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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6日，2022（首届）数学促进
经济社会发展高峰论坛在渝举行，院
士专家和企业代表共聚一堂，围绕如
何发挥数学在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产
业创新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推动数学
研究与产业链的高效衔接、深度赋能
经济社会各领域创新发展展开了深入
探讨。

论数学的重要性
“不懂数学，在科学领域中就

寸步难行！”

“基础科学促进可持续发展已是
国际共识。”在“数领时代”主题论坛
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协副主席
袁亚湘介绍。

“数学是科学的语言，不懂数学，
在科学领域中就寸步难行！”中国科学
院院士、北京大学博雅讲席教授彭练
矛如是说。

他以自己的研究领域电子学举例
说，集成电路技术特别是先进的芯片
技术，之所以能够取得突破，能够设计
和制造出成百上千亿的芯片，重要原
因就是集成电路工艺设计的每一步都
能够进行精准模拟。没有数学的支
持，就造不出复杂的芯片。未来芯片
技术的发展，数据的获取和处理，均离
不开数学。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副校长
张平文说，企业为什么需要数学？这是
因为，企业到了原始创新阶段，非常重
要的就是要有突破性思维，开展新方
法、新工艺、新材料研究，很多的问题要
么就是数学问题，要么就是物理问题。

他介绍，华为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该企业与国内应用数学界形成了全方
位合作，在包括北大在内的很多高校
都建立了联合实验室，并且华为还招
收了很多数学博士进入公司。

论数学界与企业界结合
数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和企

业需求端要在一起干

“如何解决数学界与企业界相结
合的问题？”“数话发展”圆桌论坛刚一
开始，作为主持人的袁亚湘院士就抛
出来这样一个问题。

在中国科学院院士、首都师范大
学校长方复全看来，数学界和企业界
之间没有什么“鸿沟”。他举例说道，
中科院深圳研究院就做了大量技术孵
化工作，并且很多成果已成功转化。
比如研发的一款核磁共振产品，其实
是做数学研究打通了技术链条，相关
技术成果不仅拿下了国家科技进步奖
一等奖，孵化出来的公司还准备上市，
估值达到3000亿元。

“这说明了什么？在搞原始研究的
阶段，数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和企业需
求端就要在一起干，一起提出数学问
题，建立更适合市场需求的数学模型，
这样才能孵化出有价值的技术成果，真
正实现数学的落地应用。”他表示。

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数理学部主任江松院士表达了
同样的观点。在他看来，如果企业能
把产业中遇到的工程问题转变成数学
家看得懂的数学问题，也许问题就已
解决了一大半。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汽车
工程研究总院副总经理兼NVH中心
主任庞剑表示，长安汽车做的一些自
动驾驶领域的产品，就需要解决很多
数学问题。

论数学人才培养
不能以文章分高下，要按需

求论英雄

“目前，通信领域对大数据智能化
的需求非常高，我们的很多问题都需
要靠算法来解决。比如我们通过建立
一个数学模型来预防电信诈骗，这就
需要大量人才。”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
司重庆分公司总经理李秀林说。

在“数话发展”圆桌论坛上，围绕
如何培养和造就一支真正做应用数学
的人才，特别是青年人才队伍，让数学
成果能够真正落地，院士专家展开了
热议。

“我的研究领域是数理统计，需要
年轻人有情怀去做应用数学研究，解
决企业的实际问题，但这个领域又要
求年轻人要发表统计学文章，才能拿
到奖，才有更好的成长发展空间。这
是一个很无奈的现象，需要解决体制
机制的问题。”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
大学讲席教授陈松蹊坦言。

“不要以传统的发文章分高下，要
按需求论英雄。”江松院士这样说道。

方复全院士表示，高校院所和企
业应加强互动，可以根据市场导向，结
合自身建设情况，面向学术界和产业
界进行公开招聘，共培共用科技人才。

“我们是一家从事脑科学领域数
字化创新的科技企业，最近两年也招
收了不少刚毕业的年轻博士。他们基
本上没接触过产业界，换句话说，就是
没有工程思维。”北京无疆脑智科技有
限公司董事长孙巍建议，高校在培养
人才的时候，可以多给学生一些机会

接触产业界的实际问题。

论数学在重庆落地
期待数学在科学城发展中起

到引领性作用

“来到重庆后，我参观了西部（重
庆）科学城，重庆近年来的发展速度令
人震撼！”彭练矛院士感叹道。他期待
数学在中国未来可持续发展中发挥更
大的作用，特别是在西部（重庆）科学
城发展中起到引领性作用。

目前，彭练矛院士正与重庆有关
单位合作，推动一些成果在重庆落地，
解决一些关键核心技术问题。

张平文院士介绍，北大重庆大数
据研究院秉承着“基础研究在北大，产
业落地在科学城”的发展思路，重点攻
克大数据智能化和数字化转型的核心

科学技术问题和创新应用瓶颈，促进
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培育孵化科技领
军企业，助力重庆乃至成渝地区做强
产业链。

“重庆丰富的应用场景为数学服
务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无限可能性，
我对数学在重庆的发展充满信心！”张
平文院士表示。

据介绍，本次论坛由北大大数据
分析与应用技术国家工程实验室、北
大重庆大数据研究院、重庆国家应用
数学中心共同主办，结合国家发展战
略、产业发展趋势，论坛紧扣数学促进
经济社会发展主题，设置了“数领时
代”主题论坛、“数话发展”圆桌论坛，
以及“万物皆数，计算有形”数值计算
创新发展分论坛、“数说气象，智创未
来”智能气象预报创新科技分论坛，7
位中国科学院院士领衔，百余位政界
嘉宾、专家、企业代表参与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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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丰富的应用场景提供了无限可能性
重庆日报记者 张亦筑 实习生 冉罗楠

本报讯（重庆日报记者 张亦筑
实习生 冉罗楠）7月16日，在2022（首
届）数学促进经济社会发展高峰论坛
上，由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副校
长张平文领衔，北京大学重庆大数据
研究院团队开发的预报员“AI 助
手”——MOML 算法进行了全面展
示。MOML算法在2022年北京冬奥
会中实现了首次应用，赋能精细化天
气预报，助力奥运健儿斩获佳绩。目
前，它已经部署到重庆市气象局，即将
在重庆正式投用。

目前，全球数值天气预报能力不断
提高，基本上可以解决大部分区域的大
尺度预报问题，但针对小尺度、精细化
的预报需求，数值计算存在误差，预报
员还需要通过会商给出预报结论。

“人工智能算法在融合、处理信息
中有着先天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可以
代替预报员在会商中整合、分析信息
的过程，通过数据挖掘和学习，将预报

员的经验内化在算法中，实现智能、高
效预报。”北京大学重庆大数据研究院
智能会商与人工智能天气预报实验室
研究员李昊辰介绍。

据悉，MOML算法已部署到重庆
市气象局，等到前期工作准备就绪，就
可以应用到日常的天气预报中。

“目前部署到重庆市气象局的有
风要素预报、温度预报、相对湿度预
报，后续还将加入降水预报、短临预报
等项目。”李昊辰说。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象信息中心首
席科学家、研究员熊安元在接受采访
时表示，MOML算法能够解决重庆复
杂山区更精细化的天气预报问题，比
如一座山的迎风坡和背风坡天气情况
都有所差别，现在的天气预报无法预
测其中的细微差异。不过，利用
MOML算法就能够精确到某个具体
地点的天气情况，这样在农业种植方
面就可以真正实现“因地制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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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复杂山区天气预报更精细

天气预报员“AI助手”将在重庆“上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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