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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张志华老师是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概率统计系和统计中心教授。曾先后任

教于浙江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任计算机科学教授。主要从事机器学习、统

计和数值计算的交叉学科研究。本次访谈由“统计之都”组织。其中，常象

宇等主笔采访大纲，孔令仁、聂宇舟、梁杰昊、向悦、王小宁、魏太云于

2022 年 1 月 8 日下午对张志华老师进行面对面采访，常象宇线上接入。为了

方便读者阅读，在文字中加了小标题，下面是访谈正文。访谈内容纯属个人

观点，不代表任何机构和组织。

孤峰顶上求大道，红尘浪里去乾坤 
张志华教授访谈

  统计之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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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上交到北大，从计算机到统计

统计之都：张老师您好，很荣幸再次采访您。上次采访您的时候是 2015 年

（COS 访谈第十九期：张志华教授），那时您还在上海交通大学工作。您

2018 年从上交计算机系离开，到北大数学科学学院工作，在很多人看来跨度

还是很大的。是什么促使您调到北大工作，并进入概率统计系呢？

张志华：谢谢统计之都采访！是你们上次的采访把我介绍给中国统计界，让我

也有了点小名气。从上交到北大因素比较多，我个人考虑主要有：第一，当时在

上海交大计算机系任教时，有经费考核要求，每个教授每年需要完成一定额度的

经费。然而我不太善于社交，申请项目经费能力比较差，不太适应这种比较有狼

性的文化。第二，我曾经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有学习与工作经历。由于我的合

作导师 Michael Jordan 同时是计算机和统计的教授，当时安排我先在计算机系一

年，后来又在统计系一年，那个经历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所以我回到国内工作

的时候，特别是在浙大和上交工作的时候，虽然我在计算机系，也非常积极地参

与两所学校统计学科建设。当时在浙大参与了统计中心的成立，在交大的时候也

申请并获批了统计专业的博士生导师。不过，这些都比较务虚。比如在上交由于

名额限制，没有指导过统计专业的学生。所以后来有机会到北大统计，选择也是

自然而然的，我自己对加入统计还是比较期待的。我还是希望统计和计算机同时

有正式职位，这对我和我学生会更有帮助，但国内没有这种合聘机制。第三，我

个人的经历比较丰富，去过很多地方，在很多学校学习与工作过，所以对于这种

流动比较习惯，对于多去一个城市及学校感觉也挺好的，希望能多感受不同的文

化，接触不同风格同事和学生。其实，我计划今后写一本书，记录我待过的这些

学校和交往过的这些人，甚至书名已经想好了，叫做《我的大学，我的人生》。

统计之都：您感觉在上交计算机系与在北大概率统计系做研究有何差异呢？

张志华：因为我在上交和北大的时候已经是教授了，没有晋升压力，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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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太多的诉求。所以相对而言，差异没那么大，基本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

图去做事。而且我在这三所学校包括浙大，比较幸运在教课方面我也比较自由，

没有硬性地去安排教什么课，都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想法和意愿教课。虽然在

授课的自由度方面没有差异，但是文化上还是有所不同的。因为这是：北大 /

上海交大，统计 / 计算机科学。计算机的节奏快、有压力，研究方向更新快，

周围的人都是很有狼性，所以你也不能成为羊。反过来，北大统计是在数学

学院下，没有计算机的那种需要资源压力，但对于教课比较重视。我在课程

教学方面，在北大就比在上海交大和浙大要多一些。

统计之都：那么您觉得这两种风格各有什么优缺点吗？

张志华：这个问题很好。当时来北大之前，和 Michael Jordan 教授咨询过。他

说，计算机方面的高活跃度不等于是坏事情，因为这种研究可以比较快地迭代。

而统计慢一点也有好处，对于基础和理论能更从容地思考，可以做一些更长

远的研究。

统计之都：刚刚提到您的开课，在疫情前我们中的一些小伙伴也曾经去您的课

堂上蹭课。似乎您在北大开设的课程每次都不一样，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吗？

张志华：最早开设的是《数据科学中的统计方法》，这个课当时是因为一位

同事离职，我临时接手的。当时没有疫情其他学校还可以来旁听。之后开设

的是《贝叶斯统计》。北大统计一直有这门课但是之前没有老师教。我们都

知道统计有两个学派，频率和贝叶斯。国内可能做贝叶斯统计的学者比较少，

但是从机器学习的角度上来看，贝叶斯统计更贴近些。我到北大统计工作，

一定要有自己的特色，所以教贝叶斯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后来，《深度学习》比较流行，我学生刚好翻译了《深度学习》（作者是 Ian 

Goodfellow、Yoshua Bengio 和 Aaron Courville），所以学院建议我来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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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着我又开设了《强化学习》相关的课程。这两门课很火爆，给我带来了

北大数学之外的一些影响，有时走在北大校园路上会有学生过来打招呼。记

得有次和几位同事一起在食堂吃中午饭，当时在讨论什么样教学是好的，大

家认为获得学生认同就行。刚好我在排队买饭时候，一位陌生学生过来和我

打招呼，说是软件工程博士生，刚参加完博士毕业典礼马上要离校，修过深

度学习课，所以特意过来和我告别，还希望今后有机会能回校听我的课。所

以这个课很有成就感，但是也很累。期间我还应上海交大俞勇老师邀请，去

给 ACM 计算机试验班讲了一学期《强化学习》，每周四晚上去上海，周五上、

下午各教 2 节课，晚上回北京。之后还在中科院科学计算国家重点实验室教

了 2 周《强化学习》短暑课。所以那个学期感觉非常疲惫，对教课有点恐惧了。

数学老师教课相对比较注重系统、强调数学基础，而计算机的课比较直接、

重应用动手。其实计算机的学生很多也是想学点这种数学的东西的，所以数

据科学、计算机科学等专业选修人数比较多。这两门课程对于数学学院的贡

献没那么大，所以我还是要回归给统计作贡献才好。

于是我上学期（2021 年春学期）开了一门《统计思维》，也是希望能够对统

计课程做一点改革，是受计算机科学的《计算思维》启发。我觉得统计专业

课有点多了，是不是能少开些课，把统计的那些精髓的东西浓缩为两、三门课。

当时我是把基本的方法大致介绍了，以 Larry Wasserman 的《统计大全》（All 

of Statistics）那本书为基础，加上 Efron&Hastie 的《计算机时代的统计推断》

（Computer Age Statistical Inference）。开设的结果目前看来不是特别成功。

因为其他课都在开，你又教这门课，学生就会觉得内容重复了。不过我们统

计几位同事最近又讨论这门课，大家觉得课的想法还是很好的，现在是想把

统计思维放在低年级，计划讲一些统计的历史、文化，讲述一些统计方法的

思想给没有经过任何统计训练的学生，让他先了解一下统计的大致脉络。

我这个学期（2021 年秋学期）上的是高维概率，这个课我建议人民大学统计

学院等院系开。这个课是 2018 年的时候，我们看到了 Roman Vershynin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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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Dimensional Probability with Applications in Data Science 书，先让我

的研究生他们去读，他们都觉得非常好，非常有用。2020 年秋学期我讲了一

次。这门课北大数学学院的本科生和博士生反响应该还是比较好的，因为它

是概率、组合、机器学习、理论计算机和统计有关的一个基础课，又比较现代，

可以马上用于研究。我下学期（2022 年春学期）将开设《理论机器学习》，

这个是为博士生首次开设的，我现在正在找教学资料。

二、统计学和机器学习、人工智能

统计之都：您认为统计与机器学习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您是如何看待的？

张志华：我个人认为没有本质上的区别。而且现在很多人认为：机器学习是

现代统计学；机器学习是统计和计算机科学的一个交叉融合。当然两个学科

的出发点可能不一样，计算机没出现的时候，我们就有统计了，已经在做数

据分析了；而机器学习是伴随计算机发展而发展起来的，它最开始的目的是

让计算机具有学习能力，但是后来转变思路，要从数据里构造算法，然后基

于算法做预测或决策，这个目的和统计实际上是一样的，都是希望从数据中

产生价值，殊路同归。两者都需要计算技术和方法。但是因为学科的不同起源，

理论关注的角度有些不一样。统计可能更偏向于模型，常用分析的数学手段；

而计算机更强调的是计算，常用组合的数学手段。比如说计算机侧重研究的

是计算的复杂度、有效性；统计研究这个方法的时候，理论则强调相合性、

渐近正态性，但两者往往都用概率做工具。当然各自发展起来的理论相互都

应该兼容并收。

统计之都：您能给想做机器学习理论的同学一些建议吗？

张志华：要做机器学习理论方面的研究，一定要看偏理论的一些书籍，例如

高维概率、foundations of machine learning 等。做理论不要那么急，要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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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数学。博士生培养：提出问题、定义问题（包装问题 / 讲故事）、解决问题

等。可能由于我们文化背景不同，咱们中国学生在提出问题和定义问题方面

能力先天相对弱些。所以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在基础理论上比他人至少强半格。

这样别人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凭借好的理论基础很快跟进并改进结果，尝

试做出几个这种工作，后续自己自然而然也就会提出问题和定义问题了。理

论问题不像做工程，理论不需要帮手，不能寄希望于老师直接给问题，要多

读论文、多听报告、勤思考，然后自己找问题。

统计之都：我们还想了解一下，因为我们知道您为了推动机器学习在统计学

科的发展，去年年底在现场统计研究会中成立了机器学习分会，想请您讲一

下这个分会成立的历程，还有未来的发展目标。

张志华：2017 年底，郁彬老师来北大访问，她对于国内的统计和机器学习的发

展很关心。问我在北大待了一年多了，对于统计和机器学习在北大有什么贡献。

我说好像我还不太被认可，因为统计学界觉得机器学习属于计算机。她鼓励了

我一下，说 Michael Jordan（他原本在 MIT，后受 Breiman 强烈举荐引进到伯克利）

在美国花了近十年时间，我也需要再花十年。我说，再过十年我都该回家养老了，

既然国际上已经有了这样的一个共识，那么我们没必要从头再来。当时她比较

重视这个事情，所以后面在概率统计系座谈的时候和当时现场统计研究会的理

事长房祥忠老师说了这个事情，于是大家商量了一个措施，在研究会下面成立

一个机器学习分会。于是我在 2018 年春天就开始申请，一直到 2021 年 6 月获批。

当时我已经不抱希望了，可能大家还是不太认同机器学习。但是很幸运还是获

批了。分会计划今后每年针对博士研究生开设暑期基础前沿课程，比如今年我

们可以考虑讲高维概率论这门课，而明年讲高维统计。希望实现把推进机器学

习在统计学科发展这个使命交给你们这些年轻一代学者与学生的愿景。

统计之都：六年前的采访中，我们就聊到了大数据这个概念，那时候您就指

出了其只是现象，并非学科。而与六年前相比，更大的名词，数据科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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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智能、智能科学等纷纷涌现。您觉得它们是否为学科呢？

张志华：这些在宏观意义上来讲可以算作学科，但是对于本科生，统计和计

算机更加适合作为专业存在。无论是数据科学、人工智能还是智能科学等名词，

基本上都可以理解为统计和计算机的融合发展产物，有些领域计算机的成分

比统计要多，有些则统计的成分多于计算机。那么这些学科有没有带来新的

元素呢，我想还是有的，带来很多新研究问题和课题，特别是观念。传统的

统计学思想仍然有用，同时应该充分和现代的方法、技术结合起来，在现在

这些新的场景以及问题中发挥其更大的价值。当然统计和计算机科学也需要

因应数据科学和人工智能的发展做些课程修订和更新。

再具体谈人工智能。我们知道计算机有一个所谓的发展三阶段。第一个阶段

是怎么把计算机造出来；第二阶段是造的计算机如何更加高效；第三阶段则

是计算机如何能够在不同领域得以应用。那我们现在谈的人工智能实际上就

是计算机在各个领域的应用，所以说人工智能本质上就是处于计算机学科的

范畴，是其发展第三阶段体现。实际上统计也是一样的，现在需要找到各种

不同的领域来将之运用。因此我认为在本科阶段数据科学这些学科是更加适

合作为辅修专业存在的，比如对于物理、化学、材料等等这些专业的学生，

可以提供一个辅修数据科学的机会，让他们学习数据科学的这些方法以及应

用思路，来解决自己专业内的问题，就是非常合适的。而现在设置的数据科

学专业学到最后，就会发现实际上也还是在跟着统计的培养方案走或者在统

计和计算机之间拼接，没有特别新的课程。当然通过设置数据科学本科专业，

建立新的培养方案，以此促进统计专业的培养方案革新，像人大这样做也是

好的思路和举措。

我们发展学科不能刻舟求剑、缘木求鱼，应该多在内涵下功夫。数据科学

这个学科在本科教育阶段需要开一些新课把数据科学的基础先建立起来。

国外现在很多大学就是这样做的，最近出版一些很好的书，比如 H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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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mensional Probability、Mathematics of Data Science、Foundations of Data 

Science。他们已经走在我们前头了。

统计之都：2021 年，Alpha Fold 系列在生物学蛋白质结构预测上获得了巨大

成功。因此，最近学界出现了很多 AI for Science 的声音，您是如何看待这种

声音的？其中利用统计学、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知识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应该

如何开展？

张志华：这些成果的确让人兴奋。我们注意到现在这些进展大部分是由

Google、DeepMind 等公司做出的。一个学科的研究发展是有多种驱动模式

的：个人兴趣驱动、学科发展驱动、市场驱动、资本驱动等。相比于大型公

司，其研究由市场驱动、资本驱动，学校可能并没有那么多的资金和资源，

因此也许把精力更多地放在兴趣驱动和学科发展驱动这一层面是更好的选择，

同时着力培养高水平人才。DeepMind 聚集了一批世界顶级科学家，他们大都

是接受博士项目训练的，如果他们毕业于我们学校，我想我们大学就成功了。

从统计这个角度来说，AI for Science 这个技术思路并不新。例如，生物统计、

计量经济学等等其实就是一直在做这样的事情，AI for Science 目前来说也还

是在应用机器学习算法到某些科学领域。这个角度上来看，统计实际上是走

在前列了。

统计之都：最近，统计之都发起了纪念 Breiman 经典文献“Two Cultures”20

年的大讨论（Breiman 访谈录 |《统计建模：两种文化》20 周年纪念），并有很

多人去展望未来统计与数据科学的融合与发展，您是否愿意展望一下未来呢？

张志华：Breiman 的经历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他首先是概率学家，数学很好。

然后他有丰富社会实践的经验，做了十几年咨询，然后又回到伯克利当教授。

所以他可以做出那些成果出来，他写的书有理论，也有实用的算法。他是一

个纯粹人，是深度学习出现之前最伟大的机器学习专家。现在很多学校，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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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 CMU，Yale，UPENN 都把统计改成统计与数据科学系了。并不是说统计

过时了，统计肯定是要继续发展的，发展肯定是要有更新的。因此，统计我

觉得它还是个王牌学科，而数据科学的确为它带来了很多新的观念。

我去年在中国 R 大会上讲过一个报告，最后总结说了三句话。第一句话是说

中国的统计学一定要能够应对机器学习带来的机遇，如果没有很好地把握住

这个机会，那么中国的统计学就很难赶上世界一流的脚步；第二句话是，如

果中国的机器学习不去和统计做深入的融合，那么很可能还是仅仅停留在一

些应用领域，而很难在方法理论上做出很好的创新；第三句话则是如果中国

的机器学习和统计学发展不起来，那么想要从根本上突破我国人工智能领域

面临卡脖子困境可能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景。

三、本科生培养

统计之都：统计学科在数据科学这个方面应该如何设置自己的本科教育体系呢？

张志华：为了培养人才，我们国家比较流行采用拔尖实验班的方式，给予实

验班一些特殊的资源。但现在我更想谈的一种方式是设置两种培养体系，其

中一个教学内容更难，更加现代，让有能力的学生使用这样的培养体系；另

外一个则相对简单，适合大部分同学使用。这两套体系兼容，由同学们自行

选择。北大已经在做统计专业 A、B 两种培养方案。

然后总的来说，对于本科生培养有几点需要强调。首先是加强基础，对于统

计专业一般来说概率论、数理统计、随机过程这三门课是最为基础重要的，

所以需要把这几门的深度、广度、现代程度在本科生教育阶段进行加强，其

余的统计专业科目则可以弱化些或浓缩些，而加强一些计算课程，比如我

发现 Yale 数据科学项目负责人 Daniel A. Spielman 教授开设了计算与优化

（S&DS 631）非常现代。我和人大吕晓玲老师深入讨论过，我们觉得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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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开计算机系统导论。我刚才提到统计思维，就是设想能否通过两三门统计

课，把基本的统计思想、方法都覆盖了。如果今后继续从事统计研究和应用，

只要基础打牢了，统计一些知识学起来也不会太难。统计学不是有个非常著

名的“过拟合”现象吗？这说明过度训练不见得是好事。

统计之都：您可以具体说明一下教材的问题吗？

张志华：我们的教材一方面是陈旧，另一方面是较为碎片化。因为在我们国

家很多情况下写教材是为了评职称，然而相比来说国外的一些经典书目，作

者是为了能够写出传世作品，而且往往作者是这个领域的“大家”。

统计之都：您是怎么看待本科生科研这个问题的？

张志华：我曾经指导过浙大求是班、上海交大 ACM 班、清华姚班、北大图

灵班的学生本研，经历还是很丰富的。我认为本科生觉得教学内容有些陈旧，

希望能参与到研究课题是很正常的。我曾经带的本研学生，就是参加组会然

后读论文读书。在竞争还没有那么激烈的当时还是挺好的，大家通过本研的

方式接触到了真正科研当中有用的基础知识，了解到了前沿的内容思想；而

且可以了解到自己平时课堂上学的哪些知识是真的有用的，自己又欠缺哪些

知识，把被动的学习转化为主动学习，从而找到自己的研究兴趣，也可以扩

大自己的眼界，了解不同学校的科研情况并与自己的研究兴趣相结合，为自

己未来保研以及出国提供准备。

但是现在的本研风气，特别是有些领域，就完全以发论文为导向，学生和老

师都奔着这一致的目标。当然如果做本研时发现了一个很好的问题然后做出

来发了论文是很好的，发论文是个水到渠成的过程。我都听说有些 AP 同时带

一、二十个本科生科研，而学生同时找四、五个实验室做本研。老师方面找

人干活，学生是免费劳动力。这个事情变成类似生意了：顾客、老板、中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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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样俱全。我这里并不想去指责谁，只是把这个现象提出请大家正视。

统计之都：这种追求快速造文章的本研风气会对以后做真正研究有什么危害？

张志华：第一，可能对科研失去了敬畏之心。大家对科研总是应该有个敬畏

之心或者谨慎感。第二，科研习惯还有品味可能会被带偏。一个学生跟着做

本研肯定会受到合作老师的一些影响，比如在价值观和研究品味方面。就好

像一张白纸，已经被一个老师涂画过了。如果涂得好还行，如果涂得不好，

那对于今后博士生的老师就比较难受了，可能要花很多时间来改变研究品味，

也不一定能改好。第三，你天花板可能其实是很高的，你现在本研就跟着一

个热衷于灌水的老师，他就这一个高度和格局，他就把你挡住了。你看看世

界顶级名校有多少本科生会去做这个事情。

统计之都：对于以后有志于科研的学生您有什么建议？

张志华：一是要和老师多多交流，但老师和学生是平等的，老师说的话学生

也要有自己的判断，不能说什么就听什么。然后就是同学之间要形成良好的

氛围，大家一起，比如说我看到一本有意义的书，大家可以组织一个读书会。

每周大家一起过一下书内容，把书中难题讨论一下，这样子可以互相促进。

对于本科生，解决问题不是首位，最重要的是知识的积累。同时尝试找到可

以合作的志同道合朋友。

四、博士生培养

统计之都：国家的未来发展肯定需要更加多的人才，而博士成为了其中最为

重要的一股力量。您觉得除了我们谈的统计的本科教育，那么硕博阶段培养，

如果希望与数据科学，人工智能等研究相关，如何进行培养才是您理想中的

方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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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华：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个系统工程，肯定不是我可以考虑的事情。

作为一线导师，我觉得培养博士有三个维度：第一个就是给自己找帮手。我

现在做个课题项目，招一个博士生作帮手帮我干活。第二个维度，为这个学

科发展续香火。比如说我是统计教授，如果我们这代人退休了，但统计是要

继续发展的，那么要培养学科的接班人。第三，最重要的，是要为国家储备

人才。后两个维度其实和第一个维度不冲突。目前我们培养能干活的博士还

是有能力的。但是真正最顶级的博士，可能只有个别现象，应该还没有形成

像美国那样有规模、成体系的培养能力。原来我们可以依靠美国来帮我们培

养最顶级的人才，但现在我们经济发展到这个阶段肯定是不可以的。老百姓

不答应，咱们国家也不答应。一个国家能否有能力培养出世界一流的博士是

其成为发达国家的一个基本特征。我们那个时代读博士大多数人是为了改变

命运，现在国家经济发展起来了，我想至少很大一部分人不需要通过读博士

来改变命运或谋生存。不通过科研出人头地、追求财富，而是为兴趣、爱好

或使命。简单说，就是需要一批纯粹的学者形成一股纯粹学术力量。坊间流

传一句戏语，“中国传统文化精髓是由一帮纨绔子弟创造的”。

统计之都：时代变化是非常快的，而硕博的教育体系变化相对滞后。同时不

同的学生又处于不同发展学习阶段，所处的学校也不同。那么硕博学生自身

应该如何应对呢？

张志华：教育体系调整不会这么快的，就是学生应该怎么去调整自己的这种

学习和研究内容。以咱们数据科学为例。按照知识体系有三块。第一个就是

基础课，数学分析、线性代数等等。所以一年级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还是很

重要的。你不能够太老是想这个有什么用，它再枯燥你也得把它咽下去，这

个是一个没办法的事情，因为你没有这个基础是不行的。第二个刚才说的是

就是这个专业基础。那么数据科学这个专业基础是什么？我觉得至少我们现

在是在探索。概率论、数理统计这些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第三个是专业课，

可以尝试接触世界顶尖大学的课程资源，像斯坦福、MIT 很多的资源都是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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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的。学生也要学会自我发展。一方面就是说你们要相信自己，就是不能把

自己太低估了，当然也不能太膨胀了。其实，老师并不见得比你们高明。我

原来和北大元培学生接触比较多，我从他们那里学到很多，特别是对教育的

理解。

统计之都：您是如何遴选学生和指导学生科研的？

张志华：我一般会和学生当面聊聊。主要想了解我们之间是否有一些基本一

致的价值观，是否可以顺畅交流，是否能建立互信等是我比较在意的。总之，

招学生主要是看缘分，相互是否看对眼。

我带学生基本上是比较放手，不会把学生当成是自己的附属，什么事情都可

以一起商量，不会强迫他们做不愿意做的事，这方面的胸襟我还是有的。自

由和平等是做学问的灵魂。当然自由不能没有界限，不能胡来。另外，我经

常跟他们灌输，学术上只有英雄，没有权威和领导。Michael Jordan 是统计学

和机器学习英雄，但我没觉得他是权威。碰到疑难，我也会向他请教，他会

给建议，但并不会吩咐我得如何做。有时也告诫学生，如果今后当教师，要

善待自己的学生。

我和其他老师一样，也希望能培养出最顶级学生。我有时候看 NBA，他们总

在谈论一个联盟新秀，今后发展模板是詹姆斯还是哈登。这个很有意思，我

觉得可以借鉴。我让学生在他关注的研究方向找对应的发展模板，最好是顶

级大学的助理教授或者副教授，看他的轨迹，他在研究什么问题。所以我一

般要求学生去选 1、2 个心仪模板，你不一定能达到他的高度，但至少你有一

个借鉴轨迹，或者说你有一个目标。我比较强调每个学生应该有自己的独立

研究方向，当然也鼓励他们之间合作。在这个实验室里面你要有一个自己最

强的东西，如果那个东西他人搞不定，会来找你合作，不然没有人会和你合作。

我学生虽然论文发表并不见得很突出，但是他们大多是自带体系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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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学生的学识方面要求比较细些，希望能给他们准备毕业之后 3-5 年的知

识储备，再多的年限我就没能力了。所以我会推荐他们读一些基础书，有些

看起来或许与研究没那么直接，比如，我让他们读《Information, Physics, 

and Computation》、《Random Matrix Theory》、《Elliptic Curves》等。不

是强迫所有人都得读，自愿。当然他们自己也会根据自己需求找书约几个人

一起读。研究有时也需要点运气和灵气，可遇不可求。但是知识积累总是可

以通过勤奋获得的。即使研究做得一般，有扎实学识今后也还是可以立足的。

另外，我觉得老师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心理调节。对有些惰性的学生，就推

动一下。而有些跑得比较快的，则适当给他踩一下刹车。有些学生自信心太

爆棚了，你不能让他太膨胀。有些学生自信心不够的，则要给他一些鼓励。

统计之都：您北大的学生很多都并非计算机科班出身，您是如何培养他们的

计算能力的？

张志华：我原来有一个做法，一般会让他们去公司锻炼一段时间。我在工业

界有些朋友同事，我请他们安排有针对性工程项目，帮学生把动手能力给带

一下，同时了解工业界文化。通过实习，有些学生选择工业界，有些学生则

坚定走学术。现在实验室有学生动手能力还不错，我们也有这些计算的资源，

有锻炼动手条件。所以，实习做法看他们自己意愿。

五、八卦时刻

统计之都：很多人在批评目前国内学校对青年教师科研的评价机制，比如数

A 刊、A 会的数量。您理想中的评价机制是什么样的？

张志华：有一句话“孤峰顶上求大道，红尘浪里去乾坤”，你可以在孤峰顶

上求大道，也可以去红尘浪里去乾坤。有的人想要做大问题，有的人追求论

文数量，我觉得都应该理解，但重要的是要建立不同评价体系，什么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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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应该有其上升渠道，而不应该只有一条晋升渠道。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现象，比如

统计，美国最顶级学校的博士生发表论文有时不太多，反而是中等学校的学生论文

多：最顶级学校的博士生可能没有太多论文，但可能认为他有潜力，照样可以去顶

级学校做教职，中等学校的学生论文可能对其就业是非常重要的。当然博士毕业后

五年之内，毕业学校很重要，但五年之后学校声誉就不起作用，得看本事了。

在我们国家：比如 30 年前我们都发中文论文，那时候能发 SCI 绝对是积极的，

但我们现在可能会嘲笑 SCI。我们不能让所有人都去憋大招，这也不现实，

但如果有些人愿意走这个，我们也要给他体面的生活和上升的渠道。

统计之都：计算机一年几千篇顶会，都被考评认可，但统计一般不太认可会

议文章，只认顶刊文章，而这些文章全球一年总发表量也就两三百篇。您如

何看待这个现象？

张志华：期刊、会议有很多论文这没有什么问题，但我们不能把这个当作一

个评价体系，而应该把发学术论文视为学术交流，有了成果就发出来交流，

通过交流发现可能有对有错有好有坏。原来很多会议就是为了交流，比如数

学虽然不认会议，但不等于不办会议，会议论文就是第一时间把成果和大家

交流。我国数学家华罗庚有句话很精辟：“早发表，晚评价”。有了成果应

该早点发出来，但应该等大家认同了，我们再去评价。而现在很多成果还没

出来，社交媒体推特就出来了。

现在中国的发展就到这个阶段，没有全面的评价体系，或者说没有能力去评

价有影响力的研究，所以只能数数。我们不是说多发论文有什么问题，而是

不应该过度评价或炒作。学术需要回归宁静，宁静致远！

本文编辑自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https://www.math.pku.edu.cn/xyxw/136424.ht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