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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深圳大学土木与交
通工程学院院长陈湘生作《中国内地基础
设施建设发展现状与趋势》主题报告，报
告围绕内地城市地下空间、城市轨道交
通、公路交通、铁路交通（含高速铁路）、机
场、各类隧道工程与桥梁工程、数智赋能
等基础设施建设发展现状进行详尽介
绍。截至 2022 年年底，中国内地已建成
城市地下空间总面积 2700 平方千米；中
国内地已建成城市轨道交通总里程 9584
公里；中国内地铁路营业里程达到15.5万
公里，其中高铁4.2万公里；中国内地已建
成普通公路总里程 517.3万千米、国家高
速公路已建成 17.7万千米。中国内地已

建成公路隧道约 27000千米、铁路隧道约
22000千米。随着“双碳战略”等生态环保
要求，内地基础设施建设开始“由量到质”
的转变。目前，土地修复、荒漠复绿、矿区
修复，尤其是新能源如水力发电大坝、风
力发电、地热利用、固废资源化利用等减
碳型基础设施正在大力发展中。

陈湘生表示，中国大陆基础设施建设
正在从大规建设走向绿色、减碳、韧性建
设，尤其在绿色和近零碳排放能源利用方
面，正引领世界能源利用发展模式的转
变。这类新模式正在“一带一路”的基础
设施建设中广泛应用，为人类命运共同体
做出中国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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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科技人才是推动人类文明和
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肩负着工程科技
进步和创新创业创造的重要使命。当
前，粤港澳大湾区工程科技人才群星璀
璨，在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建设主战场
中发挥着不可替代作用。为更好团结
粤港澳大湾区工程组织，汇聚工程界力
量，服务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助力中国
式现代化建设，广东省科学技术协会、
广东省工程师学会、香港工程师学会、
香港工程科学院、澳门科学技术协进
会、澳门工程师学会联合发起成立粤港
澳大湾区工程师联合体倡议。成立粤
港澳大湾区工程师联合体旨在：

1. 服务工程科技人才实现价值。
加强工程师价值引领，涵养工程师职业
精神，促进工程师职业发展和价值实
现，推动构建大湾区高水平工程师培
养、评价、举荐和服务体系，加强青年工
程师人才培养，促进工程师积极参与湾
区建设和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2. 致力工程科技领域学术交流。
凝聚粤港澳大湾区工程技术领域的专
业力量，搭建共商共建共治共享的工程
科技领域学术交流平台，围绕工程科技
创新、制度创新、专业标准、成果转化、
人才培养等常态化组织开展学术交流
互鉴。

3. 致力工程科技产学研协同创
新。围绕粤港澳大湾区、深圳先行示范
区“双区”和横琴、前海、南沙三大平台
建设，深化工程科技领域产学研融合、
技术成果推广应用，推动内地及港澳工
程科技界深度合作，不断增进跨专业、
跨领域、跨地域的协同创新能力。

4. 参与工程科技领域国际合作。
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工程组织联通国际
的组织资源优势，积极对接中国工程师
联合体，加强与国际、区域和国别的工
程组织交流合作，提升大湾区工程师职
业化、国际化水平，推进大湾区工程师
资格互认、工程师国际互认，促进工程
科技人才区域流动，为共建“一带一路”
提供工程科技人才支撑。

潮平两岸阔，扬帆正当时。在此诚
邀粤港澳工程科技组织共建粤港澳大
湾区工程师联合体，携手共创大湾区美
好未来！

倡议发起成立粤港澳
大湾区工程师联合体

为深化内地与港澳工程界合作，
促进三地工程师交流互鉴，推动港澳
青年工程师切身感受国家现代化建设
的伟大成就，更好地凝聚青年工程科
技人才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中国工程
师联合体拟启动港澳青年工程师内地
交流计划。

交流计划拟从2024年开始实施，
每年举办 2 期，每期 1 周时间 30 人左
右，分别由香港、澳门工程科技领域机
构推荐。活动包括专家报告、大咖面对
面、企业考察、工程参观、同行交流、心
得分享等内容。

交流计划由中国工程师联合体、
中国科技人才学院联合主办，有关全
国学会和企业共同参加组织实施。

华南理工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
院院长、澳门科学技术协进会顾问陈俊
龙作《人工智能的发展趋势及 ChatGPT
应用的探讨》主题报告。陈俊龙认为，信
息技术自2009年起经历了众多创新性变
革，这些变革带来了人工智能第三次浪
潮——算力与数据的涌现。“东数西算”
战略之下，算力网络建设是应有之义，但
算力网络建设面临并网和调度两大困
难。对此，他从四方面提出建议：一是加
强跨平台编译优化研究建设；二是加强
国产超算 HPDA 系统的软件研发；三是
定义自主AI产品（如国产AI芯片和学习

框架），出台措施鼓励行业加速使用；四
是加强HPC、AI、大数据三类计算系统的
融合研究。面对海量应用场景和需求产
生的海量“东数”，能适用多种任务的AI
大模型亟待研究。同样，AI大模型的学
习和推理需要海量的数据和巨大的计算
资源，“东数西算”工程可为其提供强大
算力支撑。

陈俊龙还介绍了从决策式AI到生成
式AI技术与应用迎来的跨越式发展，并
深入探讨了 ChatGPT 的发展历程、算力
和经济账、四大学习阶段、应用场景和正
负面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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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工程科学院院士、高级副院长
颜庆云作《工程领域产学研融合与先进
技术成果推广应用》主题报告。颜庆云
基于从论文到应用，应用到论文的思维
逻辑，指出大学作为产学研的主阵地，应
长期坚持完全创新的基础研究, 注重与业
界合作开发应用商品化机会。他认为政府
部门带动的民生应用项目也可以带来高质
量的学术研究，并强调香港要与内地积极
开展合作，在创新科技方面加大力度吸
引国际人才来港学习和工作。

对于如何推动产学研融合，颜庆云
表示在产学研融合中，要着重关注大学

和业界在其中的角色定位，对此他提出
应考虑扩大衡量大学的 KPI，鼓励优先采
用本地的研发成果。对于业界他表示许
多海外学者只视香港为金融、医疗中心，
对香港、内地的科研优势缺乏了解, 忽略
了香港科研、产业机构在符合国家利益/
需求的项目上可以发挥的作用。基于
此，应将资助重心放在更多符合国家利
益/需求的项目上。而政府作为其中的关
键部分，应加强支持创科生态系统的基
础建设,多推动应用研究项目，引导教授
解决有实际需要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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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现场。

港澳青年工程师
内地交流计划

扫
码
了
解
论
坛
更
多
内
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