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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5日，复旦文科资深教授陈尚君

纂校的《唐五代诗全编》新书首发式在上

海书展举行。这部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

版的超大型断代集成性文献，共1225卷、

50册，超1800余万字，是陈尚君40余年唐

诗研究的总结性著作。

标杆性学术成果离不开好的学科生

态。六年来，复旦全面推进一流学科建

设，深化学科内涵发展，促进学科融合创

新，完善学科治理体系。在第五轮学科

评估中表现出色，学科优秀率升至近

80%，顶尖学科数显著增加，各主干学科

处于国内前列。

20个学科入选第二轮“双一流”建设，

与首轮建设相比，入选学科数增加 3 个。

新增8个一级学科，率先设置集成电路科

学与工程、国家安全学、纳米科学与工程、

复杂系统科学与工程等交叉门类一级学

科，加快推进新工科、新医科、新文科建

设。文、社、理、工、医与交叉六大学科板

块协同发展的新格局基本形成。

打造学科标杆
引领学科高质量发展

六年来，复旦以提升学术科研原创

能力为主线，以重大项目、重点工程、重

要平台为牵引，大力推进学科建设高质

量发展。

2023年11月，上海市首批市级科技重

大专项“国际人类表型组计划”启动二期

建设，这也意味着人类表型组计划，这个

由中国科学家牵头发起的国际大科学计

划迈向新的征程。全球科学家将在国际

共识的研究框架下，为解答人类表型及其

调控机制这一生命健康奥秘的核心问题

开展实质性协同攻关。

2021年起，复旦大学着力实施“一流学

科培优行动”。以“双一流”建设学科为主

要依托，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传承弘

扬中华优秀文化及服务治国理政新领域新

方向上，瞄准拟突破的关键领域，组建培优

团队，培育有重大影响力的标志性成果，打

造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学科标杆。

打造学科高峰的同时，促进学校优势

学科融合发展，也是复旦在这六年间的关

键发力点。

党的十九大以来，复旦在全国率先启

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研究工程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工

程（“两大工程”）。

2021 年，“两大工程”一期建设成果

20本著作发布出版；2022年5月，“两大工

程”二期升级启动，深化推进新时代重大

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推动成果向课程和

教材体系转化。

推动科研范式变革
学科交叉开放生态渐成

“‘ 伏 羲 ’说 ：今 天 上 海 不 下 雨 。”

2023 年 9 月 1 日，校长金力在开学典礼

上的讲话引起现场复旦师生的掌声和

欢笑。为预测典礼当天天气，“伏羲”气

象大模型团队将全球大气状态输给“伏

羲”模型，3 秒钟就完成对未来 15 天的

天气预测。

“伏羲”气象大模型的诞生，正是源于

复旦在 AI for Science（科学智能，下文简

称：AI4S)方面的前瞻布局和前沿探索。

2023年6月，复旦正式上线国内高校最大

云上科研智算平台 CFFF（Computing for

the Future at Fudan），全面构建 AI4S 大模

型体系。CFFF平台由面向多学科融合创

新的AI4S智能计算集群“切问一号”、面向

高精尖研究的专用高性能计算集群“近思

一号”两部分组成，两者共同为全校 AI4S

的高性能计算提供强大计算资源，支持AI

赋能科学研究新范式变革，促进基础学科

及交叉学科建设。

科研范式的转变背后，是复旦近年来

在学科领域的前瞻性布局规划。以“复旦

共识”为起点，复旦在“新的工科专业、工

科的新要求”建设内涵引领下，加速布局

新工科建设。

2019年11月，微电子学院率先启动建

设全国首个交叉门类一级学科“集成电路

科学与工程”。2022年2月，在教育部公布

的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学科名单中，复旦

“集成电路科学与工程”学科成为交叉门

类中唯一入选的学科。

如何准确把握学科前沿发展趋势、服

务国家战略需求？六年来，复旦布局建设

一批实体运行科研机构，推动人文、社科、

理科、工科、医科交叉，优化复合型人才培

养机制，培育一批渐趋成熟的前沿交叉方

向，形成学科交叉创新的内在生产力。

当今世界，光电科技及其密切相关的

智能与量子领域成为各国竞相争夺的高

科技战略制高点。

2021 年 1 月，复旦光电研究院成立。

研究院获批建设上海市智能光电与感知

前沿科学研究基地，以国家重大需求为导

向，发挥复旦在光电研究领域的传统优

势，推动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和前沿

技术研究的融合发展，为“卡脖子”技术提

供解决路线和方案。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生物医学

与信息技术不断跨界融合。2022年6月，

复旦智能医学研究院筹建成立，打造医学

科研数据中心。

作为复旦的重要特色和文化根基，

发展人文社会科学，不仅是复旦构建一

流大学体系和培养一流人才的着力点，

也是复旦担当国家使命、构建中国特色

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

体系的使命。

2021年12月，复旦老龄研究院揭牌，

在承接国家战略任务的同时，构建融合创

新合作平台，为复旦人文社科发展注入新

动能，努力形成中国老龄科学研究和产业

实践的“国家队”。

夯实学科创新土壤
机制建设促学科未来发展
大力推动国家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建

设，是复旦响应上海市集成电路、生物医

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创新高地和

科创中心建设需求的重要举措，也是服

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赋能学科、产业发

展的重要布局。

2023 年，聚焦大规模异构计算“卡脖

子”技术的国家人工智能产教融合创新平

台获批，平台大力构建人工智能垂直领域

大模型体系，与产业合作伙伴共建人才培

养特区。在此之前，复旦已先后获批国家

集成电路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国家医学攻

关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在新一代集成电路

和新型疫苗领域加快培养领军人才、实现

关键技术的突破与赶超。

国家发展与智能治理综合实验室内，

一批前沿的新文科课题正在孕育孵化。

如何以平台机制建设为依托，让传统

基础学科“焕发新生”？文科实验室是一

种尝试。作为首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

重点实验室，成立于2022年的国家发展与

智能治理综合实验室瞄准社会科学智能

计算的学术前沿，立足复旦哲学社会科学

雄厚基础，发挥理工医多学科交叉的综合

性大学优势，推动学科融合创新。

六年来，复旦在新文科建设方面积

极寻求突破，着眼未来发展方向，打造一

批以国家发展与智能治理综合实验室、

国家智能评价与治理实验基地、数字文

化保护与旅游数据智能计算为代表的文

科实验室，进一步完善学科布局，推动学

科建设提质增效。

广搭平台的同时，复旦以机制建设

为抓手，推动学科发展走深走实。作为

引领学科发展的重要机制举措，第一批、

共 20 家学科学术发展中心于 2022 年成

立，推动学术共同体共谋资源、共享机

遇、共同发展。

完善新工科发展生态，复旦新工科建

设战略咨询委员会于2022年成立，在学科

规划、项目论证、战略咨询、学术科普等方

面，充分发挥智囊团优势，共谋复旦新工

科未来发展。

以 2022 年复旦上医建院 95 周年“基

础-临床交叉融合与转化论坛”为序，复旦

聚焦“基础-临床结合、医工结合、医理结

合、医文融合”四大主题，定期举办学科交

叉融合系列论坛，推动医学学科融合发

展，更好服务人群健康。

从“北坡之路”到“珠峰之巅”，学科

建设牵动全局、影响长远。面向建设中

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目标，复旦将以学

科建设为龙头，深入涵育学科生态，不断

加快学科结构优化增长进程，提升学科

融合创新能力和服务能级，推动学校高

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汪蒙琪

深化内涵发展 促进融合创新

构建卓越学科体系，打造学科建设新标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