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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院简介

  北京人工智能研究院为学校所属新型二级教学科研机构，依托信息学部建设。坚持“立足北京、服务首都，
高端引领、协同创新，完善机制、争创一流”的发展思路，打造国际一流的人工智能协同创新平台，使之成为高
端人才聚集地和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基地。

  研究院的主要职责是：面向首都“四个中心”功能定位和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的重大需求，瞄准人工智
能前沿领域，开展原创性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研究，加强产学研用合作，推动北京人工智能产业协同创新发展。
通过用人聘人机制、科研体制机制改革，推进学科交叉协同创新研究，培养人工智能领域的卓越拔尖人才。

  研究院以已有的优势研究（乔俊飞长江学者团队、尹宝才杰青团队、冀俊忠教授团队）为基础，结合信息学
部的优势研究方向与首都北京的发展需要，建设智慧环保北京实验室、计算智能与智能系统北京市重点实验室、
多媒体与智能软件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智能感知与自主控制教育部工程中心4个重点实验室；建立人工智能基
础理论和方法、智慧环保、跨媒体智能、智慧医疗与健康、机器人技术5个研究中心；建立面向智能环保、智慧医
疗、智能交通、智能服务机器人、智能安全等领域的一个孵化应用展示厅；努力打造北京人工智能协同创新平
台，力争在理论上有突破，在技术上有创新、在应用上有特色，为建设智慧北京、绿色北京、生态北京提供了有
力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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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院依托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控制科学与工程、软件工程、信息与通信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等北京市重
点学科及重点建设学科，一直专注于人工智能与知识工程、数据挖掘与知识工程、机器感知与人机交互以及复杂
系统建模与控制、大型系统信息化管理、机器人监视系统、机器人导航定位集成电路设计与FPGA应用方面、可穿
戴计算技术、医疗数据挖掘与共享技术、自然语言处理技术、慢病预防与传染病防治和大数据分析与云服务等方
面的研究，具有良好的研究基础和经验。

  研究院目前拥有仪器设备总值5000余万元，10万以上大型仪器设备80余台件，已具备了良好的开发环境和
实验基础。在智能芯片、智慧医疗、污水智能控制、服务机器人研制等方面预计能产生可观的经济效益及广泛的
社会效益。

  在智能芯片方面将研制支持国产深度神经网络指令集的深度神经网络处理器, 提升我国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
领先地位。实现原来需要云计算才能处理的智能任务在移动终端本地的处理,力争在五年内实现10亿元的市场应用
规模。

  在智慧医疗方面，针对肝病、脑疾病等影响我国人民健康状况的潜在重大疾病，广泛利用人工智能技术，通
过从大量历史数据中挖掘和学习疾病潜在的规律，有利于疾病的早期发现、精准诊断，研究成果不仅有助于提升
我国的肝病等疾病精确诊断水平，而且对于北京市卫生经济建设有着重要的社会与经济意义，应用方向广泛。

  在污水智能处理方面，通过提出并实现膜污染预警方法，获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膜污染远程预警系统，同
时，争取在实际污水处理厂得到验证，提高膜污水处理厂污水处理运行效率，创造较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在服务机器人方面，通过机器视觉和人机交互方法研究机器人主动式数据采集、智能实时的环境理解及对环
境的精细化重建，提高服务机器人的仿人能力和服务。高端智能轮椅床的研制有望应用于助残、养老康复等领
域，缓解人口老龄化等引起的社会问题具有非常重大的社会意义和经济效果，并将为我国服务机器人技术提供面
向未来产业化发展的模块化体系结构和实用化的解决方案。

  经过几年的努力进取、不断开拓，北京人工智能研究院在理论、方法和应用上取得一系列的创新成果。获得
了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二项（排名第一，排名第二各一项）、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一项（排名第四）、吴文俊
人工智能科学技术一等奖等省部级奖十一项；获得了国家创新群体一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省部级创新群体
三个（北京市，自动化学会）；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等重大科
研任务，已经完成和正在承担来自国家、地方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的重要科研项目100余项，科研总经费达2亿
多元(到校经费7200多万元)；培养了一批具有创新能力和合作精神的人工智能高端人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一
人，国家杰青二人，国家教学名师一人，优青一人，青千二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2人，北京学者1人，北京
领军人才1人，北京市教学名师1人，北京市卓越青年科学家1人，北京市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1人，北京海外
人才聚集工程入选者3人；产出了一批有国际影响力的成果，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427篇（国内外顶
刊、顶会百余篇，入选高被引论文4篇），申请国家发明专利377项(授权130项),国际发明专利授权10余项。目前
在读博士生100余人，硕士生300余人。已毕业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数千名。研究院与日本、德国、美国、澳
大利亚、挪威、加拿大、香港等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的高水平研究机构和科研院所保持着长期友好的合作关系。



  研究院在人工智能领域进行的多学科交叉研究将成为我校乃至北京市人工智能科学研究和产业化的主要基
地，同时也将促进一流科研队伍的建设，高端人才的培养，以及一流成果的产出。因此，研究院的建设和发展不
仅将为我校开展“顶天立地”的研究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撑和人才储备，而且将更好地服务于学校的双一流学科建
设，并将有力地推动首都北京的技术进步、人才汇聚和经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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