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年来，以青年文化消费为代表的“青春经济”因受众范围广、传播
效应快、消费能力强，逐渐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新动能。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将大力提振消费予以全面阐述。在全国政
协常委周汉民看来，这是十分必要的。这是因为“提振消费，一定要看
到青春经济，看到它闪耀的光彩，强有力的力量”。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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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汉民介绍说，所谓“青春
经 济 ”一 般 特 指 的 是 1995~
2010 年也可以推至 2015 年这
20年内出生的年轻人的消费特
征和能力。“‘青春经济’特色是
一个复合体，涵盖了二次元、国
潮文化、体验消费等，它是一个
复合的经济形态。有统计数据
显示，这一复合的经济形态在
2024年中国市场的规模已经高
达4.3万亿元，占到新消费赛道
的68%。”

“我以为，研究‘青春经济’，
满足‘青春经济’的独特需求，首
先要看到它的特点。”周汉民解
读说，第一个特点就是，“青春经
济”的消费群体对性价比不是过
于看重，但对情价比看得更重。
第二是这些青年消费群体既关
注传统商品，更关注数字藏品。

第三他们非常关注从单一场景
消费到元宇宙加实体消费的体
现。

“每每说到‘青春经济’，我
们要看到的是类似《哪吒之魔
童闹海》《黑神话：悟空》等已经
成为年轻人的主流消费。满足
了刚才讲的情价比，满足了元
宇宙加实体的体验。”因此，周

汉民认为，无论是《哪吒之魔童
闹海》还是《黑神话：悟空》，它
们的衍生品将来会有更多的出
彩之处。

周汉民强调说，如今，“青春
经济”的消费群体呈现出正版化
消费的趋势。“年轻人对正版化
看得很重，这是特别可喜的现
象，让我们感知知识产权已经植

根于他们的内心之中。”
他还发现，现在的年轻人特

别重视情感投射，有人把它称为
谷子经济。所谓谷子经济，是指
围绕二次元相关的游戏、动漫等
IP衍生出的周边商品经济。承
载了精神陪伴的作用，应当予以
特别关心。

“我们应该深入基层、深入

生活、深入了解‘青春经济’的力
量涌动和它的创新所在。”周汉
民举例介绍说，在成都有个年轻
人爱打卡的二次元胜地，就是采
取了动漫加餐饮加VR体验再加
相关的服饰。“当然，我们也需
要警惕，‘青春经济’所开发的产
品有的生命周期过短，对这一现
象要特别关注。因此，我建议对
这类产品要缩短导入期、勃发成
长期、延长成熟期，最后，让进入
衰亡期的某一产品产生新的生
命周期。这些我们都需要认真
思考。与此同时，随着当下一
款又一款新的 AI 产品的出炉，
我们要关注虚实融合的新消费
趋势。在我看来，这样的‘青春
经济’是可以复制的，是可以给
国民经济带去新动力的。国家
当高度关注。”

全国政协常委周汉民关注“青春经济”

打造与青年同频共振的消费场景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本报讯 当看到 AI 教育成
为全国两会的热议话题后，39
岁就举家回国的全国政协委
员、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
大学李政道研究所副所长丁洪
有些兴奋。

丁洪的母校湖南师大附中曾
诞生了许多全国中学生物理奥林
匹克竞赛冠军。这给了他一些启
发，他建议打造有国际影响力的
中学人工智能奥林匹克竞赛和中

小学人工智能人才认证体系。
“中小学人工智能人才培养

会涉及人工智能基础培养和人
工智能拔尖人才培养两个方
面。在拔尖人才培养方面，五大
学科竞赛发挥了很大作用；然而
在人工智能方向目前还缺乏一
些真正得到全球认可的比赛。”
他认为，我国可以抓住机会发起
并举办源自中国、引领世界的中
学人工智能奥林匹克竞赛。在
人工智能基础培养方面，我国需
要建设有公信力的中学人工智

能人才认证体系，它将从考核端
规范各地人工智能人才培养方
法，同时会激发更多学生投入时
间与精力进行人工智能学习。

眼下，不少中小学生“不敢
学”人工智能。丁洪认为，这是
因为在当下应试环境下学人工
智能知识很容易被打上“不务正
业”的标签，这个时候就需要政
策的支持与鼓励，让拔尖人才全
力以赴进行深造，让所有学生都

“敢学”，从而从根本上解决中小
学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的问题。

“近年来，国内已有少数高
校探索与国外合作的‘MD+PhD’
双博士项目，但其中PhD部分主
要是基础医学的研究，并未强调
医工等交叉培养，而且，MD和PhD
也是单独注册学籍的。”范先群
这样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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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先群认为，医学教
育要充分体现“大健康”理念和
新科技革命内涵，“4+4+X”医工
交叉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能够积
极对接国家战略，通过多学科交
叉、科研和临床的“双轮驱动”，
培养复合型医学领军人才，为创
新医工交叉领域的前沿理论和
颠覆性技术储备人才，培育发展
新质生产力，可以作为我国医学
教育创新发展的改革试验田。

新医科人才的培养亟需推进
医、理、工等多门类学科高度融
合、交叉和渗透，但是，目前8年
制本博培养模式尚未充分推进多
学科交叉融合；“非医本科+临床
医学专业博士MD”（即4+4项目）
的本博贯通人才培养受到临床学
习时间不足等因素制约。而

“MD+PhD”培养模式的高阶性和
培养周期较长，需要国家层面协
调多方力量形成跨领域、跨行业
的合作机制，并给予政策支持。

为满足人工智能时代多学科
交叉的医学创新领军人才的需
要，范先群建议，超前布局适应未
来发展的大健康领域新兴学科，
探索交叉学科组织模式，加快推
进研究范式转型和自主知识体系

构建。通过将人工智能、信息、材
料等工程学科与生物、心理、遗
传、医药等多学科大跨度交叉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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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材料等智能医学交叉课
程，培养“医学+X”复合型科技领
军人才和医学科学家。

范先群建议，“4+4+X”医工
交叉“MD+PhD”双博士学位一体
化培养模式，包括本科阶段4年
和博士阶段4+X年。

其间，本科学习阶段4年是
非医科专业，毕业后获得教育部
研究生推免资格，进入4+X医工
交叉双博士学习阶段；4+X学习
阶段涵盖临床医学专业核心课
程、医工交叉课程、临床实践课
程与实习、医工交叉临床科研训
练，以及医工交叉领域课题研
究。毕业时，学生满足申请临床
医学专业博士学位（MD）的相关
要求，在科研训练方面满足医学
或工学博士学位（PhD）的相关要
求，可获得双博士学位。

他同时建议，设立“医师科学
家培养基金”，专项资助“MD+PhD”
顶尖人才培养；单列项目，拓展国
际联合培养。鉴于“MD+PhD”项
目分属不同政府部门管辖，建议
设立专门协调机构，实施统筹管
理。可在部分高校筛选4年非医
学专业本科培养后的优秀学生，
进入“4+X”一体化培养试点，可同
时注册MD和PhD两个博士学籍，
满足相关标准即可同时获得双博
士学位。在培养过程中，融课程
学习、临床实践、科研创新及国际
化培养为一体，提高培养效率与
质量，并适度缩短培养周期。

丁洪委员建议：建设中小学AI人才认证体系

人工智能引领未来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时代，医学教育
如何走好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之路？今年全国两会上，全
国人大代表、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上海交
通大学医学院院长范先群提出，要构建全新的“4+4+X”医工
交叉“医学博士（MD）+哲学博士（PhD）”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培育医工交叉领域的领军人才。 青年报记者 刘昕璐

出席十四届全国人

大三次会议和全国政协

十四届三次会议的女代

表和女委员，将时代的命

题写入履职答卷。从田

间地头到工厂车间，从文

化传承到民生关切，她们

的声音亲切有力，在庄严

的会场激荡出时代的回

响。在“三八”国际劳动

妇女节到来之际，向她们

致敬！

听见她们的声音

3月5日，全国政协十四届三次会议体育界别小组会议在北京友
谊宾馆举行。这是全国政协委员杨扬聆听其他委员发言。新华社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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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人大代表范先群：培养“医学+X”人才

让医工交叉更好双向奔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