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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湾区快报
- 斯坦福HAI: 年度最关注课题集锦

- UCSD 中美科技政策报告：建议政府大力加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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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蔚主任  广东省高等教育学会2020学术研讨会

王伯庆主任  中国高教学会评估分会2020年会



在1998至2018的20年间，广东的高校数
量大幅增加。根据2018年的统计，广东
省高校数量为152所，仅次于江苏167
所，期间高校数量增幅高达253%，列居
全国第一。但其增幅相较于广东经济规
模增速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同时，广东高校在校生规模于近10年迅
速增长64%，达209万人，超过江苏
（204万人）。如计算每十万人口高等学
校在校生人数，2018年广东为1842人，
与江苏（2582人）仍存在较大差距。

由此可见，广东高校建设增速领跑全
国，数量滞后于人口和经济规模，需要
加大投入，并着力于学校数量的增加，
以满足更多人的高等教育需求以及社会
经济持续发展的需要。

粤港澳、京津冀、长三角地区 2020年

高等教育与经济发展报告
粤港澳大湾区是富有活力和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湾区和世界级城市群，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创新中心，更已
经成为我国开放程度最高、经济活力最强的区域之一。在知识经济和创新驱动经济时代背景下，高等教育为产业发展
和结构优化升级提供了重要的人才供给。《报告》旨在探索高等教育与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模式，为加强高等教育与
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贡献重要价值。

                          广东已挤身高教大省，

过去20年对高教投入力度与建设速度领跑全国

图1：1998-2018年主要省市普通高等学校数量及增长情况

图2：2018年主要省市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人数及10年间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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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亮点·专题 I：



1998年至2018年，广东高校专任教师增长535%，且规模已超过10万人，仅次于江苏（11.6万
人）；同期间，广东每十万人口教师数增长347%，达95人。尽管高校专任教师相对数量偏低的状
况得到了较大程度的改善，但仍然是所有主要省市中该指标最少的省份，尤其少于江苏（145人/十
万人口）。广东需要继续提升高等院校专任教师规模，加大对教师资源的配置力度，力争达到与江
苏相当的专任教师相对规模水平。

2018年，广东高校研发人员2.83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6.7%，研发人员数量及增幅都超过江苏；
2018年广东高校R&D经费投入为153亿元，十年年均增长22.9%（2009-2018），远超全国其他主
要省市，可见广东近年来大力加强了对高校研发的支持力度；广东高校研发经费投入占GDP比例为
0.15%，反超江苏，但和北京（0.65%）、天津、上海、香港比还有进一步提升空间。

图3：2008-2017年主要省市高等教育经费支出及增长情况

自2008到2017，广东高等教育经费支出增
长142%，达825亿元，仅次于部属高校偏
多的北京；
与此同时，广东经济增长速度较快，高等
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处于较低水平，
生均高等教育支出增长落后人均GDP增长
较多的现象较为明显，未来可以加大高等
教育经费的投入。

图4：1998-2018年主要省市普通高等学校专任教师增幅与GDP增幅 图5：2009-2018年主要省市高校R&D人员数量及年平均增长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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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I（以人为本的人工智能研究院）于2018年在斯坦福大学正式成立，旨在推动人工

智能的研究、教育、政策和实践，以造福全人类。作为全球重量级的人工智能研究中

心，HAI结合了商业、经济学、基因组学、法律、文学、医学、神经科学、哲学和艺

术等多学科，以推动AI技术在各领域的科学研发和技术应用，并专注于学习AI和人类

社会及生活的相互影响[1]。

2020年12月，HAI发布了本年度最受关注的学术工作坊和科研故事，其中包括：

- 吴恩达教授：成熟的AI概念如何可以真正融入到商业化的生产中

- 基于人工智能、神经科学、和心理学，深入学习人类的和机器的学习模式如何相

互促进

- 与斯坦福数字化经济研究院合作，探讨人工智能和数字化科技将如何影响未来工

作和公共政策

- 和MIT教授共同交流人脸识别技术在应用中存在的人种数据偏见，未来的使用场

景，以及如何避免生物信息的滥用[2]

- 斯坦福音乐教授Ge Wang探讨人工智能的创作是否有意义

- 智能系统如何自己解决数据标签问题

- 如何计算ML（机器学习）运行当中产生的碳排放

- 人工智能如何检测看似完美的深度伪造视频，等课题[3]。

 

斯坦福HAI（�⼈为本的⼈⼯智�研�院）�年度�关注

[1] Values. (n.d.). Retrieved December 20, 2020, from https://hai.stanford.edu/about/values
[2] Lynch, S., & Waikar, S. (2020, December 14). Stanford HAI's Most-Watched Videos of the Year. Retrieved December 21, 2020, from
https://hai.stanford.edu/blog/stanford-hais-most-watched-videos-year
[3] Lynch, S., Andrews, E., & Miller, K. (2020, December 14). Stanford HAI's Most-Read Stories of 2020. Retrieved December 21, 2020, from
https://hai.stanford.edu/blog/stanford-hais-most-read-stories-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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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学圣�亚哥�校中�政�报告�“⼤⼒加强�国

基础科学与技术研�项⽬的建设和投��培养STEM⼈
才��赢得中�科技竞争�”

针对近些年愈发激烈的中美技术竞争，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21世纪中国中心领

导下的美中关系科学技术工作组于近日出台报告，指出科学技术己经成为中美竞争关

系的核心。报告以基础科研投入、人工智能、5G宽带和生物科技为焦点，提议重建和

巩固美国竞争力，强调由国家资助的R&D（科研与发展）的投入比重应该至少恢复到

1960年以前全国GDP 1% 的平均水平，政府、大学和商业科研投入总和应达到美国

GDP的3%，才能应对中国雄心勃勃的挑战。

报告指出，“我们必须稳健且持续的增强美国的创新能力，方法包括加大对基础科研

的必要投入，加强STEM人才的培养，并且转变美国基础科学和技术应用的弱势“。

此外，美国政府应该加强对人工智能等技术工具的整合，将敏感技术的研发迁移到校

外的国家实验室当中，并且提供商业无法比拟的强大平台；加大对小型、新型和颠覆

型创新企业的扶持；为5G等技术制定国际行业标准；增加芯片产业的研发和生产能力;

并限制尖端科技及中国国际人才向国内的输入,等建议[4]。

[4] Meeting The China Challenge: A New American Strategy for Technology Competition (Rep.). (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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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学苑大道 1 0 8 8号南方科技大学会

议中心 3 0 6

电话 0 7 5 5 - 8 8 0 1 0 7 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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