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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邮电大学校长、重庆市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协会会长高新波

以科技自立自强为使命 抓住机遇迎难而上
本报记者 李彦霏

开栏语：
2021 年是实施“十四五”规划、开启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第一年，也是中国共
产党成立100周年。

2020年11月21日，重庆市青年科技领军人才
协会正式成立，为支持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创新创业

创造提供了服务平台，目前已吸纳各行业各领域的
青年科技领军人才166名。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高扬新时代

科学家精神，树立智慧灯塔，褒扬科技领军人才，激
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奋发有为。本报从本期起，开设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重庆市青年科技
领军人才巡礼》专栏，陆续刊发我市青年科技领军
人才专访报道，褒扬他们勤奋敬业精神，营造崇尚
科学、尊重人才的良好社会氛围。

近日，重庆邮电大学校长、重庆市
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协会会长高新波，
就人工智能、青年工作者的建议、高校
学科建设等问题接受了采访。

以阿尔法元为切入点
理解人工智能

记者：人工智能已经逐渐进入了我
们生活，但是人工智能不是一句两句话
可以解释清楚的，有没有更通俗的事例
让我们了解什么是人工智能呢？

高新波：我说一个关于 AlphaGo
Zero（阿尔法元）的故事吧。大家比较
熟悉的可能是AlphaGo，它结合了数百
万人类围棋专家的棋谱，以及强化学
习进行自我训练。而 AlphaGo Zero
的能力则在这个基础上有了质的提
升。最大的区别是，它不再需要人类
数据。也就是说，它一开始就没有接
触过人类棋谱。研发团队只是让它自
由随意地在棋盘上下棋，然后进行自
我博弈。据 AlphaGo Zero 团队负责
人大卫·席尔瓦（Dave Sliver）介绍，
AlphaGo Zero 使用新的强化学习方
法，让自己变成了老师。系统一开始
并不知道什么是围棋，只是从单一神
经网络开始，通过神经网络强大的搜
索算法，进行了自我对弈。随着自我
对弈的增加，神经网络逐渐调整，提升
预测下一步的能力，最终赢得比赛。
更为厉害的是，随着训练的深入，研发
团队发现 AlphaGo Zero 还独立发现
了游戏规则，并走出了新策略，为围棋
这项古老游戏带来了新的见解。

从这个小故事可以看出人工智能
的发展速度是非常迅猛的，很多过去
我们认为不可能的事，都在不断变成
现实。因此，我们的青年科技工作者
要敢想敢干，勇于树立攀登科学高峰
的理想，刻苦钻研，把不可能变成可
能，用科学技术造福人类。

青年科技工作者凝练方向
贡献才智展现担当

记者：2020 年底重庆市青年科技
领军人才协会正式成立，您当选为重
庆市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协会会长，同
时作为一名中共党员，对青年科技工
作者有哪些建议和提醒？

高新波：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
出，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
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
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
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因
此，希望青年科技工作者能够树立崇
高理想，积极弘扬科学家精神，努力增
强创新意识，将科技自立自强作为自
己的使命，在解决“卡脖子”问题和取
得“从0到1”的关键技术突破中展现自
己的担当作为。

从我自己的科研经历来看，青年科
技工作者面对浩如烟海的知识体系、纷
繁复杂的现实世界，会遇到很多需要解
决的问题，但要明确的是哪一个问题才
是适合自己的问题，要清楚地知道哪里
才是自己的出发点。我记得一位前辈
曾说过：“很多时候难做的事情和应该
做的事情往往是一件事。”科研道路上
遇到瓶颈时的坚持和取得阶段性成果
时的喜悦，将成为最美好的回忆。有人
说：成功路上并不拥挤，因为能够坚持
下来的人并不多。此言甚是！

为此，每位青年科技工作者首先
要凝练好自己稳定的研究方向，面向
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
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选
择自己从事科学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
点，在攀登科学高峰的过程中，磨炼意
志品质，提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贡献自己的聪明才智。

大数据智能化推动产业升级
呈现诸多突破点

记者：重庆人工智能行业发展有
哪些新的方向和突破点？

高新波：伴随新一轮人工智能政
策密集落地和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
需要，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快向内陆
落地，西部产业集群也随之快速崛起，
而重庆借助大数据智能化推动产业迭
代升级不断取得新突破。

近年来重庆投入大量资金加快物
联网、智能网联汽车、高端装备、机器
人、智能制造等人工智能产业的孵化，
同时借助重庆邮电大学等本地高校和
引进的多个高科技企业引领智能技术
创新，以智能化带动生物特征识别、新
型人机交互的发展，积极推进智慧城
市建设，不断拓展智慧政务、智慧教
育、智慧医疗、大城智管等应用。

重庆人工智能行业发展新的突破
点包括：首先，国内首个5G自动驾驶示
范运营基地在重庆仙桃国际大数据谷
正式投用，这其中就有重庆邮电大学的
智能网联汽车团队的贡献。乘客在手
机App上下订单，汽车就能自动行驶并
自主完成操作，将乘客准确接送至目的

地。其次，就是智能制造取得新突破。
作为一座以工业立市的城市，改造提升
传统产业是重庆寻求高质量发展过程
中绕不开的命题。据有关报道，在智能
制造产业转型升级方面，2019年重庆市
改造智能化项目852个，2020年上半年
实施了622个。这些项目改造实施完成
后，企业的生产效率提高了68.7%，不良
品率下降了 38.6%，运营成本降低了
20.8%，单位生产能耗降低了17.2%。此
外，在机器人产业、智能终端产业、智能
医疗产业，以及智能教育产业均取得了
新的突破。

加强人工智能基础理论研究
培养更多生力军

记者：重庆高校在人工智能学科
建设方面可以如何做？

高新波：从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
总体情况来看，人工智能应用研究取
得突破，在很多细分领域达到引领的
地位。但是，在人工智能基础理论研
究方面还相对滞后，这些都将直接制
约创新引领能力的快速提升和可持续
发展。为此，重庆高校需担负起人工
智能基础理论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双重
任务。一方面，在人工智能学科建设
方面需要做好顶层设计，实施分层分
类建设，一部分高校要聚焦人工智能、
智能科学与技术、数据科学与大数据
工程等人工智能类专业和学科
的建设，开展基础理论研
究，取得“0到1”的突破，
为科技创新提供源头
活水；另一部分高校
要做好“人工智能+”
学科建设，将人工
智能与传统的应
用学科相结合，做
好新工科、新理
科、新文科等交叉
学科，为智能化带
动传统产业转型升
级提供技术和人才支
撑。同时，加大人工智
能相关学科的基础设施、
平台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支持
力度，造就数以万计的创新人

才，为重庆大数据智能化产业快速发
展培养数量充足的科技创新生力军。

提前设计前瞻布局
迎接新的发展机遇

记者：自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
会议提出“两中心两地”的战略定位
后，一年来，川渝两地大力推动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您觉得有哪些新
的机遇和挑战？

高新波：当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面临着历史发展的巨大机遇，一方面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具有天然的人口
资源，另一方面承载了如何维护国家生
态环境发展的重要历史使命，因此，它
能够最大化地推动西部大开发战略，成
为重要经济中心、科技创新中心、改革
开放新高地、高品质生活宜居地，从而
建成与“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
城市群互补互利、和谐共生的发展新格
局。因此，在大数据智能化产业发展、
生态环境保护、制造业转型升级等方面
都将带来新的发展机遇，我们必须未雨
绸缪，在产业结构、学科建设、人才储备
等方面提前做好顶层设计和前瞻布局，
迎接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

然而，目前成渝地区的发展现状
也给双城经济圈的建设带来诸多挑
战。一方面，成渝人均GDP远低于“京
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的
水平；同时，成渝地区没有国家级的本
土高新技术产业支撑，经济增长仍依
赖于传统制造业特别是资源密集型产
业，其整体产业结构相对单一，地处西
部又缺乏地理优势，经济的可持续发
展能力稍弱。此外，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对“成渝”双城的依赖较大，周边
中小城市普遍发展速度缓慢，城市基
础设施建设薄弱，产业结构单一，难以
为成渝的发展提供有效的人口和资源
的相互支撑，同时也无法为成渝这两
个超级城市疏解过度发展的压力。因
此，我们还必须面对上述挑战，积极寻

求对策，抓住机遇迎难而
上，为早日建成成

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而努力

奋斗。

高新波，中共党员，重庆邮电
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国家杰出
青 年 科 学 基 金 获 得 者（2012—
2015 年），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
授（2013—2017年），第二届国家创
新争先奖获得者（2020年），重庆市
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协会会长。

人物介绍

高新波
在重庆邮电
大学内。
受访者供图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周年
重庆市青年科技领军人才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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