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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友伉俪捐赠10亿成立学敏高等研究院
建校120周年之际，材料系

高分子专业 1985 级校友李平、

历史学系1986级校友廖梅夫妇

一次性捐赠 10 亿人民币，支持

建设复旦大学学敏高等研究

院。

学敏高等研究院定位为世

界顶尖的自然科学领域高水平

基础研究和交叉研究机构，以

交叉性、前沿性、国际化为建设

宗旨，致力成为世界顶尖的科

技创新策源地，为国家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建设世界科技

强国，贡献复旦力量。

学敏高等研究院面向全球

招募博士毕业5年以内、国际最

顶尖的青年科学家，支持他们开

展原创突破性、技术革命性和具

有深远影响力的研究工作，努力

作出颠覆传统认知、解决重大难

题或创建新学科范式的研究成

果，推动社会跨越式发展。

打造全球顶尖科研机构

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

业变革加速演进，学科交叉融合

趋势日益明显。在此背景下，强

化基础研究成为实现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的战略支点。面对

历史机遇，学校以改革科研体制

机制为突破口，孕育推动重大原

始创新的宏伟蓝图。

与之不谋而合，校友李平、

廖梅夫妇也一直在寻求合适机

会助力母校发展。“我们希望为

学校捐助一个项目——在学术

上有挑战性，需要花费很久时

间，需要很多财力支持，但是会

产生深远的社会影响。”廖梅这

样阐释他们在寻找的项目。

去年11月，李平、廖梅回到

母校，第一次从学校科研负责

人那里听说了学校高起点建设

研究院的构想。在与裘新书

记、金力校长等校领导多次深

入交流讨论后，觉得研究院的

设想完全与他们的想法吻合，

李平、廖梅决定捐资10亿元，支

持建设复旦大学学敏高等研究

院，助力学校基础研究和交叉

研究。

“学敏”这一名称蕴含着深

刻的文化内涵与学术期许。李

平、廖梅在阐释其寓意时指出：

“学者，治学之道；敏者，兼具勤

勉与敏锐”。双重意蕴，期待复

旦人秉持严谨求实的治学态

度、保持敏锐的学术洞察力，站

在科技发展的最前沿。

不局限某一具体学科

学敏高等研究院的成立，

是学校积极响应国家加强基础

研究号召的重要举措，也是学

校迈向国际顶尖研究型创新型

大学的关键一步。这对上海乃

至全国的科技创新，是一次重

要的改革试验。

“我们将打破学科之间的

壁垒，不局限于某一具体学

科。交叉性是它最鲜明的特点

之一。”学校科研负责人介绍，

学敏高等研究院将致力于构建

一个世界顶尖的自然科学领域

高水平基础研究和交叉研究机

构，聚焦数学、物理、化学、材

料、生物、医药、环境、人工智

能、大数据等多个前沿领域，探

索创新性科学理论、方法和技

术，追求开拓新研究领域、新研

究方向，不追逐热点和论文。

此外，学敏高等研究院创

新性地采取自由灵活的管理体

制，支持长周期研究和颠覆性

创新，实行青年科学家负责制，

根据团队研究计划给予稳定经

费支持。

研究院理事会作为决策机

构，将由校方和捐赠方代表组

成。由捐款设立的学敏自然科

学研究基金将以开放式基金的

形式运作。

最长支持期20年

学敏高等研究院已启动人

才招募工作，计划在十年内引进

近百名全球顶尖的青年学者，尤

其是博士毕业后5年左右的青年

科学家，不限学科和国籍。

对入选的青年人才，研究

院将按需提供各类资源与支

持，给予长周期的稳定支持，期

限最长为20年。

在支持和资助方式上，研

究院将实行全新的特区管理政

策。薪酬分配机制上，学敏高

等研究院将建立具有极强国际

竞争力的薪酬体系。考核评估

机制上，探索符合科学研究规

律的考核模式。人才培养方

面，直接认定博导资格并单列

博士生名额，支持科研人员招

聘博士后、专任科研人员，组建

专属科研团队。

学敏高等研究院依托复旦

建设运行，实行理事会领导下

的院长负责制，设立高水平学

术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由诺贝

尔奖得主等国际高水平专家组

成，负责审议研究院的研究方

向、目标、任务以及重大学术活

动等，人才工作小组专门负责

人才引进和评估考核。

“愿仰望星空、脚踏实地”

理想主义蓬勃发展的上世

纪 80 年代，李平与廖梅在复旦

相遇、相识、相知，最终携手成

为人生伴侣。

本科毕业后，李平投身商

界，是宁德时代联合创始人。

廖梅则在学校读了十年书，是

著名历史学家朱维铮教授指导

的第一位国内博士生。

廖梅常感念，复旦给予她

的最珍贵一课，是开阔的全球

视野与包容精神，“当你拥有了

世界眼光和广阔胸怀，那种追

求卓越的动力便油然而生。你

会渴望迈向世界一流，追求最

好的学术。”

离开复旦多年，但李平与

廖梅始终心系母校发展，更寄

托殷殷期许：“愿未来的复旦人

继续仰望星空，脚踏实地。”

如您希望加入学敏高等研

究院、投递简历，或咨询相关事

宜，请发邮件到邮箱：keyanyu-

an@fudan.edu.cn

本报记者殷梦昊
实习记者丁超逸蒋子怡

设立设立““百利天恒百利天恒””项目项目

1984级生物系硕士校友，四
川百利天恒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创
始人、董事长朱义捐赠人民币
3000万元现金，设立“复旦大学百
利天恒特聘教授”项目，支持复旦
在“创新药物靶点发现”及“脑与
类脑智能研究”等方向引育一批
优秀科技领军人才。

本报记者汪蒙琪

从从““黑洞黑洞””到到““22+X+Y+X+Y””培养理科人才培养理科人才
《物理前沿导论》是一门由

32位物理学科骨干教师轮流介

绍各自研究方向的学科导论课

程，虽然主要针对大一新生，但

吸引了不少高年级学生旁听。

这是学校以系统性改革重

塑理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生态

的缩影。2024 年以来，学校实

施教育教学改革3.0，推出“相辉

学堂”“AI 大课”“思政大课”

“X+AI”双学位项目等，推动学

科交叉，以四个融通为标志，全

面构建人才自主培养体系。

本研学生同上课

通过“拔尖计划2.0”基地建

设、个性化培养模式、跨学科融

合机制，打造数学、物理、化学、

生物等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

新高地。从大一新生的学科导

论课程到直博生的顶刊论文，

从跨学科实验室到国际科研合

作，这场改革，为“干细胞式”拔

尖创新人才，搭建起从基础课

程到学术前沿的无缝通道。

开设交叉跨学科课程，建

设大学分、高难度的本研荣誉

课程体系，将通识课程、跨学

科学程（微专业）覆盖本研全

学段，是教育教学改革 3.0 的

重要变革。

化学系开出新课《切问近

思》，是理论与实践的跨界实验

场。生命科学学院合并升级课

程4门，撤除不符合整体知识结

构要求的边缘课程10门。数学

科学学院推出数学英才班，创

立“3+2”荣誉课程模式，在分

析、代数、几何拓扑、应用数学

四大系列，开出17门荣誉课程。

2024年起，学校推出116门

AI课程，建成AI-BEST课程体

系，推出数、理、化、生、气五大

学科的“X+AI”双学士学位复

合型人才培养项目。本研学生

同坐一间教室上课，将成为常

态。

本科生直通“学术深水区”

支撑直通“学术深水区”科

研能力的，是学校独有的“螺旋

递进”科研训练体系——即“2+

X+Y”培养体系中“Y”。

低年级“播种”。为新生

配备学业导师／拔尖导师，在

大一、大二设立学科前沿导论

课和无学分讨论班，引导学生

进课题组轮转。

高年级“结果”。3 年级学

生要完成 1 项复芏计划项目，

在“做中学、学中悟、悟中创”。

全程“护航”，破除“重知

识传授、轻能力培养”。在生

科院，大二学生就开始三阶段

《系统科研训练》课程，培养学

术报告能力。

打造成长“立交桥”

从过往的本研贯通到本研

融通，一字之差，却有不同内

涵。本研融通是将本硕博各学

段作为“完整的有机体”通盘考

虑。按照“目标逆推”思路，“一

以贯之、各有侧重、持续进阶”，

重塑本研各阶段的培养目标、

教育教学模式和资源配置方

式，进行“本研融通”全链条顶

层设计。目标是针对“干细胞

式”拔尖创新人才成长规律，开

展长学制、全周期培养，构造人

才自主培养体系的骨架。

目前，数理化生等学科正

积极推进本博融通培养方案，

创 新 性 推 出 8 年 制“ 理 学 学

士+理学博士学位”的一贯制

培养新范式。学校为这种“立

交桥”式培养搭建了一套灵活

机制：不“因人设课”，而是“为

课找人”。在重新梳理本硕博

课程和培养方案基础上，本研

融通通过压缩学分，删减重复

性课程，开设新课，打通本科

和研究生教育，全校一套课程

体系，给每一门课标注 1-8 的

层级，杜绝本科与硕博课程重

复。本研融通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还着重对于学生实施长

周期和全链条的科研训练和

实践实训。

本报记者 赵天润

设立化学学科发展基金设立化学学科发展基金

5月10日，化学学科百年启
动仪式暨校友“智汇”高峰论坛举
行。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金力
致辞。1984级化学系校友、校董
谭瑞清捐赠人民币1000万元，设
立“复旦大学化学系瑞清基金”，用
于支持化学系事业发展。仪式现
场，常务副校长许征与谭瑞清进
行了化学系瑞清基金捐赠签约。

百年来，化学系为我国化学
事业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活跃
在科研院所、高等院校、企业等领
域，成为推动发展的中坚力量。

本报记者叶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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