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者按： 

日前，中央政治局分别就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新能源技术

与我国的能源安全进行了第十一次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本期

动态转载了习近平总书记在两次集体学习中对加快发展新质生

产力、推动新能源高质量发展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此外，整理

了高等教育领域相关发展案例和政策资讯，供各位领导参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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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政要闻 

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 1 月 31 日下午就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进行第

十一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 

习近平指出，新时代以来，党中央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

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全党全社会的共识和自觉行动，成为经济社会

发展的主旋律。同时，制约高质量发展因素还大量存在，要高度重

视，切实解决。 

习近平强调，高质量发展需要新的生产力理论来指导，而新质

生产力已经在实践中形成并展示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支

撑力，需要我们从理论上进行总结、概括，用以指导新的发展实践。

概括地说，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

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

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

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

其优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

志，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 

习近平指出，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

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必须加强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

覆性科技创新，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打好关键核心技术

攻坚战，使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培育发展新质

生产力的新动能。 

习近平强调，要及时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产业和产业链

上，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布局建设未来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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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

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

要围绕推进新型工业化和加快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

数字中国和农业强国等战略任务，科学布局科技创新、产业创新。

要大力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 

习近平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

就是绿色生产力。必须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助力碳达峰碳中和。

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之路。加快绿色科技创新和先进绿色技术推广应用，

做强绿色制造业，发展绿色服务业，壮大绿色能源产业，发展绿色

低碳产业和供应链，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 

习近平强调，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发展要求相适应。发展新

质生产力，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

关系。要深化经济体制、科技体制等改革，着力打通束缚新质生产

力发展的堵点卡点，建立高标准市场体系，创新生产要素配置方式，

让各类先进优质生产要素向发展新质生产力顺畅流动。同时，要扩

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发展新质生产力营造良好国际环境。 

习近平强调，要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

人才的良性循环，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

制。要根据科技发展新趋势，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人才培养模

式，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培养急需人才。要健全要

素参与收入分配机制，激发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和数据

等生产要素活力，更好体现知识、技术、人才的市场价值，营造鼓

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节选自：新华社，2024-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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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新能源技术与我国的能源安全 

中共中央政治局 2 月 29 日下午就新能源技术与我国的能源安

全进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

调，能源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积极发展清洁能源，推动经

济社会绿色低碳转型，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普遍

共识。我们要顺势而为、乘势而上，以更大力度推动我国新能源高

质量发展，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安全可靠的能源保障，为共建

清洁美丽的世界作出更大贡献。 

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

新型能源体系加快构建，能源保障基础不断夯实，为经济社会发展

提供了有力支撑。同时也要看到，我国能源发展仍面临需求压力巨

大、供给制约较多、绿色低碳转型任务艰巨等一系列挑战。应对这

些挑战，出路就是大力发展新能源。 

习近平强调，我国风电、光伏等资源丰富，发展新能源潜力巨

大。经过持续攻关和积累，我国多项新能源技术和装备制造水平已

全球领先，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清洁电力供应体系，新能源汽车、

锂电池和光伏产品还在国际市场上形成了强大的竞争力，新能源发

展已经具备了良好基础，我国成为世界能源发展转型和应对气候变

化的重要推动者。 

习近平强调，要瞄准世界能源科技前沿，聚焦能源关键领域和

重大需求，合理选择技术路线，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加强关键

核心技术联合攻关，强化科研成果转化运用，把能源技术及其关联

产业培育成带动我国产业升级的新增长点，促进新质生产力发展。 

习近平指出，要适应能源转型需要，进一步建设好新能源基础

设施网络，推进电网基础设施智能化改造和智能微电网建设，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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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网对清洁能源的接纳、配置和调控能力。加快构建充电基础设施

网络体系，支撑新能源汽车快速发展。 

习近平强调，要深化新能源科技创新国际合作。有序推进新能

源产业链合作，构建能源绿色低碳转型共赢新模式。深度参与国际

能源治理变革，推动建立公平公正、均衡普惠的全球能源治理体系。 

习近平最后强调，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既要把握当今科技发展

的大方向，又要坚持以我为主，突出问题导向和需求导向，提升科

技创新投入效能。 

（节选自：新华社，2024-03-01） 

习近平在“国家工程师奖”首次评选表彰时作出重要指示精神 

1 月 19 日，“国家工程师奖”表彰大会在京召开。这是我国首

次开展“国家工程师奖”评选表彰工作，习近平总书记专门作出重

要指示。习近平指出，工程师是推动工程科技造福人类、创造未来

的重要力量，是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向未来，要

进一步加大工程技术人才自主培养力度，不断提高工程师的社会地

位，为他们成才建功创造条件，营造见贤思齐、埋头苦干、攻坚克

难、创新争先的浓厚氛围，加快建设规模宏大的卓越工程师队伍。

希望全国广大工程技术人员坚定科技报国、为民造福理想，勇于突

破关键核心技术，锻造精品工程，推动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实现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服务高质量发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

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作出更大贡献。 

1 月 23 日，教育部党组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国

家工程师奖”首次评选表彰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教育部部长

怀进鹏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就此次“国家工程师奖”评选表彰作出

的重要指示，对教育部深化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提出了新要求。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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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紧锚定自主培养大批卓越工程师的核心目标，持续落实落细习近

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要对标国家战略急需，深入实施工程硕博

士培养改革试点。要做实做优卓越工程师培养新平台，制定卓越工

程师学院和创新研究院建设标准，聚焦关键领域持续加大急需高层

次人才培养力度。要完善卓越工程师培养要素，加快建设工程硕博

士核心课程体系，抓好实践、树立标准。要建强教师队伍，推动工

科教师行业企业实践常态化、制度化。要深化评价机制改革，根据

工程技术学科领域特点完善人才培养体系。要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

关，加强产学研深度融合，在攻关任务中培养工程技术创新人才。

要优化招生结构，引导高校加大理工科招生比例。要做好政策支持

保障，引导人才聚焦国家重点领域和产业开展协同攻关。 

（摘编自：新华社、教育部网站，2024-01-24） 

延伸阅读·时政要闻 

◆ 《求是》杂志评论员：深刻认识和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 一图全解“新质生产力” 

◆ 新华社：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释放加快能源结构转型积极信号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6052/moe_838/202312/t20231222_1095856.html
https://mp.weixin.qq.com/s/O2ZAG7GwgfCg_Xm_c3lAo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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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速递 

2024 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教育科技等领域重点任务 

日前，2024 年北京两会召开，会议批准了《政府工作报告》（以

下简称《报告》），明确了 2024 年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和十一

个方面的重点工作，以下为教育科技等领域的重点任务摘登。 

《报告》指出，2024 年北京市政府工作的总体要求为：坚持以

新时代首都发展为统领，深入实施人文北京、科技北京、绿色北京

战略，深入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坚持“五子”联动服务和融

入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切实增

强经济活力、防范化解风险、改善社会预期，增进民生福祉，保持

社会稳定。 

围绕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报告》提出了推进教育改革发

展、提升创新体系效能、建设世界领先科技园区、打造高水平人才

高地四项重点工作。具体任务包括：推动高校人事人才制度改革，

支持在京高校“双一流”建设，着力构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

发挥高精尖创新中心作用，促进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发展。持续加

大基础科学发展支持力度，保障在京国家实验室在轨运行和体系化

发展，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重点领域认定布局一批北京市重点实

验室,支持组建一批领军企业牵头、高校院所支撑、各创新主体相互

协同的创新联合体。集中部署集成电路、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 9 个

重大专项攻坚行动。沙河高教园区实施校城融合创新发展行动计划，

规划建设未来大学科技园。推动新型研发机构发展、知识产权保护、

科技企业孵化器、国际科技组织等工作。实施战略科学家特殊引才

计划，引进培养更多科技领军人才、卓越青年科学家和杰出青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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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实施关键核心技术人才“百人工程”。支持共建产学联动平台，

深化工程硕博士培养改革专项试点，大力培养集成电路等重点产业

急需紧缺人才和复合型人才。 

在提升首都功能、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方面，《报告》明确了

加强国际交往中心功能建设、深化协同创新和产业协作等重点工作。

具体任务包括：积极融入、主动服务共建“一带一路”，吸引国际

组织和机构在京落地；支持京津冀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加强产学

研合作，打造技术研发、产业培育、人才培养“三位一体”协同创

新体系，引导支持三地创新主体共建成果孵化与中试基地。 

在发展数字经济方面，《报告》提出推进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

字化。具体任务包括：推动算力中心、数据训练基地、国家区块链

枢纽节点、5G 等一批重大项目落地，持续开展 6G 通信、量子科技、

算法等领域技术攻关，提升人工智能底层技术和基础底座自主可控

能力，推动人工智能模型对标国际先进水平，加快在政务、教育、

工业等领域应用。 

《报告》还提出，围绕制造业、集成电路、医药、新能源汽车

等产业发展新质生产力，促进新能源、新材料、商业航天、低空经

济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开辟量子、生命科学、6G 等未来产业新

赛道，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摘编自：2024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2024-02-01） 

2024 年新疆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科技等领域重点任务 

日前，新疆两会审议通过了 2024 年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以

下简称《报告》）。《报告》部署了 2024 年新疆经济社会建设的十

二方面重点工作任务，以下为科技创新、产业体系建设等领域的内

容摘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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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领域，《报告》提出，以科技创新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

设，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加快推动人工智能、绿色算力、电子信息、

动力电池等新兴产业发展，推进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

深度融合，着力培育新质生产力。积极培育全国重点实验室、国家

技术创新中心、“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等国家级创新平台，高质

量建设新疆实验室、自治区技术创新中心。自治区本级筹集 20 亿元

科技计划项目资金，聚焦“八大产业集群”实施一批重大科技项目，

攻克一批“卡脖子”技术难题。 

《报告》明确，聚焦“八大产业集群”，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培育壮大油气生产加工产业集群，着力打造大型油气生产加工和储

备基地，重点推进大型油气田建设和煤层气勘探开发，实现油气增

储上产，新增煤层气产能 5 亿立方米以上。加快战略性矿产资源勘

探开发，积极保障国家能源和关键矿产资源安全。推动铝基、铜基、

钛基、锂基等产业链延伸发展，加快发展新能源装备、高端输变电

等先进制造业。 

（摘编自：2024年新疆自治区政府工作报告，2024-02-09） 

工信部等七部门发布《关于推动未来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 

1 月 29 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未来

产业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大力发展

未来产业，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支撑推进新型工业化，提出了全

面布局未来产业、加快技术创新和产业化、打造标志性产品、壮大

产业主体、丰富应用场景、优化产业支撑体系等 6 项重点任务。 

《实施意见》明确，重点推动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材料、

未来能源、未来空间、未来健康六大方向产业发展。未来制造领域，

发展智能制造、生物制造等，突破智能控制、智能传感、模拟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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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关键核心技术，推动工业互联网、工业元宇宙等发展。未来信息

领域，推动下一代移动通信、卫星互联网、量子信息等技术产业化

应用，加快量子、光子等计算技术创新突破，加速类脑智能、群体

智能、大模型等深度赋能。未来能源领域，聚焦核能、氢能、生物

质能等重点领域，打造“采集-存储-运输-应用”全链条的未来能源

装备体系，研发高效太阳能电池及相关电子专用设备，加快发展新

型储能，推动能源电子产业融合升级。未来材料领域，推动有色金

属、化工、无机非金属等先进基础材料升级，发展高性能碳纤维、

先进半导体等关键战略材料，加快超导材料等前沿新材料创新应用。

未来空间领域，聚焦空天、深海、深地等领域，加快深海作业装备、

深海智能无人平台等研制及创新应用，推动深地资源探采、城市地

下空间开发利用等领域装备研制。此外，还将围绕深部资源勘探开

发作业需求，推动打造超深层智能钻机工程样机、深海油气水下生

产系统等未来高端装备，并推动一系列关键技术攻关。 

《实施意见》还要求，加强产学研用协作，打造未来产业创新

联合体，支持高校和科研院所针对原创性、颠覆性技术，建设早期

试验场景。建设专业人才队伍，大力培育未来产业领军企业家和科

学家，加大前沿领域紧缺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力度，强化校企联合培

养，建设一批未来技术学院，探索复合型创新人才的培养模式。 

（摘编自：工业和信息化部网站，2024-01-29） 

京津冀发改委联合发布《京津冀能源协同发展行动计划》 

2 月 21 日，京津冀发改委联合发布了《京津冀能源协同发展行

动计划》（以下简称《行动计划》），进一步提升首都能源安全保

障能力和绿色能源供给能力，牵引带动天津市、河北省绿色低碳产

业做大做优做强，助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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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计划》全面谋划了近三年京津冀区域能源发展的主要目

标、重点任务、重大项目和改革举措，构建了“1+6”的目标任务体

系。“1”是指“一个目标”，即到 2025 年，构建清洁低碳、安全

高效、开放合作、协同保障的区域能源体系。“6”是指 6 个方面主

要任务： 

一是协同推进能源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推动油气设施一体化建

设，扩大地下储气库储备能力，优化 LNG 接收站布局，推进天然气

管网建设。推动新能源汽车补能、氢能、储能等新型能源基础设施

建设。 

二是共同培育绿色低碳能源消费模式。推进工业领域用能绿色

低碳转型，推广节能低碳工艺技术装备，推进绿色制造，推进化工

等高耗能企业不断提升电气化水平，推动重点企业构建绿色制造体

系 

三是统筹构建清洁多元能源供应体系。立足京津冀三地发展基

础和资源禀赋，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优化支撑性调节性电源布局，

推进供热系统低碳化转型。加大油气资源勘探开发力度，强化老油

气田区精勘细探，提升探明地质储量；加快先进油气开采技术推广

应用，推进油气勘探开发与新能源融合发展，提高油气采收效率和

有效利用率。 

四是合力打造高效融合能源创新体系。打造先进可再生能源发

电、新型电力系统、氢能领域关键技术、储能多元化技术等领域能

源科技创新策源地，建设跨省市能源协同创新平台。发展电力及新

能源装备、氢能、新型储能、新能源汽车、绿色石化等先进能源产

业发展。 

五是共同建立公平开放能源机制。持续深化机制改革，以推动

要素市场化配置为方向，加快推进电力、油气等能源市场建设，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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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电力、供热、天然气价格机制，加大金融支持力度。 

六是协同开展多层次多领域能源合作。纵深推进京津冀区域内

和跨区域能源合作，推动建设高质量、可持续的能源合作项目。加

强国际能源科技领域创新合作，助力打造绿色“一带一路”。 

（摘编自：北京市发展改革委员会网站，2024-02-21） 

延伸阅读·政策速递 

◆ 工信部等七部门发布：《关于加快推动制造业绿色化发展的指导意见》 

◆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制造业中试创新发展实施意见》 

◆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发布：《关于加强高校学生宿舍建设的指导意见》 

◆ 知识产权局等8部门发文：高校和科研机构存量专利盘活工作方案 

◆ 工信部等九部门印发：《石化化工行业数字化转型实施指南》 

◆ 网信办等四部门联合印发：《2024年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工作要点》 

◆ 北京市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全文） 

◆ 新疆自治区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全文） 

◆ 《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条例》通过 

◆ 北京发布首份产业地图和《北京市产业政策导引（市级版）》 

https://www.miit.gov.cn/zwgk/zcwj/wjfb/yj/art/2024/art_f1be5a86074d46c99c20be36713f6838.html
https://wap.miit.gov.cn/zwgk/zcwj/wjfb/tz/art/2024/art_35595fbc84c24ea49fdd28dad882aafd.html
https://www.gov.cn/zhengce/zhengceku/202401/content_6926771.htm
https://www.cnipa.gov.cn/module/download/downfile.jsp?classid=0&showname=%E9%AB%98%E6%A0%A1%E5%92%8C%E7%A7%91%E7%A0%94%E6%9C%BA%E6%9E%84%E5%AD%98%E9%87%8F%E4%B8%93%E5%88%A9%E7%9B%98%E6%B4%BB%E5%B7%A5%E4%BD%9C%E6%96%B9%E6%A1%88.pdf&filename=fb18cbff318b48a6bcc199063ed1a576.pdf
https://wap.miit.gov.cn/zwgk/zcwj/wjfb/tz/art/2024/art_dd08e0bf4c50452fab4961c9fced4da6.html
https://www.gov.cn/lianbo/bumen/202402/content_6933541.htm
https://www.beijing.gov.cn/gongkai/jihua/zfgzbg/202401/t20240129_3547363.html
https://www.xinjiang.gov.cn/xinjiang/xjzfgzbg/202402/04846067f9744516bb897f7d530195e2.shtml
https://www.kechuangfuwu.com/vue/news?id=7842
https://www.beijing.gov.cn/ywdt/gzdt/202402/t20240221_356616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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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教动态 

2024 世界数字教育大会：推动数字教育应用、共享与创新 

1 月 30 日至 31 日，2024 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上海召开。本届

大会以“数字教育：应用、共享、创新”为主题，重点围绕教师数

字素养与胜任力提升、教育数字化与学习型社会建设、全球数字教

育发展趋势与指数评价、人工智能与数字伦理、数字变革对基础教

育的挑战与机遇、教育治理数字化与数字教育治理等议题进行深入

交流讨论。大会由教育部、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上

海市人民政府共同举办，国内外代表 800 余人参加大会，特邀嘉宾

包括瑞士等国领导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负责人以及近

20 个国家的教育部长等。 

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在开幕式上发表主旨演讲。他指出，中国国

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即将进入第 3 年，将从联结为先、内容为本、

合作为要的“3C”走向集成化、智能化、国际化的“3I”，突出应

用服务导向，扩大优质资源共享，推动教育变革创新。怀进鹏部长

对数字教育提出以下展望和要求： 

第一，更大规模开展应用示范，放大服务倍增效能。将纵深推

进数字教育试点，推进国家平台全域全员全过程应用，不断扩大优

质资源覆盖面。鼓励学校将平台资源和服务嵌入到教育教学之中，

用数字教育资源丰富拓展第二课堂，支持发展学生的兴趣、爱好。

支撑终身学习拓展应用，办好终身学习、老年学习平台，多种形式

帮助社会学习者更新所需知识、提升技术技能，建设全民终身学习

的学习型、数字型社会。 

第二，更高质量开发汇聚资源，建强国家平台。着力扩大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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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给，重点增加 STEM 教育、数字科技、美育和劳动教育等课程资源。

着力丰富资源形态，大力开发数字教材，广泛集纳教学设计、虚拟

仿真实验资源，汇聚部署互动课堂、教育评价等数字教育工具和平

台。着力创新资源评价，运用国家教育大数据中心海量动态数据，

对平台进行分析分类评价，推进资源开发、入库、更新、出库的全

生命周期管理。 

第三，更智能化发展数字技术，服务人的全面发展。实施人工

智能赋能行动，促进智能技术与教育教学（AI for Education）、

科学研究（AI for Science）、社会（AI for Society)的深度融合，

为学习型社会、智能教育和数字技术发展提供有效的行动支撑。积

极推动以智助学、以智助教、以智助管、以智助研，开发智能学伴、

实施智能辅导，支撑教师备授课，提升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

现代化水平，构建数据驱动的研究新范式，不断深化规律性认识。 

第四，更高水平开展国际交流，建设世界数字教育合作平台。

在基础设施建设、优质资源开放、平台建设共享应用、政策标准对

接等方面加强国际合作，围绕一个平台、一场大会、一个联盟、一

类期刊、一系列案例，深化数字教育国际合作。开通智慧教育平台

国际版，为各国学习者提供国际资讯、课程资源和留学服务。开好

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创新举办方式、不断丰富内涵。发挥数字教育

联盟作用，在学分互认、标准互通、经验互鉴、发展共享等方面开

展合作。创设数字教育国际期刊，推动 STEM 教育与数字化、人工智

能与教育、数字化与学习型社会等前沿研究。发布全球数字教育发

展指数和示范案例，引领数字教育发展。 

（摘编自：教育部网站，2024-0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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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学：开设“人工智能通识核心课程体系” 

2 月 27 日，南京大学发布了面向全体本科新生开设的“人工智

能通识核心课程体系”总体方案。 

南京大学将建设“1+X+Y”三层次人工智能通识核心课程体系，

以 1 门必修的人工智能通识核心课 + X 门人工智能素养课 + Y 门

各学科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的前沿拓展课为基础，从知识、能力、

价值观与伦理三个维度开展教育教学；探索人工智能与教育深度融

合的实践路径，在教学内容、师资团队、教学方式、学习方式、考

核方式等方面推动变革；以加强科教融汇、产教融合为抓手，与科

研机构、产业企业联合打造人工智能实践应用平台，创设各类实践

应用场景；汇聚各类资源提供软硬件支持保障以人工智能赋能课程

改革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培养和提高学生的智能素养、创新能力

和智能时代终身学习的能力。学生经过系统的学习和训练，满足一

定条件，可以获得人工智能专业修读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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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门人工智能通识核心课 

师资力量：以中国科学院院士谭铁牛、欧洲科学院院士周志华

等人工智能领域的顶尖学者领衔，汇聚海内外一流专家学者组成高

水平教师团队。 

课程目标：引导学生正确认识和理解我们所处的智能时代，对

人工智能的学科发展、前世今生、基本概念、基础技术、典型应用

场景、常见工具平台等有基本认识，能够从跨学科的视角思考人工

智能伦理、治理以及人工智能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 

课程组织形式：实施“集体授课+小班主题研讨+实习实践+AI 助

教”的教学形式。 

◆ X 门人工智能素养课 

模块一：发挥南京大学计算机、人工智能、软件以及数学等学

科优势，开设一系列关于人工智能基本思维、基本技能的基础课，

帮助学生普遍掌握人工智能应用实践的基本技能。 

模块二：发挥南京大学文理综合性优势，开设一系列关于人工

智能在不同领域的应用课，以案例教学为主，让学生了解人工智能

在前沿科学研究中的应用，人工智能在数字人文、数字经济、社会

科学中的应用。 

◆ Y 门各学科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的前沿拓展课 

鼓励各专业开设若干门学科与人工智能深度融合的前沿拓展课。 

邀请各学科领域应用人工智能开展科学研究、人文社科研究的

专家学者，基于“AI for Science”和“AI for HASS（“人文艺术

与社会科学”- Humanities，Arts，and Social Sciences）”的前

沿科研成果，开设以“课程+项目”为主要形式的项目制课程。 

学生直接进驻重点实验室等科研机构、头部企业等产业平台，

亲身体验和参与最前沿的科学研究项目，培养学生面对未来智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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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解决多学科领域复杂问题的创新能力，以及培养他们干事创业

的创业家精神。 

◆ 科教融汇、产教融合 

集聚校内外人工智能领域最优质的教育教学资源，为师生打造

各种类型、各个层次的实践应用项目和平台。 

与各重点实验室等科研机构合作，开展人工智能“科教融合式”

本科生研修项目。与阿里云、百度、华为等人工智能产业领域头部

企业多方合作，开发支撑人工智能教学和考核的智能化工具，强化

对课程教学各环节的有效供给，积极探索高校和头部企业互动的新

机制、新形式。 

南京大学还将全面推动教育教学体系的智能化升级改造，配套建

设高性能智能算力中心、高效的信息化传感设备和智能软件工具平

台等硬件设施设备，同时完善师生考核评估机制、管理激励机制等

制度保障，以构建更为完整的智能型人才培养体系。 

（摘编自：南京大学微信公众号，2024-02-27） 

中国石油经研院发布《2023 年油气行业发展报告》 

2 月 28 日，中国石油集团经济技术研究院（国家高端智库）发

布《2023 年油气行业发展报告》（简称《行业报告》）。这是经研

院连续第 16 年发布《行业报告》，围绕“调整重塑中的能源安全和

能源转型”这一主题，分享探讨油气行业发展趋势。 

《行业报告》分析显示，2023 年，全球能源发展处于国际格局

动荡变革期、极端气候灾害频发期、能源行业低碳转型期和新一轮

技术革命爆发期“四期叠加”的复杂环境之中。全球能源价格总体

回落，贸易格局深度调整，全球能源治理进入大变革。能源转型在

博弈中加速，化石能源消费比重首次跌破 80%。国际大石油公司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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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强化上游业务，油气资产并购持续升温，同业并购与跨界并购或

将成为新趋势。 

中国有效统筹发展安全与绿色转型，在不断提升能源自主保障

能力的同时积极推进绿色低碳发展。总体看，2023 年中国能源供应

充足稳定，能源安全保障能力持续提升。全年原油产量站稳 2 亿吨，

天然气产量 2353 亿立方米，石油消费快速增长至 7.56 亿吨，成品

油消费 3.99 亿吨。国内持续加大勘探开发力度，油气勘探开发投资

约 3900 亿元，新增石油探明地质储量约 13 亿吨，新增天然气探明

地质储量近 1 万亿立方米。国内炼油能力增长放缓，石化产品产能

持续扩张，炼油总能力达到 9.36 亿吨/年。中国能源转型步伐加快，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进入筑基期，全社会电气化持续加快，绿氢、新

型储能项目发展势头较快，油气与新能源融合发展开创众多新模式。

中国石油企业推动油田实现“四变”，即“油田变地热田”“油田

变绿电田”“油田变绿氢田”“油田变储碳田”。 

展望 2024 年，地缘政治冲突不确定性加剧，能源商品价格将继

续波动，能源产业将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领域。氢能和核能将成为

支持清洁能源技术发展和碳中和进程的重要力量，天然气将成为支

撑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能源，离子电池、液流电池、压缩

空气储能等储能技术也将迎来重要发展，全球新能源和矿产资源竞

争将更加激烈。油气勘探开发投资将持续增长，炼油产能扩张，乙

烯扩能进程放缓。中国将加快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推动传统高能耗

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高端化转型升级，完善碳交易绿证和电力

三大市场建设，提升油气供应和应急保障能力，加快能源大基地建

设，多管齐下增强能源体系的系统韧性。 

（摘编自：“中石油经研院智库中心”微信公众号，2024-02-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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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科教动态 

◆ 《2024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公布各学部重点项目优先资助领域 

◆ 教育部高校毕业生就业研究院（基地）专家委员会成立大会举行 

◆ 首届中国卓越工程师培养院长论坛举办 

◆ 复旦大学：面向“高精尖新”领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成立四大新工科创新学院 

◆ 三桶油召开2024工作会议：中国石油、中国石化、中国海油 

◆ 中国石油发布：中国石油2023年度十大科技进展、国际石油2023年度十大科技进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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