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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困难一一想清楚，把对策一一落实好
——谈学校各级党组织如何抓改革

2025年学校工作的总体要求
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行动指南，深入学
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和全
国教育大会精神，全面落实学校
第十六次党代会部署，深化教育
科技人才一体改革，以改革破局
开路，推动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
效，以实际行动和优异成绩纪念
建校120周年。

进入春季学期，改革也进入落
地实操阶段，各类矛盾问题会加速
浮现，大小困难在所难免。这时候，
尤其需要学校各级党组织直面矛
盾，把利害关系讲通透，把具体问题
解决好，进一步把人心汇聚到“改革
进行时”上来。

一、改革的本质是利害取舍
近两年来，全校经过三次大讨

论，对于要不要改革这件事，已经有
了广泛共识。但重点改什么、怎么
改、用什么样的节奏和方式改，还有
不少疑惑、各种担心。

（一）改革，会不会丢掉“文脉”？

从办学格局改变和学科门类
完善的角度看，复旦历史上有过两
次大的机遇：1952年院系调整，让
复旦成为文理综合性大学；2000年
与上医大两校合并、强强联合，形
成文理医三足鼎立格局，完成了向
高水平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的跃
迁。当前以新工科崛起等融合创
新为标志，形成文理医工“四轮驱
动”格局，加速学校向创新型大学
转型，也可称之为学校面临的第三
次机遇。

如果说前两次机遇是外因促
进内因，外生性调整促进内部融合
与生长；这次是内因驱动外因，内生
性调整促进学校抓住时代机遇，更
有力服务创新型国家建设。

有同志担心：对于复旦这样以
基础学科见长的高校，去搞工科，会
不会工科没搞好，文理医也没搞好，
丢掉了复旦的“文脉”？这种担心，
是出于对学校传统的珍视，应引起
我们高度重视。作为一名老复旦
人，我从三个方面看：

1、复旦人的精神根源是自强
和创新。

金校长多次讲，校名蕴含着创
新意象。我再补充一句，“复旦”两
个字也饱含自强精神、改革精神。
旦复旦兮、日月常行，每天都有新气
象、新进步，但又尊重客观规律、坚
持实事求是。我们不是含着“金汤
勺”出生的，120年栉风沐雨，如果
复旦人墨守成规、不越雷池，学校老
早不存在了。

2、要有能够建好新工科的强
大信心。

金校长把新工科定义为：直接
孕育培植新质生产力的交叉学科。
与传统工科强校相比，我们发展新
工科有短板，也有后发的比较优势。

一是理工交融的需要。没有
基础学科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没

有自主创新，没有核心竞争力。发
展新工科，本质是构建“从0到10”
的系统创新能力。新工科的“新”，
新在充分利用基础学科优势，从发
达根系中长出新的树干。

二是轻装上阵的便利。传统
工科同样面临挑战，需要转型调
整的力度可能更大。与很多学校
相比，我们在学科专业上关停并
转减的任务小很多，主要是谋求
高质量的发展。

三是创新文化的孕育。我们
也担心复旦没有“工科文化”。传
统工科文化有非常值得我们汲取
的部分，如团队合作、执行力，但
这些还远远不够。新工科的文化
本质是创新文化，发展新工科最
需要构建的是创新生态，最宝贵
的是基于“四个面向”激发解决前
沿和实际问题的创造力。复旦开
放宽容的文化土壤，更应有利于
创新生态的培植。

3、创新型大学离不开“四轮”
驱动。

去年，学校定下“文科做精、理
科做尖、工科做强、医科做新、交叉
做活”的学科专业调整方针。各学
科板块都要找准自己的高质量发
展路径，为建设创新型大学发挥支
撑作用。

比如，这两年文科的同志普遍
有危机感。学校提高理工医招生
比例，适度减少文科招生名额，是不
是不重视文科了？当然不是。复
旦的文科是旗帜、是优势，老根不能
动摇！

这学期，学校党委专门成立
了理论工作组，强调文科创新发
展、精品发展，加快新文科建设。
一要提高服务党和国家大局的能
力，二要提高文科参与和引领学
术研究范式变革的能力。文科最
直面人类社会和中国式现代化实
际，最有能力提炼重大理论和现
实问题，要用这种关怀和本领照
亮学术创新的前路，协同各学科
用好各种日新月异的方法工具，
并基于实证研究作出精深管用的
阐释。

（二）改革，是不是推出得有

点急？

改革创新，要以战略敏捷赢得
战略主动。

改革，已经是当今中国高等学
校的主旋律。国家、上海都作出了
具体部署，兄弟高校应变求变，决心
坚决、步伐果断。

关于改革节奏的快与慢，没
有一定之规，原则上还是当快则
快，当慢则慢，具体问题具体分
析。有的事情，应该小步快走，像
教育教学改革3.0版就是渐次出
招，先试点再推广；有的事情，必
须反复思量，像准聘长聘制改革
上学期几次延迟决策时间，多轮
酝酿、调研讨论、沙盘推演，不嫌
其琐；有的事情，则要当机立断，

该出手时要出手。
不管是快还是慢，改革切忌

“添油战术”。
比如，建设新工科创新学院，

按照通常做法，采取“一步规划、分
步实施”，成熟一家做实一家，可能
更加稳妥。但国内外、校内外形势
逼人，现在不下决心，将来风险更
大；现在拖泥带水，将来矛盾更多。

一是时间本身解决不了问
题。周期拉长，矛盾困难不会自动
消解，只会耗尽大家的热情锐气，最
后不了了之。

二是世界上没有边界条件完
美的改革。塑造一个新工科门类，
各类要素、各种资源一开始总有缺
陷。只要学科版图明确、教育教学
体系清晰，就有实体化的基本条
件。先整体起步，再不断调整细节、
优化完善。

学校下了决心，新工科6个创
新学院建设“一步到位，渐次完善”，
在本学期齐装满员地推进建设。

我们一直有这样的焦虑：没看
准历史大方向，会被时代的列车远
远抛在后面，连声招呼也不打；或者
虽然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边，但没
及时赶上时代的列车，同样会被历
史的车轮碾过，连声叹息也听不到。

“林子里有两条路”，两者择
一，有时不得不做“极限决策”：在主
客观条件都达到极限的状态下，在
实事求是的前提下，坚持判断不动
摇，敢于选择那条“充满荆棘，需要
开拓”的路。

（三）改革，能不能更加“友

好”些？

建设一个以师生为本、环境友
好的学校，是大家的共同愿望。“友
好”不等于“舒服”，友好宽容是复旦
的文化特点，但“舒服”不能成为一
流大学的标签。

高校搞改革很难，最大问题是
自身改革动力不足。我们决心不
搞“膨胀式改革”，走提质增效之路，
其实是“自讨苦吃”。我们当然珍惜
复旦长期来为人称道的友好，但肯
定也要倒逼院系和部分老师走出

“舒适区”。
比如，我们为什么下决心深化

“准聘—长聘”制改革？
根本原因在于建设世界顶

尖大学目标和有限资源之间的
矛盾。面对资源禀赋上的局
限，我们不能指望“大力出奇
迹”，只能通过结构性改革来实
现，走DeepSeek路线，用算法弥
补算力差距，以有限资源实现
高质量发展。

另外，人事和评价体系改革，
又是高校所有改革的基座，牵引
性、撬动性强。复旦是友好的，但
友好的界面因人而异：对想干事、
能干事的人，要创造宽松自由的
环境；对想躺平的人，要有合理的
压力；对一些同志，也要有合适的
分流和退出机制。

二、容易隐藏在施工图里
的“坑”

今天下发的两个改革方案只
是蓝图，接下来需要学校与二级单
位共同绘制施工图。校院联动细
化具体政策和操作方案，是非常关
键的阶段，尤其要避免偏差和误区。

（一）不“翻烧饼”

一些同志担心，新一轮教育教
学改革推开后，是否会“熊瞎子掰棒
子”？

肯定不能这样！之所以把这
轮教育教学改革称作3.0版本（本
世纪初，以通识教育改革为标志的
1.0版；2017年，以“2+X”本科培养
体系为标志的2.0版），是因为复旦
多年来的教育教学改革，内涵一以
贯之，内容又与时俱进。

1、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目标
没有变。

无论哪个版本、怎么改革，都
是为了培养党和国家需要的人。
培养高潜能、多潜质“干细胞式”人
才，与2005年通识教育提出“为迎
接迅速变化的世界做最好准备”的
要求同出一辙。同时，新一轮改革
把支撑国家重大战略急需、适配经
济社会发展需要，放在最突出位置。

比如，理科将高水平研究型人
才作为主要目标，新工科致力于为
攻关“卡脖子”技术和产业前沿育
才，医科希望培养推动医学突破、擅
于复杂疾病诊疗的科研人才和卓
越医师，文科积极探索更契合社会
需要的学位新项目。

2、“宽口径、厚基础、重能力、求
创新”的理念没有变。

“四个融通”与这12字理念高
度吻合。在重点构建的四类本研
融通培养模式中，拔尖创新人才本
博类培养项目，强化了通识教育和
专业基础，长学制培养和高难度课
程可以更好实现“厚基础”；高端应
用导向的本—专硕专博类培养项
目，推行CO-OP模式，是符合社会
需要的“重能力”；交叉融合的本硕
博类项目，涵盖多层次双学位项目、
跨学段跨学科成长路径，使“口径更
宽了”；所有项目都突出了创新能力
培养。

3、“国家意识、人文情怀、科学
精神、专业素养、国际视野”育人特
色没有变。比如，举全校之力建设

“强国之路”思政大课和AI大课。
“两门大课”赋予学生全面发展新的
载体，也为落实20字特色提供了新
模式、新平台。

教育教学一定是长周期改
革，长期坚持、长期发力、长期见
效，但长期主义并不意味着可以
刻舟求剑。20年来，世情、国情、
校情、学情都有重大变化，教育
教学的“药方”不可能不作“加减
化裁”。

（二）不“穿马甲”

有同志担心，目前各院系正在
准备的培养项目“乱花渐欲迷人

眼”，是不是有穿“马甲”、搞“噱头”
的成分。这样的担心很切中肯綮，
时时提醒我们牢记检验真改革的
两个“有利于”：

1、是否有利于人才培养质量
的提升。

一年半来，学校教育教学改革
以招生改革为起手式，经过去年教
育教学质量年，实施学科专业设置
和结构调整，再到本研融通培养模
式改革，最后集成为“四个融通”为
标志的人才自主培养体系。其深
度广度远远超出我们的预期。最
终影响是“三个所有”：所有学科重
塑人才培养体系，所有学位项目改
革培养方案，所有本研课程逐一调
整更新。

一年半的体会：望道、变法、重
术，三者缺一不可，改革必须经得起
历史考验。

2、是否有利于满足国家和社
会需要。

我们要坚持“乙方心态”，每一
项改革举措最后都要接受国家和
社会的“甲方”检验。人才培养项
目是不是王牌，最终看口碑。一看
能不能满足国家对拔尖人才的需
要、考生家长对优质教育的需要；
二看能不能拿出有吸引力、竞争力
的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有没有过
硬的培养质量。

（三）不“抠指标”

在改革过程中，低头看路与抬
头望方向一定是交替的。当大家
都沉浸于指标、刻度时，我们会提醒
不忘初心；如果大家停留在中观语
言，我们就会提醒往实里走，多想想
招数。

比如，实施本研融通的培养模
式，必须紧扣更好培养原始创新拔
尖人才和交叉融合创新人才的目
标，而不是简单“抠指标”，注意以下
两点：

一是本研融通比例未必越高
越好。各学科单位要根据自己的
培养目标，对各类项目设计合理规
模。既保证资源供给，也设计好“立
交桥”，对每位学生因材施教、个性
引导。

二是实施了本研融通，并不意
味着培养质量就一定会提升。确
切地讲，实施这项改革可能是培养

“干细胞”式人才的必要条件，而不
是充分条件。各单位要根据自己
的培养目标，对于学科专业体系、
项目培养体系、课程教学体系、创
新能力训练体系、教学学工管理机
制作一体化设计，对于教育教学质
量持续作全要素评价，最终落脚到
优生、优培、优课、优师、优管，细化
到每门课、每个人。

（四）不“邯郸学步”

长聘制如果搞得不彻底，往
往容易陷入“不上不下、不痛不
痒、不尴不尬”的局面。这次会否

“邯郸路上学走步”？
（下转第4版）

复旦大学党委书记 裘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