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傅 萱 52025.3.2 星期日
要闻
复旦

由复旦大学牵头编写的国内

首部《未来已来——人文社会科

学智能发展蓝皮书》3 月 1 日发

布。这是学校推动人工智能与人

文社会科学深度融合的成果结

晶，标志着人文社会科学智能发

展的新起点，将吸引更多学者关

注人工智能与人文社会科学的深

度融合，推动新文科创新提速。

发布现场是在我校举办的

2025人文社会科学智能大会，这场

关于人文社会科学与人工智能技

术的大讨论以“AI驱动的人文社会

科学理论创新与范式变革”为主

题，邀请400余名国内外政产学研

各界领导和专家，聚焦 AI4SS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for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人文社

会科学智能），探讨人工智能（AI）

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融合。

“文科做精”：53位学者历时
一年打造，推动人工智能与人文
社科深度融合

从 ChatGPT 到 DeepSeek，人

工智能进入爆发式发展阶段，正

在重塑人类社会。面对科技浪

潮，人文社会科学如何应对？《未

来已来——人文社会科学智能

发展蓝皮书（2025）》回应这一重

大命题。

《蓝皮书》由复旦大学国家

发展与智能治理综合实验室牵

头，联合上海科学智能研究院和

德勤中国共同编写，于 2024 年 3

月6日启动筹备工作，历时一年，

集聚53位权威专家，达成了产学

研三方十余家单位的深度合作，

从不同学科视角全面梳理 AI 与

人文社会科学深度融合的关键

挑战、理论和技术的发展前沿。

“希望《蓝皮书》能够开启一

个新的起点，就是文科要做精，

这也是整个学科范式变革当中

的一个重要工作任务。”《蓝皮

书》主编之一吴力波表示。

《蓝皮书》关注如何通过人

工智能解构社会复杂系统的内

在特征，刻画各类主体间复杂关

系，更好地进行预测以及进行部

分的证伪。

全书分为理念、方法和应用

三个篇章。理念板块聚焦范式

变革。方法板块分析了 AI4SSH

研究前沿趋势、计算社会科学与

AI时代的舆论与教育研究、AI赋

能的群体行为仿真与预测和 AI

时代的经济金融研究与预测。

应用板块将视野投向更广泛的

产业应用层面。

“深度开放、全面赋能”，作

为读者代表，北京大学社会科学

部副部长郭琳认为，《蓝皮书》无

论是在突破边界、需求驱动，还

是范式创新、组织变革方面都为

新文科的发展提供了方向。

人工智能、人文社科如何携
手共进？6位专家作主旨报告

人工智能如何影响人文社

会科学？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

与 人 工 智 能 之 间 应 当 如 何 相

处？各领域专家就相关问题作

主旨报告。

“人工智能已赋能古文字研

究等人文学科研究取得突破性

创新。”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

出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

任刘钊分享了 AI 赋能人文学科

研究的巨大前景。

社会科学工作者是否会被AI

替代？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管理

学院院长洪永淼教授认为，AI无法

替代人类的创新性研究工作。清

华大学至善书院院长、教授汤珂认

为，大语言模型（LLMs）将更多的

使用在辅助人类决策领域。南洋

理工大学副教务长文勇刚教授从

基础能力建设角度出发分析了AI

与数字新基建的协同优化。复旦

大学社会智能研究中心首席科学

家傅晓明提出了数据-模型-理论

相互交叉融合的跨学科社会智能

研究概念。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

部主任袁振国教授点明亟需构建

具有国际视野和中国立场的大语

言模型。

从技术到伦理，多维探讨人
工智能的挑战与治理

AI 赋能人文社会科学的研

究成果已展示出“美丽新世界”

的可能性，但同时也给人类社会

带来哪些新的挑战？

计算机科学技术学院院长

杨珉从技术角度切入，指出人工

智能的自我复制能力是人工智

能发展的潜在“红线”。国际关

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高奇琦

认为“文科涉及的非标准化知识

是AI较难替代的”。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寿步认

为，国内治理应依托现有法律体

系和中国特色体制，以部门规章

为主，国家标准为辅，不需要专

门制定人工智能法。中国人民

大学哲学院教授刘永谋指出，

“人机共生”并不一定意味着“人

机共赢”，AI 的演化结果可能不

利于人类。

本报记者殷梦昊
实习记者 蒋子怡 曾译萱 张

宁洁
实习记者张怀艺 摄

国内《人文社会科学智能发展蓝皮书》首发

2025年春季学生工作会议2

月27-28日在光华楼召开。贯彻

落实全国高校党建工作会议精神、

2025年全国思想政治工作研讨会

精神，会议以“以高质量思政体系

建设塑造立德树人新格局”为主

题，总结上一阶段工作成果，明确

下一阶段高质量推进学生工作的

主要目标、重点任务和思路方法。

会议表彰了2024年度学生思

想政治工作先进集体、优秀组织、

先进个人特等奖，2023-2024学年

本科生十佳辅导员及辅导员工作

特色风采奖，2023-2024学年研究

生十佳辅导员及辅导员风采奖。

来源：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党
委学生工作部

春季学生工作会议表彰先进春季学生工作会议表彰先进

第八届校学术委员会第二次

全体会议2月27日下午在光华楼

召开。委员们对《复旦大学第四

届学术规范委员会换届方案》（征

求意见稿）、校学术委员会工作计

划展开讨论，建言献策。

本报记者 赵天润

学术委员会召开第二次全会学术委员会召开第二次全会

纳米颗粒被认为是“人造原

子”，基于其可控组装构筑而成的

超晶格（或超晶体）是一类具有晶

体对称性的介观凝聚态物质，在

能源、催化、力学、光电器件、生物

医药等领域有重要应用价值。然

而，实现超晶格材料的可编程化

设计面临一个重要挑战：如何模

拟原子成键，驱动颗粒间的选择

性识别与方向性键合。复旦团队

的突破性成果，旨在解决面向超

晶格可编程化设计与构建难题。

“结构决定性质，性质决定应

用，搞清楚不同超晶格结构的形

成机理至关重要，这也是调控超

晶格性质、实现超晶格功能化应

用的关键所在。”董安钢表示，这

项研究仅是一个开始，团队正在

探索其它非凸纳米颗粒基元。

聚焦非凸纳米颗粒，实现
“锁-钥”精准匹配组装

超晶格领域的前沿研究曾要

由欧美研究团队主导，且大多集

中于球形或凸多面体纳米颗粒的

研究。复旦团队另辟蹊径，提出

利用非凸（nonconvex）纳米颗粒

为构建基元，并通过调控颗粒的

局部曲率，创造出类原子价键特

性的颗粒间定向相互作用。

这一原理类似于“锁与钥匙”

的关系。董安钢说：“我们设计并

合成了哑铃形纳米晶，利用其头

部与腰部曲率自互补的特点，实

现了互锁式长程有序组装。”哑铃

形颗粒之间的凹凸互补组装模

式，犹如钥匙与锁芯之间的精准

匹配。“颗粒凹凸互锁组装模式克

服了传统纳米颗粒相互作用难以

精准调控的难题，为纳米基元键

合方向性的调节提供了前所未有

的精度与灵活性。”董安钢说。

通过调控颗粒凹凸互补模
式，获得高质量Kagome超晶格

“引入具有凹面特征的纳米

颗粒作为构建基元，是这项研究

的最大亮点。”董安钢认为，这一

思路为超晶格材料的按需定制开

辟了全新的研究方向和视角。

通过构建一系列新型超晶格

结构，团队展示了非凸纳米颗粒

作为构建基元的巨大潜力，其中

Kagome 晶格是最具代表性的超

晶格结构。化学系青年研究员李

同涛介绍：“这种Kagome结构非

常有趣，它由共顶点的正六边形

和正三角形周期性排列构成，是

一种非密堆积的平面拓扑结构，

也是我国传统灯笼、竹筐编织中

的常见图案。”这些编织图案背后

蕴藏着深刻的数学与物理奥秘，

是当前凝聚态物理与拓扑量子材

料的前沿研究方向。然而，利用

纳米晶为基元构建介观 Kagome

晶格此前尚未实现。

团队通过优化合成条件获得

了高质量的二维Kagome超晶格，

其单晶区域可达数十平方微米，

包含超过10万个凹凸互锁的哑铃

形颗粒。“这种精度是传统3D打

印和光刻技术难以比拟的，再次

展现了纳米自组装技术在物质制

备中的优势。”李同涛说。该

Kagome超晶格具有p6对称性，展

现出独特的面内手性，有望带来

全新的光学性质。

董安钢、李同涛团队长期致

力于纳米颗粒组装与应用研究，

高分子科学系李剑锋团队则专注

于软物质的理论计算。双方一致

认为，实验与理论的深度交叉融

合是解决复杂科学问题的关键。

2021年底，董安钢团队首次

发现了Kagome晶格，并意识到超

晶格的形成背后可能有着非常奇

特的组装原理。随后，董安钢向李

剑锋介绍了团队所合成的哑铃状

颗粒及实验中所观察到的一些自

组装结构。李剑锋随即带领理论

团队，针对不同形状的纳米颗粒，

进行详细的相图计算。完成理论

计算后，李剑锋将结果反馈给实验

团队。

“计算结果精准预测了超晶

格的形成结构，并与实验数据高

度吻合。”李剑锋回忆道，“当纳米

颗粒腰部较细或较粗时，理论上

最可能出现的超晶格结构，都在

实验中得到了验证。”

在整个研究过程中，实验组

需要深入理解理论模型，理论组

也必须精确把握实验中的关键细

节。团队成员定期召开视频会议

和线下讨论，进行深入交流和学

习，整个过程历时三年。尽管最

终的成果呈现为一张相图，但背

后凝聚了大量的计算工作。“有些

结果甚至在推翻后重新开始，这

个过程充满挑战。”李剑锋说。

实习记者丁超逸
本报记者殷梦昊

历时三年终实现新型纳米颗粒超晶格历时三年终实现新型纳米颗粒超晶格

2024 年度院长（系主任）现

场述职评议交流会2月28日下午

在光华楼举行。

会前，按照学校要求，47 位

院长（系主任）提交了书面述职报

告。14 家单位院长（系主任）进

行现场述职。会上，校领导班子

成员以“一述一评”的方式，逐一

点评现场述职。参会同志对各述

职单位院长（系主任）工作情况进

行评议。 本报记者 赵天润

院长院长（（系主任系主任））现场述职评议现场述职评议

2 月 17 日下午，中国共产党

复旦大学第十六届委员会举行第

二次全体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

《复旦大学领导班子2024年述职

述廉报告》《复旦大学长聘教职体

系建设方案（试行）》。校党委书

记裘新主持会议。校党委委员

26人出席，就修改完善报告和方

案充分表达意见。

本报记者 汪蒙琪

全委会审议通过报告和方案全委会审议通过报告和方案

2024 年机关作风与效能建

设述职评议会 2 月 26 日下午召

开。会前，按照学校党委的要求，

各单位撰写并提交 2024 年度工

作报告。多单位负责人现场述

职，纪检监察机构展示年度工

作。院系、实体（运行）科研机构

负责人代表及民主党派和监督员

代表根据自身工作中遇到的问

题，对各述职部处2024年度工作

情况进行提问，并填写评议表打

分。 本报记者 汪祯仪

机关作风与效能建设述职评议机关作风与效能建设述职评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