我国人工智能的发展进行了全面系统布局，对我

国未来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方向和重点领域进行了指导性规划，人工智能发展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⑤。

然而，尽管在论文数量、专利、产业、风险投资、人才建设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进展，我国人工智能的

发展距离美国仍有较大的差距。受发展时间、客观技术环境的制约，加之初期偏向于互联网领域的政策，

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更偏重于应用层，在基础算法、芯片和理论研究等核心环节较为薄弱。因此，相较于

在基础层、技术层和应用层全面领先的美国，中国人工智能产业短板明显。⑥

三、我国人工智能人才培养及存在的问题

人工智能技术和产业的竞争，归根到底是知识和人才储备的竞争。人工智能人才直接推动着人工智

能研究的进程和人工智能成果的转化，是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基础。作为人才培育、基础科研和成

果转化的重要机制，高等教育在人工智能人才培养及国家人工智能产业发展过程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

用⑦。２０１７年，全球共有３６７所具有人工智能研究方向高校，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数量约有１０万余人。

其中，人工智能领域的学者有６０００多名、人工智能相关专业在读硕博研究生以及其他行业人才７万余

名。每年人工智能相关领域硕博毕业生约２万名。⑧

和美国相比，中国人工智能教育发展相对滞后，人工智能人才培养体系尚不完善，高校在人才培养方

面的竞争力较弱，人工智能人才缺口大，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从人工智能高端人才数量上看，我国跟美国相比还有较大差距。截至２０１７年，在全球具有人工智能

研究方向的３６７所高校中，中国共有２１所，仅为美国的１２．５％。全球人工智能领域２０所顶尖高校中，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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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１４所，而我国只有４所。将这２０所高校中的顶尖学者数量进行比较，美国约占６８％，而中国仅占

２４％。① 截至２０１８年６月，中国 研 究 型 人 工 智 能 人 才 投 入 量 累 计 达１８２３２人，约 为 美 国 研 究 型 人 才 的

６５％，投入量位居世界第二。然而，中国杰出人工智能人才数量仅占人工智能人才总量的５．４％，居世界

第六。② 在产业人才层面，美国产业人才总量约为中国的２倍。③

从人工智能人才结构上看，我国人才结构发展也很不均衡。美国人工智能人才在基础层、技术层和

应用层的数量和结构比较均衡，而中国人工智能人才主要在应用层和技术层，基础层的科研人员比例很

小。美国的基础层人工智能人才有１７９００人，是中国的１３．９８倍。美国人工智能基础层的人才占所有人

工智能人才的２２％，而中国基础层人才只占所有人工智能人才的３．３％。④ 长远来讲，这种人才结构的失

衡将会影响我国人工智能技术和产品开发的发展潜力和竞争实力。

人工智能专业发展时间较短，绝大多数高校未形成独立专业。国外大部分高校在计算机系、自动化

系、电子系开设了人工智能的专业方向。其中，斯坦福大学、卡内基梅隆大学、麻省理工学 院、康 奈 尔 大

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高校还建有人工智能实验室。此外，部分国外高校还专门开设了人工智能相

关的专业，如斯坦福大学计算机学院下的人工智能、人机交互专业。中国高校人工智能发展起步较晚，发

展时间短，多数高校尚未形成独立的人工智能专业。最早与人工智能相关的专业设置是２００３年北京大

学的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２０１７年有１９所高校新增该专业，２０１８年增加到９６所。在大多数院校中，人

工智能研究仅作为计算机科学学院或软件学院内的一个研究分支，如清华大学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系、

交叉信息研究院，中国科学院的计算所、自动化所等。直到２０１９年３月底，教育部才公布审核通过３５所

高校获得首批建设“人工智能”本科专业的资格。⑤ 这标志着我国专门针对人工智能本科专业人才培养

的开始。

高校人工智能研究和专业培养方向单一，未形成人工智能交叉学科的人才培养。现阶段，我国高校

的人工智能研究集中于计算机科学学院和软件科学学院等工科院系，人工智能领域的课程设计也集中于

工科课程，学科交叉程度低，尚未形成系统的课程培养体系。以北京大学为例，北京大学在人工智能领域

的课程设计包括计算机技术、软件工程、微电子、自动化等软硬件方向，主要和理工科学习挂钩，甚少涉及

认知科学、社会科学方面的课程，学科设计单一，未形成全面、综合、体系化的人才培养体系。人才培养方

式囿于“知识壁垒”，更不用说培养人工智能相关的文科人才了。

人工智能人才培养多层次合作力度不够。受高校学科发展时间短、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尚不完善等因

素的制约，中国高校的人工智能人才的培养多局限在实验室和高校内部，学校和人工智能企业合作力度

弱。企业是现今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力量，顶尖企业在人工智能科研能力和人工智能成果转化中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中国校企合作力度薄弱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扩展学生视野、提高学生科研成果转化。目前

人工智能的校企合作也存在运行机制不畅，追求短期效益等问题。⑥ 此外，中国高校和政府部门在人工

智能领域的交流合作也较为薄弱，尤其在多层次交流合作领域仍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四、人工智能发展的“人文”导向与我国人工智能文科人才培养

１．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人文”导向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发展和人工智能产品逐步进入到日常生活，学界和社会中出现了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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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人工智能进行批判和反思的声音。人们逐渐深刻地认识到，人工智能的进一步发展不仅仅只是科学和

技术的问题，它涉及到伦理、法律以及人类社会的未来面貌。

斯坦福大学作为全 球 人 工 智 能 人 才 培 养 的 重 镇 之 一，宣 布 成 立 了“以 人 为 本”的 人 工 智 能 研 究 院

（ＨＡＩ），这标志着人工智能研究和人才培养全新方向的开始。ＨＡＩ的宗旨清楚地阐明：人工智能发展的

核心应是“以人为本”，其创建基于三个理念：人工智能的发展应该以其对人类社会的影响为指导；人工智

能应该增强人类技能，而不是取代人类；人工智能应该更多融入人类智慧的多样性、差异性和深度。该中

心因此汇集了来自全校７个学院的不同专业，如计算机科学、神经生物学、经济学、哲学等２００名教职人

员，共同参与人工智能相关研究和人工智能产品的相关设计。①

人文导向的人工智能研究和人才培养意味着人工智能研究领域不再是传统的科学家、工程师 的 事

情，而是需要融合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等文科学科的综合性研究领域。当人工智能的技术越来越多地

改变人类社会的现有秩序和规则时，其对人类社会未来的影响将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这就需要人文社

会科学家来参与研讨和预判，研究人工智能技术可能给人类社会未来所带来的积极或者消极的影响。因

此，未来的人工智能人才培养应该吸引更多的人文社会科学家的参与。

２．我国人工智能文科人才的培养思考

“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文科人才的培养应该是人文社会科学与人工智能（含大数据）相关专业技术

人才的结合。因此，未来人工智能时代人才的培养应该避免专业和培养方式的 “碎片化”。未来人工智

能文科人才的培养，既要培养少量以人工智能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影响为研究方向的科研人才，也

要培养一大批以人工智能知识和技能为基础，具有文科思维和素养的创新型专业人才，培养善于学习、愿
意合作、勇于探索、积极实践的文科专业人才，打造“人工智能＋”的文科人才培养体系。具体而言，培养

人工智能文科人才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正确认识技术和社会的互动关系，把握文科人才在人工智能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位置。尽管学

术界早就对技术与人文、技术与社会的关系做了大量的研究和探讨（如技术的社会建构论）②，但政府和

企业层面对于这些宏观要素之间的关系认识仍显不足。国家要从认知层面意识到技术在大大改变社会

生产和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可能带来一些负面的因素，比如不平等现象的增加，社会伦理的损害，社会资

本的减弱等。因此在制定相关政策法规时，从一开始就要吸收和召集文科相关专业人才，特别是法律、伦
理、社会学等领域的相关人才，深刻认识和把握技术与社会、技术与人类、技术与人文的关系，减少技术自

由发展和应用可能给社会带来的负面作用，并开展一定范围的宣传和引导，达成广泛的社会共识。２０１８
年底双胞胎婴儿的基因编辑技术的应用之所以受到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和非议③，是国际和国内社会对这

种基因改变技术使人类社会充满不确定性和伦理问题担忧的一种正常反应。因此，政府应采取一些措施

鼓励文科人才和人工智能技术人员共同研究预判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和普及给社会带来的影响，确定较

为明确的政策导向，引导人工智能技术朝着“以人为本”的方向发展，更好地为人类社会服务。

第二，加强高校等机构人文社科和人工智能领域教学科研人员的全面合作。跨界的科研合作是知识

创新的重要来源。打造人工智能与其他专业，特别是文科专业的交叉合作是未来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方

向。基于人工智能跨学科的特点，发达国家高校积极推动相关院系开展教学和科研合作，建立了较为系

统完善、多学科交融的课程体系。在计算机科学课程的基础上，多数国外高校还要求学生选修数理统计、

电子工程等方面的课程，例如基本的数据结构、逻辑、概率论和数理统计等，同时为本科生提供一些人工

·６３·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２０１９年第４期）

①

②
③

新华网．斯坦福大学成立“以人为本”人工智能研究院［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ｗｗｗ．ｘｉｎｈｕａｎｅｔ．ｃｏｍ／／ｔｅｃｈ／２０１９－０３／１９／
ｃ＿１１２４２５３７２６．ｈｔｍ，２０１９－０３－２９／２０１９－０６－０１．
王建设．“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从分立到耦合［Ｊ］．自然辩证法研究，２００７，（５）：６１－６４．
腾讯科技．世界首例基因编辑婴儿为何引发巨大争议？［ＥＢ／ＯＬ］．ｈｔｔｐ：／／ｔｅｃｈ．ｑｑ．ｃｏｍ／ａ／２０１８１１２６／０１３２９７．ｈｔｍ，
２０１８－１１－２６／２０１９－０６－０１．



智能领域的基础课程可供选修①，以培养拥有广泛学科视角和扎实知识基础的人工智能人才。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专业大多分布在计算机学院、软件学院、信息学院、电子工程学院等理工院系，各

个院系的教师也在各自领域有一定专长，但真正实现跨学科合作和科研的院系很少。按人工智能的技术

结构划分，基础层主要涉及人工智能技术的硬件和底层架构，专业性和技术性要求高，因此基础层主要靠

培养理工科人才来实现。技术层是建立在基础层之上的软件平台搭建和框架集成，其人才培养仍需发挥

理工科学生的专业优势。在基础层和技术层之上的应用层，则主要基于现有数据进行分析、产品设计和

可视化，这一层应是人文社会科学人才与人工智能技术结合发展的主要方向。

在高校专业设置上，应允许更多的高校把人工智能作为一级学科来设置，并根据实际情况开设与文

科各专业相关的二级学科方向，使得各个领域的文科人才在人工智能时代都有用武之地。比如法律专业

可以涉及人工智能时代的伦理问题和法律体系建设；社会学专业可以结合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培养大数据

社区规划、运营和服务方向的人才；心理学跟人工智能的结合可以更多地融合到人工智能的底层研究，比

如对于人类认知行为、经济行为的理解和掌握；美学可以更好地融入到产品设计中，改善产品设计和用户

体验。人工智能产品和服务商业化过程中，需要大量的运营管理和市场营销人员，而文科人才在沟通能

力、团队合作方面的训练有利于他们在这些领域发挥专长。在招生方面，各大高校应允许跨专业招生，人

工智能相关专业应该留出一些名额来招收文科类学生以实现跨专业录取。

第三，加强校企合作，将校企合作项目加入高校人工智能人才培养方案当中。高校的专长在于人工

智能基础知识的研究、创造和传播，而企业的目标主要是围绕市场需求的人工智能产品和技术的开发并

获利。但如果真正要将人工智能产品实现商业化，就要使产品研发、制造到销售等各个环节有机衔接并

形成闭环。发达国家注重吸收多方力量协同促进高校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和人工智能人才的培养。一

方面，高校积极与产业界开展合作，学习顶尖人工智能企业在科研和成果转化方面的经验，产学研结合推

动了高校人工智能在科研和应用领域的发展。另一方面，部分国家积极推动人工智能教育的国际合作，

充分利用国际力量促进本国人工智能教育的发展。通过与企业、国际高校开展多层次合作，发达国家人

工智能发展获得多方合力，人工智能得以在高校获得快速发展。②

因此，高校作为培养人工智能相关人才的重要出口基地，需要结合市场需求设置相应的课程项目，特

别是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相关的专业硕士项目。在这些项目中，可以通过成立顾问或者咨询委员会的方式

邀请一些校外企业参与到项目的培养方案制定中。通过课程讲授、聘请校外导师、参访公司、举办讲座、

建立实践基地、开展项目开发竞赛、设立研究基金和奖学金等多种方式鼓励学校师生从事相关研究和教

学，解决企业实际问题，推动人工智能相关领域产品的研发，从而形成良性互动的校企合作氛围，培养出

适合人工智能时代的法律的、设计的、运营的、市场的、社区规划等各方面的文科人才。同时，从世界著名

高科技公司如谷歌、脸书的实践来看，聘请高校教师到公司研发部门工作，实现人才和知识共享，促进高

级人才的双向流动，也是我国人工智能人才培养值得借鉴的地方。

第四，积极推动高校等科研机构、人工智能学会等专业机构建设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学习分享平台，建

设跨领域应用合作的人工智能应用示范平台。由于人工智能和大数据领域目前属于前沿发展领域，学术

界和公众对于这些产品开发和项目开发的过程仍缺乏认识。因此，建立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的课程学习平

台、项目开发平台和数据库，能够推动相关领域的学习和合作。另外，由高校或者专业学会牵头组建这样

的平台，可以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跨学科应用和人才培养。中国的人工智能学会成立于１９８１年，目前包

括４５个分支机构，３８个专业委员会和７个工作委员会，主要开展学术交流、科学普及、科技会展、人才推

荐、学术评级和奖励等多种活动，为促进中国人工智能领域的学术交流、传播最新人工智能研究成果、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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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人工智能领域的相关人才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些专业的人工智能学会也应该积极吸引对人工智能有

所研究的人文社会科学家的参与。关于应用示范平台，教育部在２０１８年４月印发了《高等学校人工智能

创新行动计划的通知》，重点提出了几个领域应用示范的推广，如智能教育应用、智能制造、智能医疗、智

能农业、智能金融、智能司法应用等。这些平台的建设将有助于推广和带动人工智能技术在各个领域的

应用，并培养相关的技术应用类人才，其中也包括大量的人工智能文科相关专业人才。

第五，建设人工智能多层次培养体系，推动人工智能教育下沉，培养人工智能人才的后备力量。对于

人工智能文科人才的培养应该是分层次的。在研究型大学里，应鼓励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和社会影响

的多学科、跨学科基础研究，应设立博士点培养人工智能相关文科人才，设立硕士点培养跨学科的人工智

能领域应用型文科专业人才。在大专和职业教育体系中，应大力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产品开发、技术应

用培训的课程开发和建设。在具备条件的中学和小学课程中，可以开设人工智能的普及课程，培养青年

学生和小学生对于人工智能领域的兴趣和投入，为中国真正成为人工智能强国而储备未来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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