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考考生注意了！2020年上海市普通高校招生统
一文化考试评卷和校核工作已经完成。7月23日（星期
四）18：00至8月1日（星期六）12：00，考生即可登录“上
海招考热线”网站查询成绩。今年，部分高校首次推出

“强基计划”，上海综合评价批次与本科志愿也首次合并
填报，综合评价的相关录取政策进行调整，与此同时，沪
上高校一波新设本科专业也将投放今年的招生。

可以说，当下正是酝酿志愿的“黄金期”。特别是面
对国家战略、时代特征、城市发展需求而生的新专业，大
家都了解吗？期待吗？今天起，青年报带来一组聚焦

“新专业”的报道，希望为考生和家长指点迷津。

联系我们 qnbyw@163.com

高校人工智能新专业应运而生

培养“打地基”的
核心技术人才

今年刚刚落幕
的世界人工智能大
会以全新的“云端
峰会”呈现，让业界
看到了上海在打造
全球人工智能高地
的决心。生活层
面，无人驾驶、刷脸
支付、救援机器人、
护理机器人等各种
AI新场景的层出不
穷，也让高校新设
的人工智能新专业
炙手可热。这个专
业究竟是怎样的？
希望达成怎样的目
标？复旦大学计算
机科学技术学院副
院长吴杰为我们详
解新专业。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编者按］

“是一个很有未来感的专
业”“救援机器人可代替人类去
执行一些危险任务”“需要学习
一些编程，让机器人变得更加智
慧 从 而 使 得 我 们 生 活 更 便
捷”……在我们的街访中，超 9
成受访者对人工智能有所了解，
特别是因为人工智能产业的发
展将大幅造福人类而让不少青
年学子对这样的新增专业很感
兴趣。

2017年，国家推出的《新一
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中，人工
智能领域被规划为八大基础理
论体系和八大关键共性技术。
国家的这一规划和战略发展需
求，呼唤高层次人才的出现。

与此同时，人工智能繁荣背
后更需要一些冷思考。复旦大
学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副院长

吴杰在接受青年报专访时，提及
了在业界流传甚广的“徐匡迪之
问”。

去年五一前于上海召开的
一次院士沙龙活动中，中国工程
院院士徐匡迪对当下中国人工
智能发出了直击核心的提问：

“中国有多少数学家投入到人工
智能的基础算法研究中？”核心
算法缺位，人工智能发展就会面
临“卡脖子”窘境。因而，这个问
题也被称为“徐匡迪之问”。

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
学院副院长吴杰坦言，当下，人
工智能很繁荣很热闹，在各个行
业的应用也表现卓越，但在繁荣
的背后，如果仔细看一下，可能
大部分的基础算法、基础模型，
基础软件以及支撑硬件，都是从
国外进口的、开源的。

“要有一个长远发展，这些
技术都要掌握在自己手上。人
工智能系统，其实就是一层层堆
砌起来，如果基底的部分不在我
们自己手上，在上面建得再高再
漂亮，就好比是在沙滩上建设高
楼，地基不稳，就会轰然倒塌。
说到底，我们要有自己硬核的技
术和人才。”吴杰说道。

在他看来，徐匡迪院士的这
个问题，也对高校界发出警示，
千万不要以为我们在人工智能
应用方面做得很好了，而是更要
关注和增强基底部分。吴杰说，
复旦大学作为“双一流”高校，想
清楚到底要将人工智能专业办
成怎样的专业、培养什么样的
人，怎么结合学科优势和特色，
实际上就是用实际行动回应“徐
匡迪之问”。

开设该专业的
学校如雨后春笋

在前期开设了大量人

工智能相关课程的基础上，

除了复旦大学新设人工智

能本科生专业外，还有上海

理工大学、上海海事大学、

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上海师

范大学、上海大学、上海工

程技术大学、上海师范大学

天华学院都将在今年全新

开出人工智能专业。

而在去年，上海交大已

经获批在电子信息与电气

工程学院新增人工智能专

业本科专业，首届 76 名学

生共编成3个班级。今年，

该专业将有所升级。当时，

与上海交大同时期获批新

增人工智能专业的，还有同

济大学。同济去年新增 10

个本科专业，其中多个专业

与人工智能相关，包括智能

建造、智能制造工程、数据

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微电子

科学与工程等。

可以看出，交叉、创新、

复合，将是“人工智能”专业

学习的一大特色。

实际上，教育部也要

求，各地各高校新设专业建

设工作，都需要坚持需求导

向、标准导向、特色导向，把

按社会需求办专业作为专

业设置和调整的前提条件，

把落实国家标准作为专业

建设的底线要求。

复旦大学建设人工智能等
相关学科、培养人工智能等

相关领域人才的体系与路
径将有所分类、侧重。

今年要新设的人工智
能本科生专业，就
是要把最强的力
量拿出来，主要
面向人工智能
基础理论体
系 及 相 关
应 用 领 域
的人才培
养。新增
专 业 下
设 智 能
算法与
计算、
认知计
算与智

能、社会计
算与智能、数据计

算与智能四个方向，聚焦
与文社理医的交融结合。

“本科生专业的构建将全方
位充分契合学生的兴趣，遵循学
科发展的基本规律，满足社会发
展的基本要求，解决国家现在急
需的人工智能专业人才。”吴杰
这样指出。

以智能算法与计算专业方
向来看，可以说，学生们在4年
学制中有3年左右时间要学好
数学专业，“半个数学系的文凭”
是这个方向最直观的特征，同时
将结合理论计算机的学习，将基
础打扎实。认知计算与智能专
业方向，聚焦的是类脑智能，结
合类脑研究、生物研究展开学习
和探究，因此会叠加并侧重生物
领域的学习。

第三个专业方向解决人工
智能核心系统以及他的模型，培
养出的人才，能够去解决硬核的
系统问题。至于第四个方向，
结合复旦的社会学科，希望毕业
生能在智能应用领域更好地服
务社会。

伴随新专业而来的，还有一
个非常诱人的升学福利——鼓励
学生直升研究生。吴杰认为，四
年本科对这样一个精深领域的学
习而言，只是打个基础，后面还应
延续到硕士、博士阶段的学习。

因而，此次设计的学制已经
有类似“本研一体”的考量。“我
们给进到我们人工智能专业学
习的学生承诺，只要你4年的本
科成绩达到了指定的绩点，将不
设名额限制，可以百分百直研、
直博，将大四一年更充分地利用
起来，提前进到实验室去做下一
阶段的研究工作。”吴杰说道。

至于怎样的学生适合报读
这样的专业，吴杰的回答是，新
开设的人工智能本科生专业设
于新工科试验班的分流专业之
中，因此，考生应具备较好的数
理基础。在人才培养方面，人工
智能专业将实行“2+x”体系，并
设置本科荣誉课程，有意识地引
导同学们开展学科交叉的探索。

呼唤硬核人才的脱颖而出

四个专业方向回应现实需求

【TIPS】

复旦大学计算机科学技术
学院副院长吴杰。

青年报记者 施培琦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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