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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北京是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地区 , 汇集了全国最为丰富的人工智能人才资源。本文以北京

市人工智能基础研究人才为研究对象，通过对其结构特征进行分析，在一定程度上了解我国人工智能

基础研究人才队伍的现状。本文利用文献计量方法遴选出北京人工智能领域基础研究的核心人才，对

其发文情况、核心作者结构、研究主题等方面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北京人工智能基础研究人才

大多集聚在高校和科研院所，企业基础人才较少；大部分为 30~50 岁的中青年男性；研究方向聚焦于深

度学习、神经网络、自适应控制、优化等多个研究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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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人工智能基础研究人才特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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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学技术部科技人才交流开发服务中心，北京　100045）

当前，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进入新一轮快速发展

的阶段，成为世界主要国家竞相部署的战略领域。

中国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发展，2017 年发布实施《新

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全面推动了我国人工智

能的发展。尽管有很多研究表明，中国人工智能发

展已经接近甚至超过美国等主要发达国家，但总体

而言，我国在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和关键核心技术方

面仍存在较大差距。特别是在人工智能高端基础研

究人才和产业人才方面与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的差

距更加明显。与此同时，我国人工智能人才结构不

合理，人才类型偏重应用型，基础类与技术类人才

存量严重不足 [1]。

北京是我国人工智能发展的重要地区，在推动

全国科创中心建设过程中，也对人工智能进行了全

产业链布局 [2]，成为第一个国家新一代人工智能创

新发展试验区，并把推动人工智能基础理论原创研

究作为重要的建设内容之一。北京聚集了全国最为

丰富的人工智能人才资源，拥有人工智能相关人才

近 4 万人，是全国的近 6 成 [3]。本文聚焦北京人工

智能基础研究人才，分析研究其群体特征、学术产

出、所属机构、研究领域等方面特征，以期从某些

程度上掌握当前我国人工智能基础研究人才的基本

情况，同时为我国进一步推动人工智能领域基础研

究人才的培养提供参考借鉴。

1　相关研究概述

科技人才研究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其

中以诺贝尔奖获得者为代表的“科学精英”人才更

受关注。美国科学社会学奠基人罗伯特·金·默顿

首次对具体时间和空间范围内的科学家群体的社会

组织形式进行了研究 [4]。朱克曼·哈里特 [5]1977 年

发表的《科学界的精英——美国的诺贝尔奖金获得

者》，可以说是对“科学精英”人才群体的研究中

最具影响力的研究成果。之后，学者们陆续围绕诺

贝尔奖获得者，从科学家出生顺序和其社会地位的

关系 [6]、年龄与产出效率之间的关系 [7] 等维度展开

第一作者简介：冯琬婧（1987—），女，在读硕士研究生，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战略与科技政策、科技情报研究。

项目来源：科技部科技创新战略研究专项“我国新一代人工智能应用模式与实施路径研究”（ZLY201808）。

收稿日期：2020-10-12

第 35 卷 第 12 期
2020 年 12 月

全球科技经济瞭望
Global Science, Technology and Economy Outlook

Vol.35   No.12
Dec. 2020



— 49 —

研究。

随着科学计量学的发展，基于论文作者计量分

析的人才研究也日益增多 , 对基础研究人才的研究

也大多围绕与科学论文相关的指标展开。科学计量

学之父普赖斯在洛特卡定律的基础上研究了科学家

人数与科学文献数量的关系，提出了著名的普赖斯

定律和其他重要结论 [8]。加菲尔德则通过引文统计，

系统检验了世界上被引次数最多的科学家 [9]。近些

年随着信息科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针对

“高被引学者”[10, 11] 或“特定范围的核心学者”[12]

群体展开研究，如基础研究人才群体的名单 [13, 14]

或领域专家推荐名单 [15]；研究内容主要围绕基础

研究人才队伍建设 [16, 17]、成长 [13, 14]、结构分布 [11, 18]

等方面。

近年来，随着人工智能成为世界主要国家关注

的重点领域，人工智能人才相关研究也成为各界的

研究热点。如 Yuan 等 [19] 从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

人才流动和学术协作的演变方面研究了人工智能的

演变，研究发现人工智能的研究热点已经从理论层

面转移到应用层面；美国拥有数量最多的杰出人工

智能科学家，并且吸引了大量其他国家的人工智能

人才流入，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工智能人才外流问题

日益严重；人工智能精英之间的联系高度集中在协

作网络中。王婷婷等 [20] 结合国内外人工智能人才

战略规划，从基础研究人才、技术研发人才和应用

人才的培育需求方面，提出中国人工智能人才培养

体系框架。王双等 [21] 利用履历分析和社会网络分

析方法 , 对图灵奖人工智能领域获奖者的履历和学

术产出开展实证研究 , 探讨了科技人才成长的规律。

高子平 [22] 在产业层面，通过信息采集与实证调查 ,

分析了上海浦东新区人工智能人才队伍的基本特征

及面临的问题与诉求。范漪萍等 [23] 围绕北京人工

智能产业发展现状，分析了北京人工智能产业发展

的人才需求，并提出精准引才的对策建议。

许多机构发布的人工智能研究报告也对人工

智能的人才情况进行了分析。如中国的人工智能人

才拥有量仅次于美国，高校和科研机构是人工智能

人才的主要载体 [24]；中国人工智能学术人才储备

相对充足，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学者开始流入产业

界开展技术或工程创新 [25]；中国人工智能高水平

人才不足美国的 1/10，产业界重点领域人工智能人

才短缺，企业领军人才以海归华人为主，本土培育

的高水平人才严重缺乏等 [25]。其中，北京在人工

智能人才方面的优势地位也得到了广泛认可，北京

人工智能基础研究人才不论从数量还是质量上看，

都在国内处于领先的位置。如北京市人工智能人才

投入量名列全国第一，江苏第二；各省市人工智

能人才学术差距不显著，北京市居第一，上海市

居第二 [24]。 

总体而言，针对基础研究人才的已有研究多以

“诺贝尔奖获得者”“高被引学者”“领域核心作

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等作为研究

对象，主要关注这些高端人才的队伍建设、成长、

结构分布、评价等方面。对人工智能人才的研究主

要聚焦在人工智能人才的培养、人工智能产业人才

现状等方面，或是利用文献计量学和履历分析等方

法，研究人工智能人才的协作网络、流动轨迹等。

本文以北京人工智能基础研究人才群体作为研究对

象，利用文献计量等方法，在分析北京人工智能基

础研究人才总体情况的基础上，进一步基于高产和

高被引论文遴选出以核心作者为代表的人工智能基

础研究人才，对这些人才的群体结构、机构分布和

研究主题进行分析研究，以期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

北京人工智能基础研究人才的情况。

2　研究方法与数据

对基础研究人才的研究，在研究对象的遴选上

大多基于与科学论文相关指标，如高被引学者 [10, 11]、

基础研究人才群体名单 [13, 14] 和领域专家推荐名单 [15]

等。《中国统计年鉴（2019）》中也强调，基础研究

“成果以科学论文和科学著作为主要形式”。因此，

借鉴已有的研究，本文从发表科学论文作者的角度

去界定和遴选人工智能基础研究人才。在综合调研

人工智能领域学术论文发表情况的基础上，本文选

取 2019 年 4 月发布的《中国计算机学会推荐国际学

术会议和期刊目录》（以下简称《目录》）中的人

工智能领域的期刊和会议文献作为文献源。该《目

录》由中国计算机学会（CCF）学术工委主持并组织

中国计算机学会相关领域的专家完成，它既考虑了

会议和刊物的影响力，也考虑了不同领域间的平衡，

能在其中发表论文的作者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其学

术影响力。数据检索与遴选过程如图 1 所示。

·研究与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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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以上、被引量 25 次及以上的作者作为核心作者，

共有 329 人。

（4）收集履历数据。通过文献、搜索引擎、

科学家主页、机构官网等途径获取研究对象的履

历信息。329 名核心作者履历数据最后确认了性别

的有 285 人、博士毕业时间的有 275 人。将这些

数据信息输入到统一格式的数据表之后，并逐条

人工编码，形成如表 1 所示的北京 AI 基础研究核

心作者履历数据表。

基于收集的履历数据，本文将主要从人才的

群体结构、机构分布和研究领域三个大维度，综

合运用文献计量分析、统计分析、社会网络分析

等方法，对北京人工智能基础研究人才进行分析

研究。

首先，基于机构发文量，从“量”的维度对

北京人工智能领域基础研究的研究机构进行总体

分析：这些机构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学科优势是什

么，以及这种优势是否出现梯度分层。

其次，聚焦核心作者，通过分析他们的性别

结构和职业年龄结构，了解其结构特征；另一方面，

通过他们的机构分布，从“质”的维度分析哪些

机构有更强的研究力量和后发潜力，以及是否存

在“二八定律”的分布现象。

图 1　数据获取及处理流程图

（1）数据检索。基于《目录》人工智能领域

中推荐的期刊和会议名称，从 Web of Science 数据

库中检索获取文献数据。检索时间是 2020 年 1 月

27 日，限定的时间范围是 1990—2020 年，限定地

区是中国大陆，共检索到文献 49 800 篇。

（2）数据清洗。对检索到的 49 800 篇文献，

去除综述、评论等其他类型文献，为了控制后续

履历分析的数据量级，所以选取 2010—2019 年第

一作者机构属于北京的文献，共 6 514 篇。之后，

对 6 514 篇文献的第一作者姓名手工去重，得到      

3 793 名作者。

（3）核心作者遴选。基于普赖斯定律，对

获 得 的 3 793 名 作 者 从 发 文 量 和 被 引 量 两 个 维

度 [26] 计算核心作者范围阈值。其计算方式如公式

（1）（2）：

K(p)=0.749√Max(p)                                        （1）     

K(q)=0.749√Max(q)                                        （2）       

K(p) 表示核心作者的最低发文量，即发文量

不少于 K(p) 的作者才能够成为核心作者，Max(p)

表示发文量最多的作者所发表的文献量；K(q) 表

示核心作者的最低被引量，即被引量不少于 K(q)

的作者才能够成为核心作者，Max(q) 表示被引量

最高的作者的被引量。经计算，最后将发文量 3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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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次，基于第一作者属于北京的论文，利用关

键词共现、社会网络分析等方法，对这些论文的研

究主题进行分析，以更深入地了解北京人工智能基

础研究人才在人工智能领域的主要研究方向。

3　结果分析

基于上述方法遴选出发表机构属于北京的       

6 514 篇文献，以及发文机构属于北京的第一作者    

3 793 名。为了从中再挑选出较活跃、高贡献和高

影响力的代表作者进行分析研究，基于普赖斯定律

确认了 329 名核心作者。下文将结合数理统计及文

献计量学相关方法，基于发文量、作者机构、机构

发文量、职业年龄等数据，从北京人工智能领域基

础研究核心作者结构特征、作者机构分布及研究主

题三方面展开研究，以探析北京人工智能基础研究

是“什么样的学者”“在哪”“研究什么”的问题。

其中，“发文量”是指该作者于 2010—2019 年在

《目录》人工智能领域期刊和会议论文中以第一作

者身份发表文献的数量之和；“作者机构”是指作

者发文时所在的机构；“机构发文量”是指这部分

论文第一作者所属机构的计数之和；“职业年龄”[27]

是指从作者获得博士学位的时间算起的职业生涯年

龄。

3.1　北京人工智能领域基础研究核心作者结构

为进一步了解北京人工智能基础研究人才的

情况，下文基于所遴选出来的 329 名核心作者的相

关履历信息，从性别结构、职业年龄结构和所属机

构等方面进行了进一步分析。

3.1.1　性别结构

对 329 名核心作者进行履历调查，最终确定

了 285 名作者的性别。如图 2 所示，其中男性 244 人，

占 85.61%， 女 性 41 人， 占 14.39%。 与 加 拿 大

Element 人 工 智 能 公 司 2019 年 发 布 的《2019 年

全球人工智能人才报告》（Global AI talent report 

2019）[28] 中全球 21 个顶级人工智能学术会议女性

作者大约占 18% 的比例相比，北京人工智能基础

研究核心作者的女性比例还是偏低。

·研究与探讨·

图 2　核心作者性别结构图

男性
86%

女性
14%

基本信息 教育信息

编号 英文姓名 中文姓名 性别 博士就读机构 博士毕业时间

1 Li Ming 李明 男 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 2011 年

工作经历

首职时间 首职机构 现职时间 现职机构 其他就职时间和机构

2011 年 美国罗德岛大学 2015 年 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 无

表 1　北京 AI 基础研究核心作者履历数据表字段信息

3.1.2　职业年龄结构

在 329 名核心作者中，最终确认了 275 名作

者的博士毕业时间，并计算出相应的职业年龄。

职业年龄为“1”表示该作者获得博士学位已有 1 年，

以此类推。如图 3 所示，北京人工智能基础研究

核心作者职业年龄 6~10 年的最多，有 98 人，其

次为职业年龄 0~5 年的，有 83 人。故北京人工智

能基础研究核心作者有超过 6 成职业年龄分布在

0~10 年，将近 3 成的职业年龄分布在 11~20 年。

如果平均博士毕业年龄按 30 岁算，即北京人工智

能基础研究核心作者超过 9 成是 30~50 岁的中青

年学者，其中以青年为主力军。这与全球人工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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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领域活跃顶级学者超过 6 成为 30~50 岁的结果

近似 [1]。

3.2　北京人工智能领域基础研究核心作者机构分

　　 布
从核心作者机构分布比例结构来看，329 位核

心作者分别就职于 38 家机构，如图 4 所示，23.4%

属于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13.98% 属于清华大学，

10.03% 属于北京大学，8.81% 属于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排名前 4 位的机构核心作者拥有量之和占

比已过半（56%），前 10 位的过 8 成，即 20% 的

机构拥有 80% 的核心作者，体现了“二八定律”。

这些机构在 AI 领域发展和学科建设方面的规

划各有侧重，但发展速度不同，有历史积累的机

构相对发展更平稳，如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该

所是我国最早成立的自动化研究机构和最早开展

类脑智能研究的研究机构，并设有包括模式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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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点实验室、复杂系统管理与控制国家重点实

验室等科研部门 [29]，上世纪 90 年代就率先布局了

AI 研究，2010 年起又率先布局了类脑智能研究，

在生物特征识别、机器学习、视觉计算、自然语言

处理、智能机器人和智能芯片等领域取得丰富的研

究成果。

高校是人工智能发展和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

截至 2019 年 1 月底，我国已有 59 所高校成立了人

工智能学院或人工智能研究院 [30]，所以高校在学

术和人才资源等方面具有先天优势，高校的发文

增量更加明显。例如，清华大学电子工程系早在

1979 年就开设了《人工智能导论》课，是国内高

校开设最早的 AI 课程之一；上世纪 80 年代末，清

华大学计算机系人工智能方向组建了“智能技术与

系统”国家重点实验室，即著名的“人智所”；图

灵奖得主姚期智院士是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堂班教

授，同时还是清华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清华大学

人工智能研究院的院长则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家

张钹院士。北京大学在 1988 年就成立了视觉与听

觉信息处理国家重点实验室，它是北大第一个国家

重点实验室；2003 年北大又率先成立了“智能科

学与技术”本科专业，主要从事机器感知、智能机

器人、智能信息处理和机器学习等交叉学科领域的

学习。长期的积累加资源优势，使得学科发展速度

立竿见影，特别是清华，2018—2019 年，其 AI 课

程注册人数比 2012 年增加了近 16 倍 [31]。

从机构性质角度来看（见图 5），329 位核心

作者中，65% 属于高校，32% 属于科研院所，仅 3%

属于企业。这与全球人工智能人才所属机构类型的

分布比例类似 [24]。值得注意的是，9 位属于企业的

作者中有 8 位都就职于外企（其中 6 位都属于微软

亚洲研究院），仅 1 位来自国内互联网公司百度。 

虽然北京已成为全球人工智能企业数量最多的城

市 [24]，然而从高产作者、高被引作者、核心作者

分布数据来看，北京基础研究人才主要分布在高校

和科研院所，企业基础研究人才投入少。

3.3　北京人工智能基础研究人才的研究主题及热

　　 点
为了进一步了解北京基础研究人才研究主题

的变化情况，本文提取了 6 514 篇北京基础研究人

才发表论文的关键词，并将其按 2010—2014 年和

2015—2019 年两个阶段进行了划分，分别进行了

词频分析和高频关键词的共现分析。

3.3.1　关键词词频分析  

对 6 514 篇文献中的关键词按频次排序进行统

计，发现两个阶段高频关键词类似，但是第二阶

段比第一阶段研究主题范围稍广。第一阶段排名

靠前的关键词有：Face Recognition（面部识别）、

Support Vector Machine（基本概念支持向量机）、

Neural Networks（ 人 工 神 经 网 络）、Classification

（分类问题）、Adaptive Dynamic Programming（自

适应动态规划）、Feature Selection（特征选择），

这些关键词主要和计算机视觉与图像、机器学

习、底层模型 3 个领域有关。第二阶段排名靠前

的 关 键 词 有：Deep Learning（ 深 度 学 习）、Face 

Recognition（ 面 部 识 别）、Classification（ 分 类 问

题）、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卷积神经网络）、

Feature Selection（ 特 征 选 择 ）、Support Vector 

Machine（基本概念支持向量机）、Neural Networks

（人工神经网络）、Extreme Learning Machine（极

限学习机器）等，这些关键词的涉及领域主要和机

器学习、计算机视觉与图像、自然语言处理、底层

模型 4 个领域相关。

3.3.2　高频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共现网络分析可以分析归纳出学科的

研究热点、结构与范式 [32]。在分阶段词频统计的

基础上，选取词频≥ 10 的高频关键词进行共现分

析，利用 Ucinet 软件对共词矩阵进行可视化，如图 6、

图 7 所示。图中节点的大小代表不同的度（Degree），

即与该节点相连线的条数；节点间线段的粗细则代

表了节点间的关联强度。 

·研究与探讨·

图 5　核心作者所属机构性质分布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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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2015—2019 年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

 ◇冯琬婧，徐　峰：北京市人工智能基础研究人才特征分析

图 6　2010—2014 年高频关键词共现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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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数中心度是研究网络图中节点影响力的重

要指标，分为绝对度数中心度和相对度数中心度，

“相对度数中心度”可以解决不同规模的网络图中

点的局部中心度不可比较的问题 [33]。表 2 即是利

用 Ucinet 进行网络中心度分析，生成点的度数中

心度统计表。因为 2010—2014 年和 2015—2019 年

的共现网络图规模不一致，用“相对度数中心度”

更适合对比这两阶段的中心度。

保留两阶段相对度数中心度大于 4 的高频关

键词，结果见表 2。虽然 2015—2019 年的高频关

键词共现网络规模更大（见图 7），词频排序统

计时高频词也明显多于 2010—2014 年的，但是经

过相对度数中心度计算，发现 2015—2019 年有影

响力的高频关键词反而不如 2010—2014 年的多。

2010—2014 年的相对度数中心度大于 4 的高频关

键词有 Support Vector Machine（基本概念支持向量

机）、Classification（分类问题）、Face Recognition

（ 面 部 识 别 ）、Adaptive Dynamic Programming

（ 自 适 应 动 态 规 划）、Neural Networks（ 神 经 网

络 ）、Dimensionality Reduction（ 降 维 ）、Sparse 

Representation（稀疏表示）、Machine Learning（机

器学习），这些关键词主要和机器学习、计算机视

觉与图像、自然语言处理、神经网络等领域有关；

2015—2019 年的相对度数中心度大于 4 的高频关

键 词 有，Deep Learning （ 深 度 学 习）、Adaptive 

Critic Designs（ 自 适 应 评 价 设 计 ）、Dynamic 

Programming（ 动 态 规 划 ）、Adaptive Dynamic 

Programming （自适应动态规划）、Optimal Control（最

优控制），这些关键词则主要与机器学习相关。间

接说明近些年北京人工智能学者对机器学习的研究

更加聚焦和深入了。

机器学习是当今人工智能领域的热门话题，而

·研究与探讨·

表 2　高频关键词的度数中心度

2010—2014 年高频关键词度数中心度 2015—2019 年高频关键词度数中心度

关键词 绝对度数中心度 相对度数中心度 关键词 绝对度数中心度 相对度数中心度

Support Vector Machine 17.000 8.586 Deep Learning 49.000 7.040

Classification 13.000 6.566 Adaptive Critic Designs 39.000 5.603

Face Recognition 11.000 5.556 Dynamic Programming 33.000 4.741

Adaptive Dynamic 11.000 5.556
Adaptive Dynamic 

Programming
33.000 4.741

Neural Networks 9.000 4.545 Optimal Control 28.000 4.023

Dimensionality Reduction 8.000 4.040

Sparse Representation 8.000 4.040

Machine Learning 8.000 4.040

深度学习则是近 10 年机器学习领域发展最快的一

个分支。《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报告 2018》[24] 也显示，

近年全球高水平人工智能论文关注深度学习（Deep 

Learning）、神经网络（Neural Network）、自适应

控制（Adaptive Control）、优化（Optimization）等

多个方向，图灵奖得主约书亚·本吉奥（Yoshua 

Bengio）在神经信息处理系统大会（NeuIPS 2019）上

的 报 告“From System 1 Deep Learning to System 2 

Deep Learning”也讨论了深度学习发展的方向 [34]。

大数据 + 深度学习正在成为当前人工智能各领域研

究的最重要范式，也是当前人工智能产业化的主要

驱动力量 [35]。可见北京人工智能学者研究主题在

一定程度上符合国际人工智能的研究方向。

4　总结与思考

本文基于 2010—2019 年在《目录》人工智能

领域期刊会议上发表论文的北京作者，对这些作者

的机构分布、研究主题，以及其中遴选出的核心作

者的履历进行了计量分析，发现北京人工智能领域

基础研究人才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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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在核心作者性别结构方面，北京 AI 基

础研究核心作者的性别分布仍以男性为主。其中男

性占比 88%，女性比例仅 14%。但相比科研领域女

性学者的总体比例而言，女性学者在人工智能领域

相对更加活跃。2020 年 3 月 8 日，清华大学 - 中国

工程院知识智能联合研究中心、清华大学人工智能

研究院与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发布的人工智能

全球女性榜单（Women in AI）[36]，显示“AI 2000 最

具影响力学者”[37] 中女性学者的整体比例仅为 9.7%。

而具体到国家层面而言，中国入选榜单的学者中，

女性仅占 6.9%，低于 9.7% 的国际基准线。这一现

象也间接说明了，我国女性科技人才的“高位缺席”

现象，即在高端科学家、科技领军队伍中，越往象

牙塔的顶端，女性越少 [38]。这个现象受社会文化、

用人机制、个人偏好等多种因素影响，需要相关的

政策支持，以进一步促进女性科技人才的发展。

其次，在职业年龄结构方面，北京 AI 基础研

究核心作者以 30~50 岁的中青年学者为主，发展潜

力较大。如果平均博士毕业年龄按 30 岁算，即北

京 AI 基础研究核心作者超过九成是 30~50 岁的中

青年学者，其中以青年为主力军。不同于其它学科，

AI 青年学者的学科影响力并不“轻”。以北京 AI

基础研究核心作者被引量最高的“80 后”学者何

恺明为例，他同时位于“AI 2000 最具影响力学者”

之“计算机视觉”领域和“机器学习”领域的榜单

第一和榜单第二十。他目前就职于 Facebook AI 研

究院，从“高考满分状元”到计算机视觉领域国际

顶级会议 CVPR 最佳论文奖“首位华人得主”，他

提出的 ResNet 和 Faster R-CNN 直接颠覆了整个计

算机视觉和机器学习领域。

再次，在核心作者机构分布方面，中科院自动

化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

核心作者拥有量之和占比已过半（56%），而核心

作者拥有量居前 10 位的机构，拥有了超过 80% 的

核心作者，优势累计现象 [39] 明显。其实在科学社

会中，优势累积现象并不少见，如在 1901—1999 年

获得诺贝尔奖最多的 20 家科研机构中，60% 位于

美国 [40]；我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中，“重点”“杰

青”项目与“面上”“青年”项目相比，优势累积

现象更明显 [41]。所以，预计未来北京人工智能基

础研究领域的人才分层会更加突显。另一方面，北

京企业核心作者占比低，这也间接说明，北京企业

的人工智能人才可能更多地投入于实验发展和应用

研究，因为它能短期就为企业带来实际可见的利益。

对比其他发达国家地区，除了伦敦 98% 的高质量

论文作者分布在高校之外，硅谷、纽约和东京分布

在企业的高质量论文作者比例相对较高 [23]。所以

应尽快推进促进高校和科研机构人工智能基础研究

人才与企业人才之间的流动“旋转门”机制，促进

人才的有效流动。

最后，北京人工智能学者的研究主题在一定程

度上符合国际人工智能研究方向。北京基础研究人

才聚焦的深度学习、神经网络、自适应控制、优化

等方向均是当前人工智能领域的研究热点。

本文的分析可以从一定程度上展示当前北京

人工智能领域基础人才的基本情况，将有助于探索

进一步推动北京人工智能基础人才发展的相关举

措，如促进高校和科研机构与企业间人才的流动，

鼓励更多企业开展人工智能基础研究，以更好地推

动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发展等。当然，本文的研究也

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方面，由于本文主要利用文

献计量方法遴选基础人才，没有行业专家的参与，

所以可能会导致研究对象缺少行业代表性，特别是

产业界人工智能基础研究人才部分；另一方面，在

研究主题方面仅以关键词为分析单元进行了研究主

题的分析，数据的覆盖面尚不全面。后续，将进一

步扩充数据来源，进一步分析挖掘人才的履历信息，

以期更加系统地了解我国人工智能基础研究人才的

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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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design of inter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ooperation (ISTC) policy analysis 
model and method, this paper cross-analyzes the ISTC elements of 96 policy documents issued in the 13th five-
year period, summarizes the types,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main contents of China’s ISTC polices, and 
then puts forwar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the formulation of China’s ISTC strategy in next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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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area for the develop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China, Beijing has the most 
abundant AI talent resources in China. This paper, taking the AI talents in Beijing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ims to 
reveal the status quo of domestic talents teams for basic AI research through analyzing their structures. In this 
paper, the bibliometric method was used to select the core talents of basic research in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ield in Beijing, and their papers, core-author structures and research topics were analyzed and studied.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ed that most of the basic research talent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Beijing are concentrated 
in universities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institutes, and there are few basic talents in enterprises; they are mainly 
young and middle-aged males aged 30-50; and they mainly focus on research topics such as deep learning, neural 
network, adaptive control, optimization,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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