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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火炬  发扬光大

笔挺的灰西装、深蓝色领带、淡
蓝的衬衣，克莱因伯格一改往日在校
园里的休闲打扮，一身正装出席论坛
并发表演讲。在演讲中，他对中国同
行近年来所取得的研究成果，给予高
度评价并强调加强国际科学交流与合
作的重要性。

克莱因伯格说，中国是全球信息
科技特别是人工智能主要创新中心之
一，为风起云涌的信息技术革命作出
了突出贡献，正是有了包括众多中国
同行在内的各国科学家共同的努力和
智慧，国际信息科技特别是计算技术
这些年才呈现高速发展的态势。克莱
因伯格由此强调加强国际科技界交流
与合作的重要性。在他看来，这种合
作不仅包括同一学科、同一领域内，
不同国家和地区专家学者之间组成紧
密的科技共同体，通过线上线下等多
种方式沟通与协作，而且包括跨学科、
跨领域的国际大交流、大协作。克莱
因伯格指出：“我倾向于把科学界看作
是一个在国家之间、社会之间、不同

研究领域之间有大量合作的群体。保
持这种跨学科的合作，这种在不同国
家和社会之间的合作，对科学界来说
非常重要。”

克莱因伯格结合自身成长的经历，
说明交流的重要性。1993 年的一天，
当时就读于康奈尔大学的克莱因伯格
现场聆听了美国知名科学家卡尔·萨
根的一场科普演讲，从中获得极大启
发。萨根演讲中的一些表述，好像一
根魔法棒在他心中点亮了一盏明灯，
进一步激发了他对科技的好奇与探索
的愿望。不仅如此，萨根的那场演讲
提出的“从现象中识别模式”的思路
甚至为克莱因伯格后来的创新指明了
一条路径。他说，这条思路深深影响
了 他 日 后 利 用 算 法 研 究 人 类 社 会 的
方式。

科技创新事业是不熄的火炬，在
一代代人手中传递，克莱因伯格从萨
根手中接过熊熊燃烧的科技火炬并力
图进一步发扬光大。在复旦的演讲中，
他既阐释自己对当今计算领域前沿问
题的见解和主张，也旁征博引同行的
观点和看法。值得一提的是，克莱因

伯格还向现场听众抛出了萨根当年演
讲时提出的一个问题并结合他的算法
理论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引导大家去
思考和探索。

学以致用  服务社会

1997 年，26 岁的克莱因伯格发表
了一篇题为 《外部网络的 HITS 算法》
论文，率先提出“链接分析算法”，超
越了之前将互联网视作链接列表的思
维，通过给不同网站赋分，来评估网
站的能力。该算法很快应用于全球多
个著名搜索引擎中，成为链接分析中
最为重要的基础算法之一并为谷歌公
司的网页排名算法的诞生提供了灵感，
对搜索引擎技术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
远影响。凭借这一卓越成就，克莱因
伯格声名鹊起，迅速成为国际算法领
域的重要人物之一。此后，他在算法
设计与分析、跨学科研究以及社会网
络分析方面接连取得显著成果，尤其
是与匈牙利数学家伊娃·塔多斯合著
了 《算法设计》 一书，被认为是算法
领域的世界经典教材。

就在算法演进成为国际计算领域

的显学而备受追捧之际，克莱因伯格
把关注的目光投向算法公平，致力于
改变弱势群体在互联网时代所处的不
利地位，旨在以算法公平促进社会公
平。在克莱因伯格看来，促进算法公
平必须关注不同人群的网络可及性差
异，特别是有些人群受制于种种条件，
没有移动终端或者无法接入网络，不
能形成相应的网络数据，然而算法必
须关注而不是忽视这样的人群的利益。
此外，克莱因伯格还主张算法必须关
注文化多样性，避免趋同性与单一性。
对此，他解释说，如果人们使用同一
种算法做决策，那么就会导致选择高
度趋同，进而导致文化日益单一化，
他希望人们在使用算法工具时，高度
重视数据多元化和文化多样化。

作为国际知名的科学家，克莱因
伯格始终坚持学以致用，服务社会，
而不是固守在大学的象牙塔内。他指
出，计算科学的发展推动互联网应用
领域空前扩大，特别是社交媒体兴起，
使 网 络 已 不 再 只 是 储 备 人 类 知 识 的

“超级图书馆”，而是全面渗透到人类
社会生活各领域、涵盖人类各种行为

的庞大生态系统。因此，研究网络科
技发展的专家必须密切关注社会。他
不仅身体力行，广泛深入到社会生活
中，研究人们的网络使用行为，而且
鼓励自己的学生毕业后走出学术“象
牙塔”，走进社会生活，特别是到互联
网产业界发展，因为“真实、鲜活的
网络数据并不是产生于学界，而是产
生于活力十足的产业界”，在那里可以
为社会作出更大贡献。

在克莱因伯格的影响和带动下，
他的很多学生如巴克斯托姆、吴少玫
等，在博士毕业后加入国际社交媒体
脸书公司等，前者成为脸书公司新闻
推送部主管，后者在脸书公司历练一
段时间后，创立了一家旨在赋能弱势
群体的科技非营利组织并任该组织首
席执行官。

家学传承  跨界合作

克莱因伯格的成就得益于诸多因
素 ， 深 厚 的 家 学 渊 源 是 其 中 之 一 。
1971 年，克莱因伯格出生于美国波士
顿的一个数学世家：祖父辈从事数学
研究，父亲是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数学

教授。从小浸淫于这样的家庭文化氛
围中，克莱因伯格很早就开始了数学
启蒙。他从小就兴趣非常广泛，除了
数学之外，还喜欢读小说等。上中学
时，他有时编写一些游戏程序并提供
给朋友玩。他后来回忆说，当时只是
觉得编程很好玩、很酷，并不知道这
与自己将来的研究密切相关。

1993 年，克莱因伯格从康奈尔大
学本科毕业，获得数学和计算机双学
位。他之后进入麻省理工学院深造，
仅用 3 年就取得该院博士学位。适逢网
络技术空前大发展的时代，克莱因伯
格凭借深厚的数学功底和对网络发展
趋势、社会结构的深刻把握，很快提
出“链接分析算法”，之后接连在网络
技术领域取得一系列卓越成就，成为
业内人士津津乐道的佳话。

随着算法研究的深入和拓展，克
莱因伯格从小就广泛发展的兴趣逐渐
与算法研究交汇起来，赋予他独特而
丰富的科研维度和学术视角，不断开
拓新的研究境界。比如，他中学阶段
一度对法律产生浓厚兴趣，研读了很
多法律书籍，甚至一度萌生了从事律

师职业的念头。多年之后，他把自己
的算法研究引入法律领域，探讨算法
与刑事司法预测的关系。这种跨界研
究对很多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但是
对于克莱因伯格来说，这是再正常不
过的事。因为在他的思维框架中，算
法与社会生活各领域天然交织在一起，
开展各种跨学科的合作不仅是可能的、
应该的，而且是必须的。这造就了他
的研究风格：自成一派、丰富多元。

学术有专攻，跨界研究必须寻求
合作伙伴。多年来，克莱因伯格一直
在多个领域寻找科研合作伙伴并携手
开展了诸多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据
了解，与他搭档过的科研合作伙伴多
达 50 多位。哈佛大学著名经济学家森
迪尔·穆莱纳坦就是其中之一。两人
是康奈尔大学就读时的同窗好友，合
作始于本科时合写一项课程作业，至
今已经保持了 30 多年，共同发表近 30
篇学术论文。

良师益友  提携后学

克莱因伯格教授的“算法设计”课
是康奈尔大学学子的最爱之一，这在很
大程度上得益于他化繁为简、深入浅出
的讲解风格。上海财经大学理论计算
机研究中心副教授伏虎曾是克莱因伯
格班上的学生，他对其讲课风格记忆犹
新：“他的课听起来非常平实，每一句都
容易理解，大家顺着一句句听下去，忽
然发现他把一个极其深奥的算法设计
问题讲得非常清晰明了。”

萨根是克莱因伯格非常欣赏的科
学家，也是举世闻名的科普专家。作
为教育工作者和知识的传播者，克莱
因伯格在 27 年的教学生涯中一直向萨
根学习，尝试用简洁、朴实的语言讲
解深奥科学道理，并赢得了众多学生
的认可和喜爱。

克莱因伯格授课的另一大特色是，
不用提前准备好的“演示文稿”（PPT），
而是现场在黑板上写板书。克莱因伯
格课堂上的场景通常是这样，他在黑板
前写，学生在下面聚精会神地看并思
考，随后双方互动交流，时不时对板
书的内容进行调整补充。这虽然颇为
费时费力，也显得旧派，但是他一直坚
持下来。“写板书是克莱因伯格与同为
康奈尔计算机教授的妻子莉莲·李的共
同习惯。记得他常常一口气写下几块
板书，使用的粉笔是特制款，写起来
流畅无声。比起用 PPT，我们感觉他的
板书教学更具引导性、互动性和灵活
性。”吴少玫这样回忆道。

克莱因伯格以身作则，治学严谨；
同时谦虚谨慎，鼓励学生大胆表达观
点并通过平等交流，引导学生得出结
论。“我有一个别的想法，供你参考。”
这是他常对学生说的一句话。在修改
学生的论文时，他会详细注明每一处
修改的原因，并且通常加上一句：“若
你认为我改得不对，还可以改回去。”

作为老师和学界前辈，克莱因伯格
奖掖后学不遗余力。对此，吴少玫感受
颇深。她说，经常有学生找克莱因伯格
写推荐信，他都积极回应，根据对学生
的了解特别是学术研究能力的认识，做
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克莱因伯格就曾
给她写过推荐信。“他从来二话不说，热
情帮助，对年轻人不遗余力地托举。真
的很感激他！”吴少玫说。
    （侯天泽  王其馨  卢天姿  丁
超逸  伍静）

克莱因伯格：
科技向善 促进算法公平

“算法只认识数据，除此之外一无所知，它只是尽可
能忠实地再现它在数据中看到的东西，算法本身不会产生
偏见。”近日，在上海举行的“复旦·浦江科学大师讲坛”
上，美国康奈尔大学计算机科学和信息科学讲席教授乔
恩·克莱因伯格（Jon Kleinberg）这样表达对所谓“算法
偏见”的看法。在他看来，所有偏见都源于人类自身并成
为数据的一部分，而先进的算法可以更容易检测到数据中
的偏见并采取相应措施，更好地基于数据对人工智能模型
进行训练。

作为国际智能科学领域领军人物之一，克莱因伯格研
究视野宽广，囊括计算机网络路由、数据挖掘、生物结构
比对等，并在计算机科学与社会科学交叉领域作出了诸多
开创性贡献，特别是在社会网络和算法公平性研究方面。
他因此被授予2024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奖“智能科学或
数学奖”。

克莱因伯格 （右二） 被授予 2024 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奖“智能科学或数学奖”。图为领奖现场。（资料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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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陕西杨凌进行的第 31 届中国杨凌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博览会
上，包括内蒙古巴彦淖尔、江苏南京在内的多个国家农业高新技
术产业示范区都设置了专门的展位，各示范区在杨凌农高会上

“争奇斗艳”“各显神通”，给展会增添了一道别样的风景。
走进巴彦淖尔展区，大小长短不一的两类“胶囊”首先跃入

观众视野。它们分别是由巴彦淖尔内蒙古基硕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的羊瘤胃胶囊和牛瘤胃胶囊。

“瘤胃胶囊是一款安全环保材料设计构成的高性能长周期生物
特征采集设备，通过对反刍动物进行生理数据采集，我们能对牛
羊发情、怀孕和健康状态进行实时监测。目前，这些设备已经在 1
万多头牛羊身上正常运行。除了内蒙古外，贵州、新疆、山西和
陕西都有我们服务的客户。”这家公司项目经理刘兴发说。

经过当地科研人员的 10 年攻关，巴彦淖尔“华蒙肉羊”于
2023 年 12 月通过国家审定。“这种肉羊肉质鲜美，体格较大，我
们解决了传统肉羊一胎一羔的瓶颈，让肉羊实现一胎五羔。”巴彦
淖尔国家农高区管委会副主任郭慧卿说，“我们还加强了对肉羊副
产品——羊尾的科研攻关力度，用羊尾油做火锅底料，从羊尾中
提取羊脂素做婴幼儿护肤品。”

目前，巴彦淖尔国家农高区已经拥有产值 500 万元以上的企业
108 家，国家高新技术企业 27 家、科技型中小企业 26 家。2023 年，
巴彦淖尔国家农高区实现产值 149.13 亿元，预计今年将实现产值
184.2亿元。

而作为长江以南目前唯一的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
南京国家农高区则重点打造科技创新集聚区、生物农业产业集聚
区和农产品加工产业集聚区。“农高区所在的白马镇有种植蓝莓和
黑莓的历史，我们区别于北方国家农高区关注的大田农业，主要
做林果业特色的农产品，我们立足于长三角，在建设过程中更注
重做农业头部顶端的科研。”南京国家农高区工作人员杨世贤说。

据介绍，南京国家农高区与江南大学食品学院合作，成立了
白马未来食品研究院。“食品企业对技术改良升级的诉求非常迫
切，我们以农高区的身份来引进科研单位，然后招商自建食品产
业园区，保障相关食品企业可以直接‘拎包入住’。”杨世贤说，
企业可以发布技术需求，研究院也可以将最新研究成果直接与企
业对接，让科研成果不再“躺在书架上睡觉”。

参加农高会，让杨凌的“兄弟”农高区收获满满。郭慧卿说，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展示的一种葵花苗育苗技术让她印象深刻，她
想邀请杨凌的科研力量去巴彦淖尔走走看看，让当地的向日葵产
业链更丰富。杨世贤说，杨凌的区校融合发展经验值得南京国家
农高区学习，他们未来也想在中国江苏白马农业国际博览中心，
办出与杨凌农高会影响力相当的农业高新科技成果博览会。

吉林省鸿翔农业集团鸿翔种业有限公司位于吉林长春国家农
高区，前来参展的该公司陕西区域销售代表尹成龙表示，农高会
上有很多专业的观众，这两天甚至还有外国人找他聊过，问题问
得很细。

“参加农高会对提升我们企业的品牌形象有很大帮助。希望各
个农高区一起努力，为兴农强国作贡献。”尹成龙说。

       （据新华社西安电 记者姚友明、邹竞一、付瑞霞）

中国科学院启动
合成细胞国际科学计划

据新华社深圳电 （记者陈宇轩、张泉） 记者近日从中国科学
院了解到，中国科学院日前在深圳启动了合成细胞国际科学计划。
该计划聚焦合成生物学领域的前沿基础研究问题，汇聚全球跨学
科的优势力量，共同推动生命科学前沿研究和生物技术创新合作。

来自中国科学院的消息显示，该国际科学计划将以中国科学
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在合成生物学领域的科技任务布局、重大
科技基础设施、建制化团队等优势为基础，开展国际合作，努力
突破合成生物学前沿科学与技术的核心瓶颈，形成应对人类共性
挑战的合作范式。

杨凌农高会举行

国家农高区
“争奇斗艳”

农高会上展出的农机吸引了参观者驻足。        张  成摄

近日，吉尔吉斯斯坦鲁班工坊在首都比什凯克
的吉国立技术大学举行揭牌仪式。该鲁班工坊的建
立将进一步促进两国职业教育的交流与合作。图为
学生在鲁班工坊智慧教室内上课。

                       新华社发 （罗曼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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