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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光者”高纪凡受聘任复旦大学兼职教授
时隔36年，光伏行业的领军

人物高纪凡，重回大学校园。

2024 年 12 月 31 日，全国人

大代表、复旦大学校董、天合光

能董事长、光伏科学与技术全国

重点实验室主任高纪凡受聘担

任复旦大学兼职教授，标志着复

旦大学与天合光能的深度合作

拉开新帷幕。

“作为一名新任教师，‘复旦

’二字，于我而言既是光辉起点，

也是文化归宿。”

在聘任仪式上，高纪凡说：

“今日成为复旦的一员，我感受

到‘日月光华，旦复旦兮’的深刻

寓意——追光逐日，生生不息！”

在被媒体誉为“追光者”的

高纪凡看来，“复旦精神”与太阳

文化中代表生命与希望的光明

天然契合，自己在推动技术进步

的同时，也在发扬“复旦精神”，

将“日月之光”播撒至全世界。

他期待，未来在学术交流、

联合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推

动学校与企业深度融合，将知识

与实践紧密结合，以智慧之光、

创新之光，共同创造更加光明的

未来。

聘任仪式在复旦大学举行，

复旦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金力，复旦大学常务副校长许

征，复旦大学光电研究院院长、

中国科学院院士褚君浩，复旦大

学原党委副书记、上海复旦大学

教育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金海

燕，长三角太阳能光伏技术创新

中心主任沈辉等共同见证。

15载复旦情缘
共建全国重点实验室

高纪凡与复旦大学的缘分

源远流长。

2009 年起，高纪凡担任复旦

大学第四届至第八届董事会校

董，持续关注并支持着学校发

展。他的夫人吴春艳博士作为

复旦大学哲学系校友，也与复旦

有着深厚的情感。

多年来，高纪凡夫妇热心公

益，携手捐资设立哲学学院天合本

元文化基金等项目。2010 年，他

做出一项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决策

——全力推动天合光能建设“光

伏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2012 年，光伏行业遭遇寒

冬，全行业亏损，很多人建议高

纪凡砍掉研发投入。“我说什么

费用都可以砍，就是不能砍研发

投入。我说到做到，研发投入每

年持续加大。”高纪凡斩钉截铁

地说。

在他的不懈努力下，实验室

汇聚了一批来自国内外的顶尖

科研人才，配备世界一流的实验

设备，营造优良的科研环境。褚

君浩院士、沈辉教授、杨德仁院

士等众多行业权威担任实验室

学术委员会的重要职务，他们和

皮埃尔博士等国外知名科学家

共同组成一支强大的科研团队，

围绕光伏产业的关键技术难题

展开深入系统的研究，在前沿技

术与产业化应用的结合方面取

得丰硕成果。

这家企业中诞生的实验室，

先后 29 次打破电池效率和组件

输出功率世界纪录，率先提出并

发布国际 IEC 光伏标准，斩获国

家技术发明奖、中国工业大奖等

多项国家级荣誉，推动我国光伏

技术从追赶者转变为领跑者，在

全球光伏领域占据重要一席，为

我国能源事业的发展贡献力量。

2023 年 3 月，天合光能与复

旦因共同的科研梦想走到一起

——双方以天合光能原有的光

伏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

为基石，联合申报获批光伏科学

与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高纪凡

担任实验室主任，褚君浩担任实

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就在两

个月前，双方又共建先进光伏技

术校企联合实验室。

这一合作不仅提升复旦在

光伏技术领域的研究水平，也推

动复旦大学新工科的发展，促进

创新链、人才链、产业链的深度

融合。

导师的三句话
让他坚定一生信念

对科技创新的重视，与高纪

凡的学者出身高度相关。

从南京大学化学系本科毕

业后，高纪凡1985年在吉林大学

校长、“中国量子化学之父”唐敖

庆院士的指导下攻读硕士学位。

唐敖庆不仅向他传授前沿

的学术知识，更以深厚的学术造

诣、严谨的治学态度、高瞻远瞩

的大局观念，影响了他的学术理

念和人生价值观，在他的心中埋

下追求卓越、胸怀家国的种子。

硕士期间，成绩出众的高纪

凡获得前往美国加州伯克利大

学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但受

到当时改革开放浪潮的强烈感

召，这个刚刚 23 岁的年轻人，毅

然决定投身创业大潮。

他向唐先生坦诚地表达了

自己的想法：“我在做论文期

间，利用空余时间深入考察了

从北到南的广阔地区，尤其是

江苏和广东等地，发现基层和

民营企业对优秀科技人才的需

求极为迫切，而当时研究生进

入这些领域的却很少……”看

到南方改革开放的蓬勃景象，

高 纪 凡 坚 信 通 过 科 技 创 新 创

业，不仅能实现个人价值，更能

为国家和社会创造价值。

唐先生最终尊重并支持了

他的选择，并语重心长地叮嘱

他：“如果你选择创业，务必找到

一个值得一生为之奋斗的方向，

选择一个能够造福社会的产业

领域，坚定不移地坚持科技创

新，绝不能有丝毫懈怠。”

这段话给高纪凡指明方向，

也激励着他，让他坚定“坚持科

技创新不放松”、“一辈子用心做

好一件事情”的信念。

1997 年冬天，《京都议定书》

的签订引发全球对低碳发展的

关注，高纪凡察觉到这一趋势，

认为太阳能发电技术是未来能

源发展的重要方向。不久后，他

还收到在美国留学工作的同学

寄来的一封信，信中包含的一张

美国宣布实施百万太阳能屋顶

计划的照片，点亮他心中的创业

火花。

高纪凡意识到，如果能将太

阳能光伏发电站普及到每个屋

顶，让普通百姓享受清洁能源带

来的便利和实惠，这将是一项具

有深远意义的事业。

经过毕业后近十年的探索

与沉淀，高纪凡终于明确了一生

的奋斗目标，梦想也有了着落点

——用太阳能造福全人类。那

时他刚好30岁出头。

当时中国没有真正太阳能

产业，甚至光伏两个字怎么写

大部分人都不清楚，开拓这样

一个全新的领域充满未知与艰

难 。 在 天 合 光 能 的 发 展 历 程

中，高纪凡和他的团队遭遇多

次行业周期的考验，市场竞争

激烈、技术瓶颈、资金压力等问

题接踵而至。

凭借着坚韧不拔的毅力、勇

于创新的精神、敏锐的市场洞察

力，高纪凡带领团队一次次化险

为夷，在困境中不断突破自我，

推动企业持续发展壮大。

推动校企融合
共谱未来新篇

当天的聘任仪式前 1 个小

时，高纪凡在复旦校园中转了

转，瞻仰谢希德、苏步青等复旦

前辈的雕像。宁静的校园，让他

“有鱼归大海的感受”。“复旦是

大海，我是鱼，海阔凭鱼跃，我感

到深度的融合。”

以此聘任为契机，高纪凡希

望推动学校与企业的深度融合，

将知识与实践紧密结合，为复旦

新工科的发展贡献力量。展望

未来，清晰的规划和设想在他脑

海中形成——

学术交流方面，计划通过举

办专题讲座、学术研讨会等形

式，将新能源领域的前沿研究成

果和丰富的产业实践经验分享

给师生，拓宽师生学术视野，让

复旦在光伏技术研究领域紧跟

国际前沿趋势，激发更多创新思

维的碰撞。

联合研究方面，将围绕新能

源光-储-氢等关键技术领域，整

合企业的产业化优势和高校的

科研资源优势，与校内优秀的科

研团队携手开展攻关项目，共同

攻克技术难题，加速科技成果的

转化与应用，推动科技创新与产

业创新深度融合，提升在全球新

能源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人才培养方面，依托全国重

点实验室等优质平台，吸引和培

养更多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

力的青年才俊投身光伏科技领

域，为产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

新鲜血液和创新活力。

本报记者 殷梦昊
实习记者 张宁洁
本报记者成钊 摄

▲光伏科学与技术全国重点实验室揭牌

古瓷研究团队获立项

由刘朝晖教授负责的复旦大

学古代瓷器研究团队获得国家社

科基金冷门绝学研究专项学术团

队项目立项。

项目将发挥复旦团队在陶

瓷考古和瓷器研究方面的优势，

借助泰国艺术厅和泰国陶瓷考

古专家的支持，对阿瑜陀耶王朝

宫廷遗址出土中国瓷器开展考

古学整理和研究，梳理、还原阿

瑜陀耶王朝宫廷遗址出土中国

瓷器的基本面貌，结合历史文献

考证中国瓷器进入阿瑜陀耶王

朝的途径，分析阿瑜陀耶王朝宫

廷用瓷的历史变迁，揭示中国瓷

器在阿瑜陀耶王朝宫廷中的使

用情境和象征意涵，进而探讨阿

瑜陀耶王朝对中国文化的认识

与接受过程。

泰国是海上陶瓷之路的重

要节点，也是东南亚地区重要的

瓷器贸易转运中心。项目希望

通过对于阿瑜陀耶王朝宫廷遗

址出土中国瓷器的系统整理分

析，填补研究空白，推动外销瓷

和中外陶瓷交流史、中泰古代物

质文化交流的研究，为文明互鉴

提供新的研究范例。

来源：文科科研处

《西方道德哲学通史》首发

“伦理的世界性：《西方道

德哲学通史》新书首发式暨学

术研讨会 ”2024 年 12 月 22 日

举行。作者邓安庆教授介绍，

该书首次尝试写出以实践哲学

为第一哲学的哲学史，系统论

述从古希腊至当代的西方道德

哲学，包含各主要流派及其进

路，同时揭示不同时代的道德

哲学与社会历史进程和伦理生

活之间的内在关联，探究伦理

道义的实存机制，发掘道德哲

学谱系中使人成为人、使人生

活出人性尊严与卓越光彩的规

范性价值与原则。

来源：文科科研处

提高冷冻电镜成像稳定性

高分子科学系徐一飞课题组

利用抗坏血酸钠实现高分子冷冻

电镜成像稳定性的提高。成功使

用 SA 提 高 了 高 分 子 样 品 在

cryo-TEM实验中的辐照稳定性，

从 而 为 获 取 更 高 质 量 的

cryo-TEM表征结果提供了一种

有效的策略。

本工作发表于《Macromole-

cules》期刊，论文第一作者为复旦

大学博士生张丕兰，高分子科学

系为第一完成单位。文章链接：

https://pubs.acs.org/doi/10.1021/

acs.macromol.4c02108

来源：高分子科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