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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希勤讲话 

北京信息科学与技术国家研究中心 
Beijing 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for Inform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简   报 
 

 本期导读 

➢ 北京信息科学与技术国家研究中心建设运行管理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第二

次会议在清华大学举行 

➢ 北京信息科学与技术国家研究中心系列交叉论坛（第六十二期）举办 

➢ 北京信息科学与技术国家研究中心系列交叉论坛（第六十三期）举办 

➢ 信息国家研究中心“锤炼党性修养，全面从严治党”主题活动第二期举办 

➢ 张学工教授荣获 2022 年度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自然科学奖

一等奖 

➢ 数基生命系统交叉创新群体围绕“生物医学大模型”召开研讨会 

➢ 灵境智能技术交叉创新群体召开科研交流会 

➢ 具身智能技术交叉创新群体内部科研推进会举行 

◆ 焦点要闻 

北京信息科学与技术国家研究中心建设运行管理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第二次 

会议在清华大学举行 

6月 29日上午，北京信息科学与技术国

家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信息国家研究中心”）

建设运行管理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第二次会

议在清华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大楼 1区 315会

议室举行。清华大学校长、信息国家研究中

心建设运行管理委员会主任王希勤，教育部

科技司司长雷朝滋，北京大学信息学部主任、

办公室编印 2023年 6月 30日 2023年 6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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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国家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高文等出席会议。会议由清华大学副校长、信

息国家研究中心建设运行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曾嵘主持。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国家研究中心建设运行管理委员会组成调整的议案》

和《关于国家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组成调整的议案》，听取了中心工作报告，讨

论了中心建设发展事宜。 

王希勤在讲话中表示，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清华大学时强调，一流大学要把发

展科技第一生产力、培养人才第一资源、增强创新第一动力更好结合起来，更好

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三个第一”更好结合的要求为我国高

等教育事业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大学要在实践中积极探索构建新体系，理顺与

教育界、学术界、行业界的关系，处理好自由探索与有组织科研、继承传统与创

新发展、实践应用与理论研究的关系，在党的领导下，把“三界”的矛盾转化成

事业发展的推动力，促进“三个第一”更好结合。 

王希勤介绍了清华大学扎实推进全国重点实验室改革、积极参与国家实验室

建设的相关情况，并表示，希望信息国家研究中心能够在借鉴既有经验的基础上

积极探索新路径，围绕发展定位和发展策略等深入研究、凝聚共识，创新体制机

制和组织管理方式，努力在服务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上出人才、出成果，出

经验、出示范。 

雷朝滋对信息国家研究中心六年来的发展给予肯定，并对中心未来发展提出

期望。他表示，中心在如何发挥新型举国体制、开展有组织科研方面要大胆摸索，

把自己真正打造成国家战略科技力量，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解决“卡脖子”

问题。他强调，新时代科技工作要走实走深，要静下心来做学问，扎扎实实做研

究，研究真问题，真研究问题，真解决问题，希望中心继续面向国家重大需求、

经济社会发展需要，进一步明确目标定位，瞄准关键核心技术，发挥有组织科研

优势，真正解决国家最紧急、最紧迫的问题。 

李旭彦向各家单位、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对信息国家研究中心建设发展的鼎

力支持表示感谢，向中心 6年来取得的成绩表示祝贺。他表示，中心的建设是深

入贯彻落实党中央精神、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部署，也是我国新型举国

体制的重要战略科技力量和国家科技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中心在未来

的工作中，能够不忘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初心，树立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雄

心，坚守追求真理、潜心研究的恒心，勇闯无人区，挑战深问题，以原始创新引

领国际科技前沿，以自主技术解决国家关键难题，为实现我国高水平科技自立自

强作出更大贡献。 

信息国家研究中心主任戴琼海汇报了中心 2019 年以来建设情况和未来发展

规划。他从建设背景、目标定位、战略布局、人才队伍、重大科研成果等方面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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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广斌作报告 

绍了信息国家研究中心基本情况，强调中心紧紧围绕国家重大需求，聚焦“卡脖

子”技术和关键难题，开展有组织科研，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取得了一系列阶段

成果和可喜进展。未来将致力于实现从零到一的颠覆性创新突破，培养科技报国

一流人才，建设信息领域战略力量，为中国成为世界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作出贡

献。 

与会委员孙家广、徐宗本、何友、郝跃、陆建华、毛军发、刘明、沈学民（Sherman 

Shen）、高文等院士以及王迎旭（Yingxu Wang）教授对中心发展提出了意见和

建议。 

教育部科技司基础处、科技部基础司基地处等相关负责人，清华大学科研院、

发展规划处、研究生院、财务处、人事处、资产处相关负责人，信息国家研究中

心建设运行管理委员会和学术委员会成员，信息学院各单位党政负责人，信息国

家研究中心党政联席会成员、交叉创新群体负责人以及评聘工作委员会和学术工

作委员会委员等 50 余人通过线上或线下方式参会。 

北京信息科学与技术国家研究中心系列交叉论坛（第六十二期）举办 

6 月 8 日晚，北京信息科学与技术国家

研究中心系列交叉论坛（第六十二期）通过

线上会议和直播的形式举办，本次论坛邀请

了人工智能领域国际知名学者黄广斌教授作

题为“人工智能、智能革命及人类简史”的

报告。论坛由清华大学信息学院院长、信息

国家研究中心主任戴琼海院士和信息学院副

院长任天令教授共同主持。信息国家研究中心党政联席会成员、群体负责人以及

校内外师生200余人通过腾讯会议在线参加论坛，累计约 32万人次通过上直播、

新浪、百度等直播平台在线观看。 

报告中，黄广斌从人工智能技术的指数发展、数字世界和实体世界的融合、

对传统自然科学（数学、物理等）和技术（低功耗芯片、医学、智能材料、大规

模应用等）的影响，以及人工智能理论发展等方面进行了介绍。黄广斌在报告中

指出，如果不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进行规范化和合理管控，根据智能理论和概率分

析，人工智能将在很多指定任务中达到或超过人类能力，这将导致人类文明成为

地球文明的一个短暂过程。因此，需要采取措施控制人工智能的发展，以避免其

成为历史上最难控制的技术。 

提问交流环节，黄广斌同与会人员就未来人类和 AI 的关系，传感器和芯片

在 AI的发展中发挥的作用等问题展开了深入讨论与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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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现场 

王殿辉作报告 

北京信息科学与技术国家研究中心系列交叉论坛（第六十三期）举办 

6月 22日晚，北京信息科学与技术国家

研究中心系列交叉论坛（第六十三期）通过

线上会议和直播的形式举办，本次论坛邀请

了中国矿业大学人工智能研究院院长，随机

配置机器学习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人工智能

学会工业人工智能专委会副主任王殿辉教授

作题为“工业智能关键技术：深度随机配置

网络学习理论”的报告。论坛由清华大学信息学院院长、信息国家研究中心主任

戴琼海院士和信息学院副院长任天令教授共同主持。信息国家研究中心党政联席

会成员、群体负责人以及校内外师生 110余人通过腾讯会议在线参加论坛，累计

约 29万人次通过上直播、新浪、百度等直播平台在线观看。 

工业智能作为人工智能技术在信息化和自动化基础上快速崛起的重要领域，

其核心技术支撑是具有处理复杂工业数据能力的高效机器学习算法及低比特轻

量计算模型。报告中，王殿辉首先提出基于误差反传算法的深度学习框架在工业

智能领域应用存在局限性，并对无约束随机学习技术的发展历史和算法上长期存

在的逻辑错误进行回顾。最后，王殿辉讨论了当前机器学习领域中的几个重要研

究方向，包括适合工业智能的模型结构与知识发现、学习模型与数据之间的匹配

关系、处理超大数据集的算法实现、性能评估中的误区及学习模型的选择等问题。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工程实践的推进，预计机器学习领域将取得更多

突破，为工业智能的实现和应用带来更大的理论和应用价值。 

报告对工业智能方面的技术做了引领性的讲解，非常有启发性。提问交流环

节，王殿辉对边缘计算，包括 Stochastic进行了进一步解读。 

◆ 党政工作 

信息国家研究中心“锤炼党性修养，全面从严治党”主题活动第二期举办 

6月 16日下午，由信息国研中心党总支

主办，信息国研中心教工第二党支部和第四

党支部联合承办的“锤炼党性修养，全面从

严治党”主题活动第二期在清华大学信息科

学技术大楼多功能厅举办。本期活动邀请了

清华大学财务处经济管理室林屏作题为“财

会监督及典型案例分析”的报告。报告由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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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证书 

息国家研究中心副主任李清主持，中心直属教师、各群体财务负责人和财务助理

等 80余人参加。 

林屏围绕学校财务规章制度、科研经费使用和学校资金监控系统运行三个方

面进行了详细讲解。报告内容深入浅出、案例详实、解读透彻、结合实际，介绍

了科研经费使用中存在的问题和处理情况，强调科研经费使用中的风险和挑战，

并就如何遵循正确的财务管理流程、合理规划和使用科研经费提出建议，使与会

教职工对财务工作纪律和监督制度有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报告最后，林屏强调学校在建设廉洁校园、惩治腐败工作上的坚定决心，呼

吁全体教职员工始终要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永葆清正廉洁本色。 

为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走深走实，信

息国家研究中心第一时间动员部署，以多种形式、利用多种平台开展教育学习。

通过开展“锤炼党性修养，全面从严治党”系列主题活动，切实加强廉洁文化建

设，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 科学研究 

张学工教授荣获 2022 年度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自然科学奖 

一等奖 

近日，教育部办公厅公布了《教育部关于 2022年度

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

信息国家研究中心张学工教授主持完成的“基因差异表

达及调控的模式识别”项目，荣获 2022年度教育部高等

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该项目完成人包括：张学工、汪小我、谢震、李衍

达、古槿、邓柯。基因差异表达及调控的模式识别是解

密生命的基础，面临超高维、极小样本、高噪声和基础

原理未知等重大挑战。项目组从信息和控制视角进行了

十几年持续研究取得关键突破：极小样本差异信号精准检测方法；关键调控元件

精准机器学习识别方法；分子竞争调控理论与定量数学模型。该项目推动了疾病

认识和科学发现、创新药进入临床试验，带动了相关学科发展。 

◆ 交流合作 

数基生命系统交叉创新群体围绕“生物医学大模型”召开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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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现场 

研讨会现场 

6 月 21 日，信息国家研究中心数基生命

系统交叉创新群体围绕“生物医学大模型”在

清华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大楼1区325会议室召

开研讨会。 

会上，古槿首先以“绘制肿瘤基因表达图

景：从组学大数据到预训练模型”为主题向各

位参会人员介绍了大模型在组学数据中的应

用前景及课题组的研究进展，明确了生物医学大模型的概念和研究内容，强调了

生物医学大模型在推动医学研究和临床实践方面的重要作用。随后，闾海荣及其

团队成员面向实践应用，从产业角度介绍了大语言模型在知识图谱及医疗领域的

价值及应用前景。围绕生物医学大数据，与会人员就生物医学大模型的研究方法

和技术进行了深入探讨，剖析了大模型的方法与技术难点。 

这次研讨会为推动生物医学大模型的研究和应用提供了重要的思路和方向，

相信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生物医学大模型的研究会取得更加显著的进展。 

灵境智能技术交叉创新群体召开科研交流会 

6 月 21 日下午，信息国家研究中心灵境

智能技术交叉创新群体在清华大学信息科学

技术大楼 4 区 312 会议室召开科研交流会。

群体负责人陶建华，群体成员郭宏蕾、赵思

成、王玉旺、赵鑫、肖桂花、陈辉、于涛等

参加了会议。 

于涛以《基于遮挡感知的三维重建》为

题与大家分享了基于遮挡模式感知的自监督光场深度估计、稀疏视点人体三维重

建与自由视点渲染相关工作的介绍。赵鑫以《灵境智能交互与搜索推荐交互》为

题与大家分享了强化学习时灵境智能体与环境交互过程中的决策自提升以及搜

索推荐交互中的强化学习相关工作的介绍。王玉旺以《解耦表征学习》为题与大

家分享了可解释的概念认知 AI、多模态数据驱动的个性化数字人、深度定制的

多模态交互模型、元显示重构高维光信号等相关工作的介绍。郭宏蕾以《多模态

个性化人物建模与智能交互》为题与大家分享了基于 LLM和个性化 profile 的人

物建模、大模型人物模型自我认知能力-BIG5 自动测评及 MBTI 自动测评等相关

工作的介绍。赵思成以《情感计算》为题与大家分享了面向用户和面向社交媒体

的情感计算、迁移学习的相关研究与元宇宙等重点方向相结合的工作介绍。陈辉

以《电商领域通用多模态预训练》为题与大家分享了基于记忆融合的大模型自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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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迁移方法、大模型高效计算问题及快速迁移、连续性学习等相关工作的介绍。

肖桂花以《局部脑功能结构探测解析大脑全局探测》为题与大家分享了新型脑机

接口技术、全脑皮层光电双模态脑机接口系统以及跨全脑闭环脑机接口系统等相

关工作的介绍。 

陶建华在总结发言中表示，当前群体成员结构和研究方向是有效互补的，有

助于群体今后的发展进步。并对群体今后的工作重点提出三点建议：一是灵境智

能技术领域丰富，群体成员要思考灵境智能的灵魂是什么；二是群体的未来发展

要进行聚焦性的项目布局，群体的科研发展方向要积极响应信息国家研究中心的

发展方向；三是群体成员要积极参与国际、国家标准的制定，提高灵境智能群体

的影响力。 

具身智能技术交叉创新群体内部科研推进会举行 

6 月 25 日上午，具身智能技术交叉创新群体内部科研推进会在清华大学信

息科学技术大楼 1区 415会议室举行。群体负责人朱文武教授、核心专家季向阳

教授、朱军教授、王生进教授，以及群体研究组 15 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朱文

武主持。 

助理研究员王鑫向与会人员报告了群体研究目标、研究路线及具体研究内容、

应用场景与环境搭建。高宸、董胤蓬、姚苏、王源分别就认知任务场景自渐进具

身理解方面的研究、开放环境鲁棒自渐进具身感知方面的研究、低网络时延人机

数据交互传输系统方面的研究、数据知识双驱动的具身智能方面的研究作了报告。

与会人员就报告内容，以及如何快速有效推进创新群体的研究等问题进行热烈的

交流讨论。 

会议总结了群体本学期工作进展情况，讨论了下学期工作计划，并部署了各

方向研究任务等重点工作事宜。 

朱文武鼓励各研究小组做好下一步研究工作，明确场景和任务，对各自关键

技术进行攻关，做出亮点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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