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教育
部等四部门近日印发 《关于调整
完善助学贷款有关政策的通知》，
从今年秋季学期起调整国家助学
贷款的相关政策 ， 提高贷款额
度， 调低贷款利率。

根据规定， 自2023年秋季学
期起 ， 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学生
（含第二学士学位 、 高职学生 、
预科生） 每人每年申请贷款额度
由不超过12000元提高至不超过
16000元； 全日制研究生每人每
年申请贷款额度由不超过16000
元提高至不超过20000元 。 学生
申请的国家助学贷款优先用于支
付在校期间学费和住宿费， 超出
部分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

国家助学贷款额度调整后，
服兵役高等学校学生学费补偿、
用于学费的国家助学贷款代偿和

学费减免标准以及基层就业学费
补偿、 用于学费的国家助学贷款
代偿标准， 相应调整为本专科学
生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16000元、
研 究 生 每 人 每 年 最 高 不 超 过
20000元。

同时， 国家助学贷款利率由
同期同档次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减30个基点 ，调整为同期
同档次LPR减60个基点。 对此前
已签订的参考LPR的浮动利率国
家助学贷款合同， 承办银行可与
贷款学生协商， 将原合同利率调整
为同期同档次LPR减60个基点。

为更好满足研究生在校期间
合理的学习生活需求， 切实减轻
研究生家庭经济负担， 《通知》
还提出银行业金融机构可向在校
研究生发放商业性助学贷款。 研
究生商业性助学贷款不享受国家

助学贷款贴息和风险补偿金政
策， 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有针对
性地开发完善手续便捷、 风险可
控的研究生信用助学贷款产品，
并在贷款额度、 利率、 期限、 还
款方式等方面给予一定优惠。

教育部表示， 已经申请过国
家助学贷款的学生也可以享受新
的政策。 在新政策出台后申办贷
款的学生， 可以直接按照最新政
策办理贷款；对政策出台前，2023
年已经提交贷款申请或者签订借
款合同的学生，可根据实际需求，
在新的额度范围内向国家助学贷
款经办银行申请增加贷款金额。

国家助学贷款政策从1999年
实施至今。截至2022年底，全国累
计发放助学贷款4000多亿元，惠
及2000多万学生， 有力支持了家
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本报讯 （记者 任洁 ） 2024
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
定于2023年12月23日至24日， 网
上预报名工作安排在9月24日至9
月27日 （每天9:00～22:00） 进行。
教育部近日印发 《2024年全国硕
士研究生招生工作管理规定 》，
部署各地各招生单位做好2024年
全国硕士研究生考试招生工作。

2024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
考试初试定于2023年12月23日至
24日进行， 考试时间超过3小时
或有使用画板等特殊要求的少数
考试科目安排在12月25日。 网上
报名工作安排在2023年10月8日
至 10月 25日 （每天 9:00～22:00）
进行。 网上报名结束后， 各省级
教育招生考试机构将组织网上确
认工作， 对考生报名信息进行审
核。 所有考生均须在规定时间内
参加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 逾期
不再补办。

报名期间将对考生学历 （学
籍） 信息进行网上校验， 考生可
上网查看学历 （学籍 ） 校验结
果。 考生可在报名前或报名期间
自行登录 “中国高等教育学生信
息网” 查询本人学历 （学籍） 信
息， 未能通过学历 （学籍） 网上

校验的考生， 应在招生单位规定
时间内按要求完成学历 （学籍）
核验。

为帮助广大考生全面、 准确
了解研究生招生政策， “中国研
究生招生信息网” 将于9月18日
至22日开展 “2024年全国硕士研
究生招生宣传咨询周” 等活动，
届时所有研究生招生单位将在线
解答考生咨询。

考生应当在考前10天左右，
凭网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 “研招
网 ” 自行下载打印 《准考证 》，
凭下载打印的 《准考证》 及有效
居民身份证参加初试和复试。

根据规定， 招生单位应根据
本单位复试录取情况， 通过本单
位官方网站和 “全国硕士生招生
复试调剂服务系统” 及时、 准确
发布招生计划余额信息。 严禁招
生单位任何工作人员和学生未经
单位授权擅自发布调剂信息。 招
生单位接收所有调剂考生均须通
过教育部 “全国硕士生招生复试
调剂服务系统” 进行。

针对研究生考试招生过程中
曾经出现过招生单位半夜发拟录
取通知等情况， 教育部此次明确
规定， 招生单位发布需考生确认

拟录取或复试通知时， 需充分考
虑考生学习、 工作、 休息时间做
出合理安排， 给考生预留充裕的
确认时长； 对于没有按时确认的
考生， 应注意联系确认， 不得简
单以 “逾期不接受视为自行放
弃” 对待。

《规定》 强调， 各地各招生
单位要严格执行招生政策， 规范
招生行为。 招生单位在复试前应
当严格采取人证识别及相关信息
库数据比对等措施， 加强对考生
身份审核， 复试期间要坚持并完
善随机选定考生次序、 随机确定
导师组组成人员、 随机抽取复试
试题等管理方式， 加强复试过程
监管。

严禁招生单位内部任何部门
和工作人员举办或参与举办考研
辅导活动， 严禁招生单位向社会
培训机构提供举办考研辅导活动
的场所和设施， 严禁社会培训机
构进入校园以张贴简章、 广告等
各种方式进行考研辅导培训宣传
和组织活动。 在校生不得举办或
参与助考作弊、 虚假宣传等涉考
违规违法活动。 违反规定的要坚
决予以清理取缔并追究有关部门
和相关人员责任。

当前， 先进计算机遇与挑战
并存。 9月15日至16日 ， 2023世
界计算大会在湖南长沙举办， 大
会主题为 “计算万物·湘约未
来———计算产业新变革 ”。 技术
如何迭代？ 能耗如何减少？ 生产
力如何释放？ 与会人士展开思想
交锋， 分享解决方案。

一问： 技术如何迭代
开幕论坛上， 中国科学院院

士、 南方科技大学校长薛其坤演
讲的主题是 “超导量子计算 ”。
他抛出一个问题： “为什么研究
量子计算？” 在他看来， 经典计
算机面临尺寸极限、 热耗散等瓶
颈， 需要新的技术突破。

不只是超导量子计算， 计算
领域的不少前沿科技也在大会上
展示。 克服传统计算机瓶颈的光
子计算机、 采用仿生神经网络和
类脑计算模型的类脑超级计算

机、 精度超过传统数值预报方法
的气象大模型等最新成果兼具创
新性、 颠覆性和前瞻性。

在成果展示区， 机器识别、
大模型推理等人工智能计算的典
型应用， 引来不少参观者体验、
咨询。 沐曦集成电路 （上海） 有
限公司商务工程副总裁谭宗仁
说， 相比于传统计算， 人工智能
计算就像火车能拉很多节车厢一
样进行并行计算， 擅长图片和视
频处理， 让计算更加 “聪明”。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的
报告显示， 全球算力技术创新活
跃， 其中， 人工智能计算芯片持
续快速发展， 量子计算基础技术
持续演进。 业内人士认为， 先进
计算带动全球计算产业格局加速
重塑。

二问： 能耗如何更 “绿”
“热得 ‘冒烟 ’ 的数据中

心， 怎样 ‘冷’ 下来？” 在 “先
进计算论坛” 上， 超聚变数字技
术有限公司产品线总裁范瑞琦在
演讲中发问。

近年来， 随着算力需求快速
增加， 数据中心、 算力中心成为
耗能大户。 2023世界计算大会专
门设置了绿色计算产业生态展
区， 多家企业带来了他们的解决
方案， 还有企业展示了浸没液冷
计算机等节能降耗 “黑科技”。

大会上发布的 《绿色计算产
业发展白皮书 （2023版 ）》 称 ，
在 “碳达峰、 碳中和” 背景下，
绿色算力产业发展已驶入快车
道 ， 不断涌现出新技术 、 新业
态、 新模式。

神州数码 （中国） 有限公司
市场营销经理王文浩说， 现在计
算产业越来越强调节能降耗， 不
仅算力性能要达标， 还要少 “吃
电”。 公司通过硬件研发、 架构

优化、 统筹部署等手段， 帮助服
务器客户每年节省30%用电量。

位于湖南省资兴市的东江湖
大数据中心利用低温湖水为服务
器供冷散热 ， 制冷工程建造成
本、 电能消耗均低于传统冷却方
式。 东江湖大数据产业发展促进
中心主任谢景华说， 当地正在打
造绿色数据谷， 吸引众多企业入
驻。

三问： 生产力如何释放
数字经济时代， 算力被认为

是继热力、 电力之后的 “新生产
力 ”。 在2023世界计算大会上 ，
有业内人士提出， 从算力变为生
产力还面临很多 “拦路虎”， 怎
么更好地完成两者之间的转换？

在中国联通中南研究院院长
夏巍看来， 要推动计算技术与各
行业深度融合， 针对不同行业需
求提供定制化解决方案， 让计算

技术真正嵌入各行业、 服务各行
业。

被誉为 “中国V谷” 的长沙
马栏山视频文创产业园里， 两台
计算机的 “生产力” 对比展示了
视频算力的差别———一台16核的
计算机刚 “艰难” 渲染完第一帧
画面， 另外一边6×64核的多台计
算机并发， 已经渲染到第八帧。

算力的加持， 大幅缩短视频
制作周期 ， 也驱动产业加速发
展 。 湖南省工信厅副厅长彭涛
说， 当前， 音视频产业正迎来沉
浸交互体验、 工业化生产变革，
带来软硬件、 内容持续升级和产
业爆发式增长。

如今， 算力正加速向政务、
工业、 交通、 医疗等千行百业渗
透。 河南理工大学副校长金双根
认为， 随着算力赋能在垂直行业
做深做透， 更多新需求、 新产业
将应运而生。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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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迭代·绿色发展·深度赋能

2024年研考宣传咨询周9月18日起开展

———2023世界计算大会求解“三问”

新华社电 我国科学家成功
研发出风化壳型稀土矿电驱开采
技术 ， 稀土回收率提高约30%，
杂质含量降低约70%， 开采时间
缩短约70%。 这是记者近日在广
东省梅州市举行的科技成果评价
会上获悉的。

据了解， 风化壳型稀土矿是
我国的特色资源。 目前普遍采用
的铵盐原地浸取技术在生态环
境、 资源利用效率、 浸出周期等
方面存在的问题制约了我国稀土
资源的高效绿色利用。

针对相关问题， 中国科学院
广 州 地 球 化 学 研 究 所 何 宏 平
团 队 基 于 风 化 壳 型 稀 土 矿 中
稀土赋存状态的研究 ， 研发了
风化壳型稀土矿电驱开采技术。

模拟实验、 放大试验和场地示范
等表明 ， 与现 有 开 采 工 艺 相
比 ， 风化壳型稀土矿电驱开采
技术在稀土回收率 、 浸取剂用
量 、 开采周期以及杂质去除等
方面均有显著优化 ， 是风化壳
型稀土矿开采的高效绿色新技
术。

相关成果在 《自然-可持续
性 》 等期刊发表高水平论文11
篇， 获授权发明专利7件， 并建
成了5000吨土方规模的示范工
程。 研究团队表示， 将加紧完善
技术集成， 加快推进相关成果的
产业化应用。

上述科技成果评价会由来自
国内高校、 科研院所及企业的院
士和知名专家参加。

我国科学家发明
新型稀土开采技术

新华社电 由中国科学院上
海天文台牵头建设的西藏日喀则
4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近日开工建
设。 这一望远镜将进一步提升我
国现有甚长基线干涉测量 （VL鄄
BI） 网的构型和观测能力， 为我
国探月和深空探测任务实施提供
有力支撑。

“探月和深空探测任务的顺
利实施 ， 需要对航天器进行实
时、 精准测定轨和定位。 自嫦娥
一号以后， 我国一系列探月和深
空探测任务采用了测距测速+
VLBI的新型测定轨体制 ， 有力
保障了历次任务的顺利实施 。”
上海天文台台长沈志强说。

据介绍 ， 我国现有VLBI网
由位于北京密云 、 新疆乌鲁木
齐、 云南昆明、 上海佘山的四个
观测台站和上海VLBI数据处理
中心 （“四站一中心”） 构成， 对
航天器测定轨的分辨率可达1米，
时延可控制在约1分钟， 观测能
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为满足我国探月和深空探测
工作高速发展的需要， 我国将在
西藏日喀则、 吉林长白山各建设
一台4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

“由于VLBI技术本身的特
点， 望远镜之间的距离越长， 多
个望远镜联合观测的灵敏度和空
间分辨率就越高。 日喀则和长白
山的望远镜建成后， 将有效改善
提 升 我 国 现 有 VLBI 网 构 型 ，
进一步增强观测能力。” 沈志强
说 ， 届 时 我 国 将 形 成 “ 六 站
一 中 心 ” 的 双 子 网 VLBI 网 ，
可 同 时 对两个航天器进行精准
观测。

日喀则40米射电望远镜是一
架大型全可动高精度多用途射电
望远镜， 未来计划配备8个波段
致 冷 接 收 机 ， 具 有 从 1GHz到
100GHz的观测能力 。 日喀则站
址海拔约4100米， 空气干燥， 晴
天数多， 人迹罕至， 电磁波干扰
少， 为望远镜提供了极佳观测环
境。

除承担探月和深空探测测定
轨任务外， 日喀则40米射电望远
镜还将提升我国射电天文科学研
究 能 力 ， 助 力 科 学 家 在 超 大
质 量 黑洞 、 致密天体快速时变
及引力波电磁对应体、 银河系动
力学研究等领域取得更多创新性
成果。

日喀则4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
开工建设

教育部等四部门调整完善助学贷款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