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过渡校
区迎来了建校后的首批新生，这些学生
拿到的录取通知书由中、俄、英3种语言
组成，迎新生现场亦布置着3种语言海
报，彰显着与众不同的国际化特色。该
校坐落于深圳国际大学园，这里已成为
深圳中外合作办学最多最集聚的区域，
并逐步形成国际高端教育引领的创新发
展生态圈。

合作办学构建学术梯队

通过国际合作办校，深圳实现

了与国际高水平大学零距离接触，

构建起强大学术梯队，是提高学术

起点和科研水平的一次实践

高校是创新人才的摇篮。对于致力
于打造中国硅谷的深圳，盼望着能拥有
更多的大学，为加快国际化创新型城市
和国际科技、产业创新中心建设提供人
才支撑。
2016年，深圳发布《关于加快高等

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文件提出，到
2025年，深圳将拥有高校20所左右，全
日制在校生约20万人，3所至5所高校
综合排名进入全国前50名，届时将成为
南方重要的高等教育中心。
深圳在高等教育上的突围包括自办

大学和引入名校两条路径。从1983年
全力建设深圳大学，到创立深圳职业技
术学院，到创设虚拟大学园、以创新机制
创办南方科技大学，再到如今与国际知
名高校合作办学，深圳一直在努力推进
高质量大学的建设。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是深圳国际大
学园迎来的第一个中外合作办学成果，
学校实行书院制，力争成为扎根深圳、立
足中国、面向世界的一流研究型大学。
今年引进国际大学园的莫斯科大学是俄
罗斯第一学府，设有15个教学学术中心
和11个科学研究所，拥有11位诺贝尔奖
得主、300多名俄罗斯科学院院士。
合作办校既结合各大学的优势学

科，又考虑深圳经济发展需要，被视为深
圳高等教育发展和创新人才聚集路径。

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开设的应用数学和
信息技术、应用化学和物理、地球科学、
空间研究、医疗保健等专业就是深圳当
前的重点产业发展方向。“莫斯科大学基
础理论功底非常扎实，在数学、物理、化
学等方面具有世界领先水平；北京理工
大学在工科和应用科学方面具有很高水
平；深圳是创新型城市，高新技术产业发
达。这三者的结合必将碰撞出创新火
花，不仅推动科研取得新进展，也进一步
促进深圳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创新创
业。”深圳北理莫斯科大学校长赵平表
示，2019年暑假，该校将全部搬迁至永
久校区，新校建设规模可容纳5000名学
生，构建了本科、硕士、博士的完整培养
思路。“学校鼓励学生在完成本科后继续
读研究生，更希望培养出科技领域的精
英人物、领军人才，积极为粤港澳大湾区
建设作出贡献。”赵平说。
深圳国际大学园位于龙岗区。龙岗

区是深圳的产业大区，近年来经济发展
势头迅猛，2016年GDP总产值3177亿
元。为了培养更多的高科技人才，给未
来产业发展提供支撑，龙岗区坚持走中

外合作办学之路，把“请进来”作为建设
高水平高校的一个重要途径，通过引进
国内外名校办学、与名校共建特色学院
方式实现高等教育弯道超车。
“通过国际合作办校，深圳实现了与

国际高水平大学零距离接触，各高校依
托合作母体资源，构建起强大学术梯队，
是提高学术起点和科研水平的一次实
践。”龙岗区重点区域规划建设管理署办
公室李天伟告诉记者，深圳国际大学园
设计在校学生总人数约4万人，2020年
将全面建成。

科研人才引来源头活水

合作办校既为产业发展培育和

储备国际化高质量人才，也把高校

优秀教授和研究资源汇聚起来，为

创新发展带来源头创新活水

合作办校既为产业发展培育和储备
国际化高质量人才，也把高校优秀教授
和研究资源汇聚起来，为创新发展带来
源头创新活水。以香港中文大学（深圳）
为例，现阶段该校约有教授200人，包括
一批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
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工程院院士、加拿
大皇家科学院院士等。另外聘请的杰出
大学教授中不乏诺贝尔奖、图灵奖、菲尔
兹奖的获得者。
4月10日，深圳国际大学园一天迎

来两所实验室，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得
主阿里耶·瓦谢尔教授领衔成立瓦谢尔
计算生物研究院；2012年诺贝尔化学奖
得主布莱恩·科比尔卡教授领衔成立科
比尔卡创新药物开发研究院。两位诺贝
尔奖得主有一个共同身份，那就是香港
中文大学（深圳）杰出大学教授。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首任校长徐扬

生表示，组建以诺贝尔奖得主命名的实

验室不是“作秀”，而是推动大学科研发
展的长远大计。他表示，科研的传承性，
意味着教育的接力、人才的接力，高校的
教授资源、学生资源、科研平台、教育投
入，恰恰为研究院科研成果源源不断地
传承下去提供了条件。
瓦谢尔教授告诉记者：“深圳是我和

夫人去过的最有活力和吸引力的城市，
我也喜欢跟香港中文大学（深圳）这所大
学脚踏实地、活力无限的同事一起开展
科研工作。”瓦谢尔计算生物研究院的目
标是组建世界上最先进的计算生物学研
究中心，将围绕深圳市生物医药产业，开
展尖端生物科技领域技术研究。

随着深圳国际大学园的建成，龙岗
区不断强化“校区—园区—社区”三区融
合与互动，通过引入国家级的科研机构
和重点实验室，聚集高端人才和创新资
源，释放出更强的创新动能，努力打造珠
三角地区最具国际化、高端化、生态化、
信息化的知识中心与科技创新中心。龙
岗区科技创新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初步
预计，随着深圳国际大学园建成，龙岗大
运新城至少可以增加10万名创新创业
高端人才，这里也将成为深圳市重点开
发建设区域中唯一以国际高端教育引
领，关注源头创新以及世界产业最前沿
的产学研一体化科技创新中心，并以此
引领龙岗创新全局。
国际性大学的进驻对打造龙岗创新

生态体系，推动创新发展起着至关重要
的“智核”作用。深圳市委党校教授申勇
表示，深圳国际大学园是创新发动机，在
此基础上，龙岗搭建起技术转移促进中
心，打通了综合创新生态体系的关键环
节。目前，龙岗区“高等院校+创新平
台+科研机构+龙头企业+创新创业资
本+创新人才+创客空间+孵化器加速
器”的全链条综合创新创业生态体系已
基本成型。

深圳加快推进高质量大学建设，为迈向国际化创新型城市提供人才支撑——

高端教育引领创新生态圈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阳腾

通过一次性创业补贴、创业贴息贷款
等优惠政策，为创业者解决资金难题；设
立人才发展专项资金，实施人才集聚计
划；扶持建设各类创新创业平台，孵化创
新创业实体……坚持政策扶持、人才聚
智、平台孵化，山东青岛市即墨区正成为
创新创业人士的一方热土。
“创业之初，政府不仅给了1万元的

创业补贴，还在孵化基地为我申请了免费
工作室，联系创业导师对我‘一对一’指
导。”近日，在极客帮创业孵化基地一间摆
满各种造型泥塑的工作室里，王振华向记
者讲述了自己的创业经历。
王振华说，2013年大学毕业后，他没

有找工作，而是“宅”在家里自学捏泥人，
一心想成立工作室传承泥塑技艺，但苦于
没有创业本金和销售渠道。即墨区人社
局工作人员了解情况后，为他“量身定做”
了创业帮扶计划。如今，他的工作室已步
入正轨，越来越多的公司请他制作大型环
境艺术设计，微店营销也逐步打开了
市场。
根据创业者特点，即墨精准打造的

“专属”创业帮扶计划让众多像王振华这
样的创业者从中获益。
为解决创业者资金难题，近年来即墨

实施了一次性创业补贴和创业岗位开发
补贴政策，符合创业条件的创业者可享受
1万元一次性创业补贴，小微企业可享最
高3万元创业补贴；新招用符合条件人员
可申领每人2000元岗位开发补贴。创业
者还可根据发展需求申请最高45万元创
业担保贷款，贷款利息全部由财政贴息。
政策实施以来，累计为5200名创业者铺
平了创业之路。
“好政策让我们心里更有底了，身边

很多同学、朋友纷纷选择自主创业，眼下
即墨正成为创业者的热土。”大学生刘明
超去年凭借30万元创业担保贴息贷款，
扩大养猪场生产规模，当年实现纯收入50
多万元。
为了吸引更多创新人才，今年6月

份，即墨出台了《关于实施“1111”人才集
聚计划的意见》等一系列扶持政策，设立2
亿元人才发展专项资金，重大项目给予最
高1亿元资助。“即墨发展潜力巨大，而且

政府对创新人才的扶持力度很大，希望有
机会为家乡发展做一些事。”青岛籍国家
“千人计划”专家邹旭东告诉记者。

平台是孕育科技创新能力、呵护创业
者成长的“温床”。近年来，即墨致力于搭
建各类创新创业平台。截至目前，共有包
括孵化平台、人才服务机构、高校、科研院
所分支机构、投融资机构在内的平台469
个，孵化创新创业实体831家。

位于青岛蓝谷的大工（青岛）新能源
材料技术研究院是大连理工大学在青岛
地区的唯一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机构。研
究院成立两年来，致力于高校科研成果的
中试和市场化，目前已培育孵化出青岛蓝
光晶科硅材料有限公司、青岛海聚仿真软
件技术有限公司企业2家，在孵企业4家，
2016年申请授权专利120余项，其中发明
专利65项。
光伏农业“星创天地”通过农业电商、

知识产权、投融资、新技术支持等12个公
共服务平台为创业者提供全方位创业服
务，目前已入驻企业60多家。“创业平台
在资金、技术、产品营销等方面为我解决
了遇到的问题，在这里创业感觉很踏实。”
来自潍坊的“90后”大学生鹿秀栋在光伏
农业“星创天地”圆了自己的“灵芝梦”。

山东青岛市即墨区坚持政策扶持、人才聚智、平台孵化——

倾 力 呵 护 创 业 者 成 长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高洪菊

夏秋时节是北京平谷大桃丰收的季节。往年这个
时候，桃农刘连全和老伴忙得直不起腰，但今年他却悠
闲地站在桃林里，笑眯眯地看着一台机器帮自己挑选
桃子。
一筐大桃从一端倒入，传送带托着桃子经过一个

黑色的暗盒，再出现时，另一端的机械手臂就准备好
了，有的桃会被第一个机械手推下传送带，掉到事先准
备好的筐里，有的桃会被第二个机械手推下，还有的桃
要一直传送到最后一个机械手前面才结束“旅途”。
整个分桃过程看似杂乱无章，但只要看筐里的桃

就会明白，第一筐最大最红，第二筐其次，第三筐明显
个头要小得多。这台机器就是北京工业大学4名学生
为桃农们开发的“人工智能分桃机”。
“上次我们来采摘桃子，得知桃子是一种季节性很

强的水果，刘大爷凌晨2点就起床，摸黑摘桃，趁着天
亮再分成一类果、二类果，卖给等在桃林边上的收购
商。只要过了时候，桃子的品质和卖相就会打折扣，卖
不上好价钱。”“人工智能分桃机”团队负责人周忠祥告
诉记者，当时他们就琢磨，能不能开发出一种机器，帮
桃农们分拣桃子。
桃农们的桃子只分大中小三档，但周忠祥团队决

定按照大小、颜色、光泽度等多个标准，为桃子分出更
精细的档次，运用人工智能技术真正实现“桃脸识别”。

想法有了，但周忠祥、刘雪峰、朱明君这3名同学
和来自肯尼亚的西蒙对人工智能技术并不熟悉。在查
询比较之后，他们发现百度PaddlePaddle是一个免费
的中文深度学习开源平台，有现成的分类模型。也就
是说，只要有足够量的桃子图片数据，PaddlePaddle
就能对应训练桃子的分类模型，最终达到鉴别桃子档
次的目的。
刘连全免费给学生提供了桃子，并将桃子按照大

小、颜色、品相分了3类。周忠祥团队为这些桃子重复
拍照，得到6400张3类桃子的照片数据，利用Pad-
dlePaddle提供的分类模型开展训练。只用了24小
时，机器就能识别出桃子的大中小，准确率达到90%。
核心技术问题解决后，周忠祥团队制作出样机，搬

到刘连全的桃林里测试。“比我雇的人选得快，不过比
我还差一点。”刘连全评价说。他已经种了40年桃，看
一眼就知道是什么品种，手一掂就知道斤两。因为年
纪大了，刘连全每年都要雇四五个人摘桃，工钱近3万
元，但经验不足的新手选桃效果并不好。
现在有了这台分桃机，刘连全觉得省事多了，“把

桃子倒进去，机器就给分好了”。围观的桃农们兴奋地
问：“苹果能分不？”“西瓜能分不？”“李子呢？”
“理论上来说，只要有足够的训练图像，大到一个

瓜，小到一粒米，机器都能识别分类。”周忠祥解释说，
“只是要根据不同品种，建立不同的识别模型，并加以
训练”。西蒙期待这次的成果能够引入自己的家乡非
洲，实现牛油果、芒果等更多品类果蔬的智能分拣。
刘雪峰告诉记者，为了更好地帮助农民，他们已将

分桃机的所有方案和源代码分享到了GitHub开源社
区，“我们希望有更多人去迭代这些代码，不断提升方
案品质，也希望有更专业的农机厂家介入，批量生产出
效率更高、更好用的蔬果分拣机”。

“桃脸识别”拣出最好的桃
本报记者 佘 颖

本报讯 记者王轶辰报道：由商务部、教育部、无
锡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八届中国大学生服务外包
创新创业大赛近日举行。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来自全国
各省市及印尼、柬埔寨、马来西亚等“一带一路”相关国
家近400所高校1844支团队报名参赛，再创历年新
高，其中企业命题类参赛规模同比增加146%。
据悉，本届大赛在竞赛专业化、产业化、平台化等

方面取得了新突破。企业命题类竞赛首次全部采用
“发包型”竞赛命题，即由企业发布真实项目需求，并在
应征的项目解决方案中，选择优胜队发放由该命题企
业提供的奖金。这种形式将竞赛项目、校企合作根植
于产业最实际的需求，激励企业、院校以新方式为社会
提供服务。本届大赛共吸引了文思海辉、西门子创新
中心、极课大数据等来自全国16家具有代表性的企业
参与命题。
同时，本届大赛紧跟产业发展新热点和新模式，将

竞赛内容拓展至智能交通、文创娱乐、消费互联、工业
设计、3D打印等多个领域。参赛项目涉及IT服务外
包管理平台项目、语音导盲智能机器人、大型商用无人
机、交互式全息影像、山洪灾害监测预警系统等，具有
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前景。

紧跟产业发展新热点

中国大学生服务外包双创大赛举办
在即墨光伏

农业“星创天地”

基地内，大学生

创客鹿秀栋在做

灵芝采收前的预

处理。

梁孝鹏摄

北京工业大学的4名学生为桃农们开发的“人工

智能分桃机”。 本报记者 佘 颖摄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是深圳国际大学园迎来的第一个中外合作办学成果。 本报记者 杨阳腾摄

香港中文

大学（深圳）学

生研发的书法

机器人正在用

毛笔写字。

张 健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