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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双碳”战略，2022年上海公共关系国际论坛举行
2022年12月8日，“双碳”战

略与绿色发展——2022年上海公

共关系国际论坛在上海举行。本

次论坛由上海市公共关系协会、

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

学联合主办。

开幕式上，复旦大学党委书

记焦扬致辞。她指出，近年来，复

旦结合国家所需与学校所长，聚

力推进科技创新，系统布局前沿

领域，积极提供资政服务，积极服

务“双碳”战略和绿色转型。复旦

将与上海公共关系协会进一步深

度合作，牢牢把握“双碳”战略和

绿色发展的历史机遇、内涵要求，

充分发挥高校的人才、学科和平

台优势，培育一流人才，深入探索

跨学科、本硕博贯通和科教产教

融合培养模式，大力培养适应“双

碳”战略未来需要的拔尖创新人

才；推动融合创新，抢占“双碳”领

域科技制高点，积极推进学科融

合创新、开展有组织科研，加快关

键核心技术的攻坚突破；强化资

政服务，围绕“双碳”重大问题开

展理论和政策研究，为国家和上

海低碳科技创新、转型治理提供

更多智慧。

上海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吴清，同济大学党委书记方守恩，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顾

锋在开幕式上致辞。上海市公共

关系协会会长沙海林主持。

在平行分论坛上，复旦大学校

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金力向出席分

论坛的各领域专家、学者和领导表

示欢迎。他表示，复旦大学着眼于

“双碳”目标，坚守立德树人初心，

推动碳中和相关学科建设和高层

次人才培养。实现碳中和、碳达

峰，是为了人类的共同未来。希望

有更多的企业、高校、科研机构共

同参与、深度融合，为实现双碳目

标做出努力和贡献。期待通过本

次论坛，汇集国际国内相关领域的

领军人物，碰撞思想、交流观点，为

更好实现中国的“双碳”目标，提出

新的思考和有益的建议。

在主旨演讲环节，复旦大学

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国家气

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张人禾作

题为《碳中和与大气科学》的发

言。国家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

化司司长李高、上海市发展改革

委员会副主任周强、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研究员李善同、中国金

融学会绿金委主任马骏、清华大

学教授和能源环境经济研究所所

长张希良教授、澳大利亚国立大

学克劳福德公共政策学院教授

Frank Jotzo、绿色金融 60 人论坛

首席经济学家张俊杰先后演讲。

分论坛上半场以“面向双碳

的政府治理与区域协同”为题，

下半场以“碳定价与绿色金融”

为题，分别由复旦大学副校长陈

志敏、上海能源与碳中和战略研

究院院长吴力波主持。

分论坛发布《“双碳”目标下

的上海绿色金融发展》。该书从

碳金融、环境金融、气候融资等方

面，着力探讨绿色金融发展的最

新实践和发展方面，涉及绿色金

融具体行业包括银行业、证券业、

资管行业、保险业等，并从证券交

易、第三方认证体系、产融结合等

方面全面分析长三角城市绿色金

融发展的竞争力与合作方向，为

上海绿色金融的发展提供有力的

指导建议。 文 / 李怡洁

2022年12月16日下午，复旦

大学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举

行。校党委书记焦扬，校长、中科

院院士、校董事会主席金力，校党

委常务副书记裘新，以及二十多

位校董、校董代表线上出席会

议。常务副校长、校董事会秘书

长许征主持会议。

会前，全体与会者深切缅怀杨

福家、蒋震、李和声、解直锟4位近

一年内离世的董事会成员，集体致

敬董事会的发起推动者杨福家资

深校董。

焦扬代表学校，向长期关心

支持复旦发展的全体校董及校董

代表表示欢迎和感谢。她表示，

“第一个复旦”是全体复旦人和所

有关心支持复旦发展人士组成的

团结奋斗的共同体，校董会是其

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是学校

坚持开放办学、服务社会的重要

平台。学校将一如既往支持校董

会工作，不辜负各位校董的支持、

厚爱和信任，在中国式现代化的

伟大进程中奋力书写“第一个复

旦”的精彩华章。

金力向长期以来对学校发展

倾心支持的各位校董致以诚挚的

谢意；向4位校董的离世表示最深

切的哀悼。随后，金力作学校事

业发展情况报告。聚焦战略人才

引进培育，金力指出，要树立全球

引才的视野，大力引进国际一流

的战略人才；要树立服务国家导

向，大力培育一批战略科学家群

体；要充分发挥院系引才育才主

体作用。他期待校董会助力学校

实施“人才强校”战略，朝着建设

中国特色、世界顶尖大学的目标

不懈奋斗。

会上，许征作校董会工作报

告。人才工作办公室主任黄金辉，

中国科学院院士、材料科学系教

授、复旦大学光电研究院院长褚君

浩，与会校董等交流发言。

文 /汪祯仪

复旦第七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举行

共商奋进之策，共谋“第一个

复旦”建设。2022年12月27日下

午，上海复旦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下文简称“复旦基金会”）线上举

行第四届理事会第七次会议。

复旦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

士金力出席并讲话，复旦基金会数

十位理事、理事代表、监事出席会

议。常务副校长、复旦基金会理事

长许征主持会议。

金力向复旦基金会参会理事、

理事代表和监事表示欢迎和感

谢。金力表示，基金会不仅是学校

筹资拓展的重要渠道，也是学校凝

心聚力的发展平台。基金会对于

学校的贡献不仅体现在捐赠的“硬

实力”，同时也体现在基金会作为

学校事业发展同行人的“软实

力”。复旦大学将一如既往、倍加

重视基金会各位理事的建言献策，

着力建设好基金会作为校友、理事

和校董等多种资源荟聚的平台，发

挥基金会在学校教育事业中的大

作用。

许征在主持会议时表示，把复

旦建设成具有中国特色世界一流

顶尖大学是一代代复旦人的强国

理想，奋力书写“第一个复旦”新篇

章，离不开每个复旦人的努力，更

离不开各位理事鼎力襄助。她感

谢理事们在助力学校建设与发展

方面给予的关心与支持。

复旦基金会理事、秘书长杨增

国作重要公益活动项目资金筹集

和使用情况报告、2022年工作报

告，汇报了 2023 年度工作计划。

复旦基金会副秘书长陆颖丰向理

事会报告了2022年度基金会财务

及投资情况、2023年度预算方案。

复旦基金会理事、投资委员会执行

委员汪新芽，复旦基金会理事、投

资委员会主席袁天凡先后作投资

情况重点评述。

会上，科学技术研究院副院长

徐晓创介绍了复旦大学设立基础

研究专项基金的设想，第一笔资金

的捐赠方上海蓝鹊生物医药有限

公司俞航总经理分享了公司支持

学校基础研究项目的思考。

文 /章佩林

共商奋进之策，共谋“第一个复旦”建设

气候变化是当今世界面临的

最严峻挑战之一。为应对这一挑

战，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批准

了由我校张人禾院士领衔的“碳

中和背景下亚太气候变化对大气

环境和公众健康影响风险和治

理”“一带一路”国际联合实验室

建设项目。

2022年12月6日下午，“一带

一路”国际联合实验室启动会议在

复旦大学逸夫楼召开，来自国内外

140余位专家学者在复旦大学主会

场或通过线上出席会议。

“一带一路”国际联合实验室

（以下简称：联合实验室）依托复

旦大学“国际灾害风险综合研究

计划”（IRDR）国际卓越中心、国

际“空气质量监测、分析、预测”研

究计划（MAP-AQ）亚洲区域办

公室，联合蒙古、印度尼西亚、菲

律宾、韩国、泰国等亚太五国科研

和大学机构共同建立，将努力在

科技创新、技术支撑、技术辐射与

能力建设、合作示范，决策支撑与

科学治理咨询等方面追求卓越，

建立起一个基于气候治理，立足

区域、面向全球的一流国际合作

网络，共同提升区域科学治理的

能力与水平。

复旦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

院士金力，中国科协国际合作部

副部长王庆林，印尼国家研究与

创新署主席拉克萨纳·特里·汉多

科（Laksana Tri Handoko），联合国

世界气象组织研究司高级科学官

员亚历山大·巴古拉诺夫（Alex-

ander Baklanovren），“空气质量监

测分析预报”（MAP-AQ）国际研

究计划主席盖伊·布拉瑟尔（Guy

Brasseur），“国际灾害风险综合研

究计划”国际项目办公室执行主

任韩群力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

会上，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

士张人禾围绕联合实验室的整体

战略目标、国际合作计划、项目组成

部分等三个方面对联合实验室作

了介绍。亚历山大·巴古拉诺夫代

表世界气象组织（WMO）宣布成立

“一带一路”亚太地区国际联合实验

室。复旦大学科学技术研究院纵

向研究处处长杨鹏宣读管理委员

会成员和科学指导委员会名单。

文 /李怡洁、章佩林 摄 /成钊

“一带一路”亚太地区国际联合实验室成立

2022 年 12 月 27 日下午，中

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一带一路”

教育国际交流分会（下文简称：分

会）第四次理事会暨会员大会在

复旦大学智库楼以线上线下相结

合的方式举行。

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副秘

书长安延，分会理事长、“一带一

路”教育行动推进委员会副主任

委员、复旦大学副校长陈志敏分

别致辞，分会秘书长、复旦大学党

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教师工作部

部长陈玉刚主持会议并报告分会

2022年工作总结并介绍分会2022

年新会员，汇报2023年工作计划。

分会副理事长、理事、会员各

单位领导等 140 家单位 200 余人

线上参与会议。大会审议通过增

补理事32位，调整理事人选提案

1 项。在学术研讨环节，来自高

等教育、职业教育等成员单位代

表作了“一带一路”教育国际交流

专项课题成果汇报。

文 / 赵天润

携手共进，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

2022 年 12 月 18 日，由复旦

大学老龄研究院举办的第二届老

龄中国高峰论坛在上海举行，发

布老龄研究院今年三项研究成果

——《长三角养老服务协同发展

研究报告（2022）》、《中国银发经

济发展研究报告》和《新冠疫情对

我 国 养 老 机 构 的 影 响 调 研 报

告》。三个报告分别对银发经济

的概念、内涵、外延进行系统阐

释，对其未来发展规模进行科学

预测；系统梳理长三角养老服务

体系建设遇到的困难、取得的成

就，有针对性地就未来养老服务

协同发展提出对策建议；完成国

内首份排摸疫情对养老机构影响

的一手调研数据报告。

来自国内老龄领域的专家

学者和业界代表，围绕主题“深

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探索应

对老龄化中国方案”，为应对中

国老龄化建言献策。复旦大学

文科科研处处长顾东辉，中国人

口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翟振武致辞，复旦大学文科资深

教授、老龄研究院院长彭希哲主

持论坛开幕式。

本次论坛设置“复旦老龄研

究终身成就奖”，表彰对老龄科

学研究做出重大贡献的专家学

者。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

授邬沧萍成为首位获得这个奖

项的学者。 来源 / 老龄研究院

第二届老龄中国高峰论坛举行，发布三份研究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