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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货！清华、复旦、滴滴等行业大佬论道AI人才的养成 | AI TIME
作者: AI TIME 论道
浏览量: 670
时间: 2020-07-06 02:48
关键词: AI Time，AI人才
评价 AI 人才不应该只有唯一的标准。
AI 人才在何方？
随着AI产业的快速发展，对AI人才的需求呈爆炸式增长。顶尖企业需要什么样的AI人才？顶级高校的AI人才培养目标是什么？AI人才应该具备哪些能力？技术人员要如何自我迭代？
面对上述问题， AI Time 联合 CSDN，特别邀请了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 刘震；复旦大学大数据学院、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 阳德青；滴滴科技生态与发展总监 吴国斌；清华大学领军工程博士 张鹏；与 AI Time 负责人 何芸一起从 AI 政策制定、高校人才培养、产业发展需要的角度讨论 AI 人才培养的现状、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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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我们先一起看一下三十年来北京 AI 学者的流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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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如何引导 AI 人才的培养
国务院《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和教育部《高等学校人工智能创新行动计划》等文件的发布标志着国家对 AI 产业发展、AI 人才培养的重视程度不断攀升。面对各类政策，AI 人才究竟需要如何培养？国家在制定相关的 AI 人才培养计划和政策时，应该重点考虑哪些因素？
讨论 AI 人才培养的第一步是界定什么是 AI 人才，对人才进行分类、分层，进而构建一个完整的 AI 人才体系。刘震老师首先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希望政府在人才培养方面能够加强引导、规划，重视市场的作用，推动存量人才的继续教育和再教育。
AI 人才的培养不限于学生的培养，不过，作为高校教师，阳德青老师在活动中聚焦分享了教育机构培养人才的需要明确的两个问题：（1）AI 人才应该具备源头创新能力，具备解决业务领域（行业或企业）实际问题的能力。AI 人才的需求增长源自 AI 产业的发展，所以，AI 人才的培养不能脱离实际的社会需求。（2）AI 学科的发展历史比较悠久，发展体系比较全面，且偏向于工程实际、偏业务导向，是一个交叉型学科，人才培养过程要立足于学科特点。
AI 人才培养有两个方面，一是高校跟企业合作，二是企业本身去做。吴国斌老师从企业参与 AI 人才培养的合作方式、激励机制、评价体系建设，以及企业内部人才培养的角度介绍了企业参与 AI 人才培养的思考和举措。
AI 学科是一个理论和应用相结合的领域，非常依赖基础理论，而国内政策引导和指引的效果非常明显，通常能制定非常好的顶层设计及规划，基于此，张鹏老师认为，应该支持高校，科研机构去做更多的基础性研究，以支撑 AI 学科长久发展。此外，应该重视企业、行业、产业的作用，鼓励行业中的中坚力量去做产业应用和标准。
AI 人才培养的重心在哪里？
根据教育部统计结果显示，截至 2020 年 3 月，国内开设人工智能本科专业的高校达到 215 所，各类 AI 培训机构、企业内的 AI 人才培养计划也如同雨后春笋般涌现。在高校培养 AI 人才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更重视课程设置、师资力量，还是教材建设？在 AI 课程设置方面，是否应该与不同的学科交叉融合？
课程、教师、教材都很重要。培养 AI 人才，特别是本科生，第一步是要根据培养目标构建课程体系，第二步是要储备教师，第三步是完成教材的建设，这几块工作要并行去做。阳德青老师根据复旦的实际经验分享了自己的观点，并指出 AI 跟各个学科的结合都很紧密，课程设置离不开学科的交叉融合。
AI 人才培养要重视通识教育，站在非常高的层次上去思考问题。此外，AI 人才要理解所学内容的精髓，并保持终身学习。吴国斌老师以滴滴遇到的实际问题为例指出了 AI 人才所需的素质。
在高校人才培养中，课程设置是首要的。课程设置体现的是教育者对于整个学科或者领域的一个认知，而大学本科阶段培养了学生对某个领域和学科的基础认知，因此，在本科生培养中要设置 AI 伦理、人文等方面的基础课程。张鹏老师站在工业界的角度分享了自己的看法。
AI 人才要分层次，针对不同层次的培养对象，关注点是不一样的。不同的高校承担的培养任务不同，相应的培养方案和培养计划也应该不同。本科生人才培养的首要问题是打造本科生人才培养理念，刘震老师结合清华大学的本科生培养理念“以通识教育为基础的、通识教育和专业教育相融合的培养体系”，指出：加强通识教育是最根本的。对 AI 人才而言，通识教育包括两大块：数理基础、计算机科学基础。在此基础上，再根据不同的方向设置学科交叉，培养出来的 AI 人才才能够更好地适应未来发展的需要。在 AI 时代，技能和知识的迭代变得更为迅速，这时，继续教育对于一个人的成长来讲会尤为重要。
AI 人才如何满足产业界的需要？
今天，各个企业对 AI 人才的需求依旧旺盛，并感慨人才稀缺，但同时，很多应聘者却发现工作越来越难找。问题出在哪里呢？面对当前产业与院所培养脱节等问题，应该如何解决？目前，在 AI 产业中，岗位人才标准还不够清晰，岗位分工还不够明确，应该怎样优化？对高层次 AI 人才引进的途径有何建议？
企业通常关注人才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扎实的理论知识和逻辑思维能力、团队协作创新力、同理心等，但是学校对此类内容的培养还不足，对此，吴国斌老师分享了滴滴尝试解决脱节问题而推出的校企合作项目，并指出企业提供的机会相比于海量的毕业生数量还很少，因此，最好的办法是把企业的案例、数据、云计算资源拿出去，提供给学生。此外，一些机构在尝试对接企业和高校，它们是很好的“润滑剂”。最理想的是实现产业界和学术界的人才自由流动，加强双方的互动。
在学校学习的技能不能匹配工作的方向，这通常是产生脱节感的原因，基于此，张鹏老师认为解决脱节问题可能需要产业界、高校，政府部门三方一起来磨合。针对 AI 人才引进，张鹏老师指出目前的技术已经发展到可以针对海量数据进行挖掘、分析，并提供决策支持，用好技术手段来帮助 AI 产业发展是非常有必要的。
产业与院校培养脱节表现在两个方面：（1）数量方面脱节；（2）质量方面脱节。对此，刘震老师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方案：（1）数量脱节主要是由于学校教育需要周期，培养效率赶不上产业的发展的需要，这就需要对存量人才的知识进行迭代，通过继续教育来快速把需求缺口补上。（2）质量脱节是因为学生走上岗位以后不能迅速满足岗位的需求，对此，可以参考“价值塑造，能力培养、知识传授”三位一体的培养方针，注重学习能力的培养，具备这种能力的人会很快适应岗位的需求。此外，在现阶段，应该关注 AI 人才培养标准的制定。
导致脱节问题的原因有几个方面：（1）高校的人才培养理念和企业用人的需求不一致。清华、复旦等高校对本科生的培养更强调对基础的培养，而不是拿来即用、实际的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培养重视的是自我学习、自主学习、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能力。（2）教师的经验、客观条件各不相同。根据此现状，阳德青老师认为，站在学校的角度来说，脱节可能存在，但针对不同的专业和培养对象，脱节可能并不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站在企业的角度来说，脱节可能是存在的，针对这类问题，企业可以更加主动一点，学校可以更加开放一点，在培养过程中尝试实行双导师制、共建实验室等措施一起解决。
AI 人才培养的总结与展望
从目前的趋势来看，在当前以及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AI 人才培养都会是我国重点关注的领域，如何结合我国国情，制定相应的 AI 人才培养计划与评判标准？
从整体来看，在 AI 人才培养计划中，不同的高校应该承担不同的任务；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要去更加关注一些产业的需求；对 AI 人才要有分层，从高校内部来讲，本、硕、博应该有不同的培养的目标和培养方式。刘震老师提出了自己三个方面的看法和期待。
评价 AI 人才不应该只有唯一的标准。高校可以分为不同的层次，可能是偏向于理论基础，也可能是偏向应用，还可能是偏向综合。对此，阳德青老师认为制订人才培养计划、评价标准的时候，应该因地制宜，根据实际情况分不同的层次来建立整个体系，而不是制定统一、大家都认可的唯一的标准和计划。
目前，就整个国家的情况来说，人才培养在我国科技战略当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正处于蓬勃起步、系统建设 AI 人才培养体系的时候。在此背景下，企业还是应该强调应用导向，注重专业交叉和产业结合。现在是最好的时期，希望国家能够更多地重视产业侧，在产学融合、协同育人领域让产业、企业有更多探索的空间。吴国斌老师站在企业的角度总结了自己的观点。
AI 人才培养要基于我国现在的国情，这是最根本的基础，张鹏老师认为从长远的目标来看，我们要重视基础学科人才的培养。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方向来看会得到不同的评价标准，因此，评价标准需要综合考虑各方利益，不断磨合、动态变化。
直播回放：https://space.bilibili.com/503316308/video
点击下载报告，获取PPT！
往期回顾：
今年这么多重要会议改为线上，你觉得成了还是败了？
学术期刊因投稿者并非双一流高校作者而拒稿引热议！这算学历歧视吗？
各期刊优先发表新冠相关论文，非新冠研究人员成为“间接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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