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 12 月 31 日，复旦大

学规划与“双一流”学科建设大会

暨“第一个复旦”研讨会在光华楼

东辅楼举行。校领导，上海医学

院领导，各院系、实体运行科研机

构、机关部处和直属附属医院等

单位党政主要负责人出席会议。

建学科高峰，攀世界顶峰

焦扬指出，2014 年以来，学

科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双一流”

首轮建设周期任务顺利完成，文

社理工医五大学科门类竞速发

展，学科服务国家战略能力明显

提升。但是，对标总书记、党中央

的新期待新要求，对表国家高水

平科技自立自强和地方升级发展

的迫切需求，对照日新月异的学

科前沿和国内外同行百舸争流的

竞争态势，学科结构优化增长进

程仍需加快，有国际竞争力的学

科“高原”“高峰”建设仍需加强，

学科融合创新能力和服务能级仍

需提升，学科建设效益和管理效

能仍需提高。

建设一流学科，是学校“十四

五”形成高质量发展新格局的关

键抓手和动力。不进则退、慢进

也退，要以旦复旦兮的创新精

神、日月光华的创造气概，抢抓

机遇、乘势而上，建学科高峰、攀

世界顶峰。

第一、树立历史思维，把握好

“双一流”建设的历史使命。建设

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就要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提供有

力支撑。“十四五”是学校“三步

走”战略第二步的奠基五年、关键

五年，既要为2035年整体水平引

领教育现代化奠定根基，也要对

标“双一流”2030 年目标和新一

轮部署，凝神聚力在“率先”上下

功夫、求突破。立德树人、“双一

流”建设是学校最大政治任务，是

党和人民赋予的重大历史责任和

时代使命。全校干部师生要共同

扛起政治责任，充分发挥集中力

量干大事的政治优势、制度优势，

在新的历史征程上高位推进一流

学科和一流大学建设、加快实现

高质量发展。

第二、强化战略思维，把握好

新一轮“双一流”建设的战略导

向。在大学办学实践中，学科建

设牵动全局、影响长远，最应该树

立和运用好战略思维、把握战略

导向。贯彻国家新一轮“双一流”

建设部署，主要体现四方面的导

向。一是彰显特色、争创一流，处

理好扎根中国与世界一流的关

系。既扎根中国大地、深化内涵

发展，也瞄准世界一流、构建一流

大学体系，创造性建设“第一个复

旦”。二是重点支持、统筹推进，

处理好一级学科与一流学科的关

系，打造一流水准的学科体系。

三是融合创新、优化结构，通过融

合创新，处理好巩固优势与结构

拓展的关系。四是优中选优、造

就高峰，“一流学科培优行动”是

服务国家战略需要、迈向世界一

流前列的重要战场。

第三、增强系统思维，把握好

建设一流学科的关键要素。学科

建设应当注重系统的整体性、诸

要素的协同性和动态平衡，注重

发挥学科对人才培养、科研创新

和服务社会的龙头牵引作用，注

重师生主体能动性和校内外多元

参与性，培养一流人才、产出一流

成果。要造就一流人才方阵、走

出自主培养之路，牢固确立人才

培养的中心地位，把新时代人才

工作作为核心任务。要以服务国

家和人类为追求、完善大学创新

体系，自觉肩负起科技自立自强

和文化自信重任，强化创新策源

功能，推进科教融合、科研育人，

以一流成果服务支撑创新型国家

建设。

第四、坚持创新思维，营造好

创造活力涌流的创新环境。大学

本质上是师生一德的学术和创

新共同体，建设一流学科必须创

建追求卓越的创新环境，依靠院

系和师生共建共享，以创新的思

维推动创新的实践。要改进学

科建设评价，激发二级单位活

力，发挥“三线联动”的政治优势

和组织优势。

打造学科发展新格局

金力在“第一个复旦”学科建

设报告中首先阐释了学科建设的

几个关键概念。金力认为学科在

内涵上同时具有科研属性、育人

属性、管理属性，具有动态性、时

代性、开放性特征。现代大学治

理体系下，学术共同体是学科落

地生根、发展进步的内生动力，具

有学术、人才、育人、服务、治理的

五维要素。

如何看待“三新一高”格局

下，学校学科发展的历史方位？

金力指出，建设“第一个复旦”，正

处于深刻的历史战略机遇期，以

及新型前沿学科领域组织布局机

遇期。“十三五”阶段，复旦学科发

展打下了坚实基础，迈向世界一

流前列。近年来，复旦的研究领

域正逐步向顶尖高校演变，一流

学科竞争力仍有差距，未来五年

需要补齐短板、迎头赶上。

“十四五”学科发展有三大元

素：目标、路径、任务。更好建设

“第一个复旦”，首先要厘清目标、

路径、任务三个不同的概念。首

先设定总体的阶段性目标，明确

“十三五”“十四五”到“2035”，是

学校形成世界顶尖大学基本格

局、助力三个强国建设的重要阶

段，要分阶段、分目标实现各个一

流学科的国际、国内双冲顶。发

展路径涵盖六个方面：赓续壮大

人文社会科学学科，提升整体发

展能级；力促理科基础优势学科，

攀升塑造全球学术地位；紧抓新

工科建设契机，营造工科发展新

生态；瞄准国家战略和民生需

求，打造医学学科尖峰；深化学

科融合创新，前瞻性布局交叉学

科建设新方向。同时，学校计划

通过良好的支撑体系、“培优行

动”等路径支撑，从各个学科角

度分门类做好任务规划，以更加

健全的学科评价体系、更加科学

的管理机制，支持一流学科朝国

际国内“双冲顶”的目标前进。

校院两级需肩负学科建设的共

同责任。

“第一个复旦”学科建设，要

实现厚积薄发的阶段性跃升。回

顾中国大学治理模式的演变，是

从对西方大学制度的借鉴到扎

根中国大地办大学的演变。总

结国际经验，应明确我校现阶

段“创新驱动”的发展特征，通

过分析学科发展从分裂到融合

的演替更新趋势、观测世界范

围内学科研究体量占比演变。

作为学科发展的动力机制，一

是基于现有基础与积累优势，

作延伸式发展；二是对标未来，

补齐缺环，定位关键人才团队，

作跨越式发展。学校各学科应

从这两种动力机制出发，思考

未来的发展道路。

“第一个复旦”学科建设，要

找准学科冲顶的结构性力量。学

科冲顶的首要力量是一流学科，

一流学科不等于一级学科，在具

体建设中要将主干学科和支撑学

科建设的二级单位都组织进来，

形成学术共同体。总体而言，结

构性力量来源于前瞻性的学科布

局、国际国内双冲顶的发展目标

以及以学术共同体为核心的治理

体制创新。“抢”占机遇，要注重基

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打造新工

科先锋部队实力，对接国家战略

科技性力量是重要的结构性力

量。融合创新作为结构性增量具

有重大的战略意义，大学融合创

新的核心是融合，是不同学科的

人的融合，形成合力，共同的目的

是实现一流水平的育人、作出一

流水平的学术贡献、奉献人类文

明进步。同时要拓宽思路，打造

融合创新大平台。

许征在主持时表示，“十三

五”期间，学校学科建设成果斐

然，文社理医见强，新工科崛起，

构筑起了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格

局。为响应建设“第一个复旦”研

讨开幕论坛号召、为“十四五”开

好局，提升学校学科发展能级，全

校召开规划与“双一流”学科建设

大会，旨在通过开放、广泛的研

讨，让学校的学科建设步伐迈得

更稳、走得更快、行得更远。

研讨会上，七个院系有关负

责人分别介绍学科建设经验与未

来规划。（详见第4版）

文 / 胡慧中摄 / 成钊

学科是大学的基石，没有一流学科就没有一流大学。要通过广泛深入研讨，让“第一个复旦”学科建设的步伐迈得更稳、走得更快、

行得更远。会上，校党委书记焦扬作动员讲话并指出，召开建设“第一个复旦”系列研讨会，是对全校踏上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

加快迈向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前列的再动员再部署，也是深化巡视整改的重要举措。校长金力作关于“第一个复旦”学科建设的报告。

金力指出，建设“第一个复旦”正处于深刻的历史战略机遇期以及新型前沿学科领域组织布局机遇期，学科建设要实现厚积薄发的阶段

性跃升、找准学科冲顶的结构性力量。常务副校长许征主持会议。

我校召开规划与“双一流”学科建设大会暨“第一个复旦”研讨会

乘势而上乘势而上，，厘清差距短板不足厘清差距短板不足，，明确任务目标路径明确任务目标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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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建设“第一个复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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