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 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

加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的民盟、民

进、教育界委员时强调，实现科技自主

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良性互动，教育要

进一步发挥先导性、基础性支撑作用。

青年科技人才是科技创新的“造血

干细胞”，其培养质量直接关系科技自

立自强的根基。就医学领域而言，医学

教育水平关乎人民健康。当前，随着人

民群众健康需求的日益增长和大数据、

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新兴技术的崛起，

深化医学教育改革创新、优化医学人才

结构层次显得尤为迫切。今年全国两会

期间，“教育”“科技”更是成为热词。

据调查，截至 2023年末，中国执

业（助理）医师人数为 478.2万。中国人

均医师数量已超过中等收入国家水

平，但与高收入国家仍存在差距。医学

教育是培养医学创新人才的摇篮。医

学教育中系统的课程设置、实践教学

和科研训练，能够培养学生的创新思

维和探索精神，为医学创新奠定人才

基础。具体而言，只有掌握扎实的医学

理论知识，了解人体的结构与功能、疾

病的发生发展机制等，才能更好地发

现问题，推动基础研究与临床研究的开展，获得创新

性研究突破或解决方案。

科技的每一次创新，都会在医学领域泛起波澜甚

至掀起巨浪，正如当前DeepSeek、Manus等一众AI大

模型的风靡。实现医学科技自主创新和人才自主培养

良性互动，不仅需要医学教育支撑医学创新，更需要科

技创新反哺医学教育，推动医学知识和技术的更新换

代，拓展医学的边界和医学教育的目标。例如，促进工

程学科与生物、心理、遗传、医药等多学科大跨度融合，

开设大数据分析、手术机器人技术与应用、医学成像技

术与应用等智能医学交叉课程，超前布局适应未来发

展的大健康领域新兴学科等。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

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

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走好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

养之路，筑牢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人才之基，是时代赋予高等教育的重大使命，

也是中国医学引领世界的“源头活水”。因此，我国医

学教育应充分结合时代发展趋势，体现“大健康”理念

和新科技革命内涵，实现科技自主创新与人才自主培

养的良性互动，从而形成医学人才辈出、人尽其才、才

尽其用的生动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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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代表：重视复合型
医学拔尖创新人才培养02

张学建议由教育部牵

头、相关部门配合，统筹规划

设计 MD+PhD 双博士学位

教育模式，开创面向我国未

来医学发展的高层次拔尖创

新人才培养体系，助力教育

强国、健康中国建设。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人工智能（AI）成为代表委员

们热议的焦点。

在医疗健康领域，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AI 正逐

步从实验室走向临床一线，重塑诊疗模式、优化医疗

资源分配，甚至推动医学研究范式革新。然而，这场

技术革命也伴随着数据安全、伦理风险、技术可靠性

等多重挑战。如何把握机遇、化解风险，让 AI 真正成

为普惠医患的“新质生产力”，成为社会各界共同关

注的议题。

从代表委员们的建议中不难看出，AI 在医疗领

域的应用场景已日趋多元。同时，今年讨论的重点既

包括“技术可行性”，也包括“治理体系构建”。多位代

表委员呼吁，加快完善 AI 医疗的法规标准体系，建立

权责明晰的监管机制，并通过“医工交叉”培养复合型

人才。此外，构建开放共享的医疗数据平台、强化技术

伦理审查、防止算法歧视等建议，也体现了对技术“向

善性”的深层思考。

作为医疗与科技融合的前沿阵地，AI 医疗的发展

既需要政策引导与制度保障，也离不开产学研用的协

同创新。本期，编辑部系统梳理了两会代表委员的核

心观点，以探讨 AI 如何以“有温度的智慧”赋能医疗

健康事业，从而真正成为推进“健康中国 2030”与“数

字中国”战略的重要引擎，让科技进步的福祉惠及每

一个生命。 （详见 4～5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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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整合异种器官移植研

究方面有丰富经验和丰硕成

果的科研机构及团队，开展

多中心多团队协同攻关，设

立国家级异种器官移植研究

平台，形成我国自主的异种

器官移植研究体系。

印遇龙代表：推动我国异种
器官移植研究迈向新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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