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抓住机遇 直面挑战 共同展望亚洲未来十年
“上海论坛2020”聚集智慧、追求卓越、创新平台、关切热点：

上海论坛是由复旦大学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崔钟贤学术院主办、复旦发展研究院承办的国际大型学术论坛，是目
前在上海举办的最具国际影响力的品牌论坛之一，自2005年创办以来，已走过15年历程，出席论坛的国内外演讲嘉宾
近5000人次。论坛以“关注亚洲、聚焦热点、荟萃精英、推进互动、增强合作、谋求共识”为宗旨，致力于搭建中外政商学
界人士共同交流沟通的平台。论坛始终坚持创新引领，为区域发展、国家大计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建言献策，为上
海全面深化“五个中心”建设、加快建设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汇聚全球智慧。

（上接第 1 版）大家要在新中国

史学习中强化理论武装，准确把

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

和现实逻辑，强化理论武装，深

入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

神，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

的新征程上创造更大的奇迹；要

在新中国史学习中坚定“四个自

信”，面对世纪大疫情与百年大

变局相互交织叠加带来的巨大

挑战和机遇，保持战略定力，在

危机中育先机、于变局中开新

局，努力为构建新发展格局作出

更大贡献；要在新中国史学习中

砥砺实干本领，不断提升攻坚克

难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干能

力，全面深化改革、推进学校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

开启迈向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

学前列新征程，以更加优异的成

绩迎接即将到来的建党百年伟

大时刻。

会议在光华楼东辅楼102报

告厅、江湾校区廖凯原楼 1 楼报

告厅同时设置了分会场。

校党政领导班子成员、党委

委员、纪委委员、机关部处和各

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参与了集体

学习。 文 / 李斯嘉

本报讯 12月10日，上海复旦大学教育发展

基金会理事会举行换届会议暨第四届理事会第

一次会议。校长许宁生出席并讲话，通报了今年

以来学校在疫情防控阻击战和常态化防疫的特

殊背景下取得的新成果、新进展。他指出，在包

括理事们在内的社会各界倾力支持下，学校及时

复工复学，出色完成了今年的既定任务，朝着建

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既定目标继续冲刺。

校党委副书记许征当选为新一届理事会理

事长，外联处处长杨增国当选为新一届理事会秘

书长。“建设一个与世界一流大学地位相称的高

校基金会是我们的共同追求！”许征表示, 将坚持

“登高望远、谋篇布局、积极作为、开放办会”的发

展思路，把基金会的事业推向新高度，努力完成

时代和大学赋予高校基金会的责任和使命。

文 / 李斯嘉潘振勤 摄 / 成钊

复旦大学努力建设与世界一流大学地位相称高校基金会

2 一、二版编辑/黄文发 星期一 2020.12.21
校园新闻

●12月18日，山西省委常委、
组织部部长曲孝丽一行调研考
察复旦大学，双方围绕选调生招
录、科技成果转化等内容展开交
流。校党委书记焦扬对曲孝丽
一行的到访表示欢迎，并表示复
旦愿做山西人才培养的坚强后
盾，期待更多优秀学子在三晋大
地上发挥作用、施展才华，同时
复旦也将对接服务山西的需求，
积极推进校地合作、助力山西转
型发展。曲孝丽一行在智库楼
参观了复旦大学智库建设和咨
政育人成果展。

文 / 李斯嘉

●12月9日，发展规划处党支
部开展专题组织生活，支部成
员、校长许宁生以“深入学习‘四
史’，建设新型研究型大学”为
题，给支部全体党员上专题党
课。发展规划处党支部成员、入
党积极分子和党外教师参加。
许宁生将复旦的发展历程与党
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
主义发展史相结合，全面梳理了
复旦在一流大学建设历程中的
光荣历史，并表示复旦要继往开
来、乘势而上，坚持“一张蓝图绘
到底”。

文 / 张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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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8日，“上海论坛2020”

年会在沪开幕。以“亚洲再出发：

展望未来十年 ”为主题，本次论

坛以线上线下结合的形式举行。

在上海论坛 15 周年之际，600 多

位来自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智

库、高校、学术机构、企业、政府和

媒体等机构的嘉宾和代表云聚论

坛，共论亚洲未来十年发展。

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校务委员

会主任焦扬主持开幕式，复旦大学

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许宁生，韩

国SK株式会社董事长兼首席执行

官崔泰源，北欧部长理事会秘书长

宝拉·莱赫托麦基先后致辞。

焦扬代表复旦大学和上海论

坛组织委员会，向线上线下参加

论坛的近600名海内外嘉宾表示

热烈的欢迎，向多年来一直关心、

支持和帮助上海论坛的各界朋友

表示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诚挚的感

谢。自2005年创办以来，上海论

坛见证了世界格局的加速演变、

全球治理的深刻重塑。站在新的

起点上，希望上海论坛始终本着

聚集智慧，追求卓越的理念，迎接

各方精英、创新交流平台、关切世

界热点问题，共同描绘未来十年

亚洲新征程。

许宁生在致辞中指出，当今

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各国人民的命运从未像今天这样

紧密相连，把上海论坛年度主题

定为“亚洲再出发：展望未来十

年”，关切未来的十年，体现了复

旦大学作为一所高校的历史眼

光、现实关怀和未来意识。

许宁生表示，展望未来十年，

交流与创新是时代赋予大学的使

命和担当。作为交流互鉴与合作

创新之地，面对日益多样化的全

球挑战，大学对增进人类共识、培

养世界文化交流使者、构建和谐

世界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广泛性

和持久性作用；面对全球发展和

人类进步中的现实问题与前沿探

索，各国应加强大学间的合作交

流，用创新增添文明发展动力、激

活文明进步的源头活水，不断创

造出跨越时空、富有永恒魅力的

文明成果。

崔泰源在致辞中表示环境问

题是今天人类面临的最大挑战。

他提出企业战略、监管体系和人

心将成为改变发展方式、解决全

球问题的三大关键因素。企业要

从根本上转变经营方式，关注生

态友好、社会价值和信用议题；监

管制度要激励企业、公共和私营

组织以创造更多社会价值；人类

的同理心将帮助人们将心比心，

提供转变发展方式的真正动力。

他希望上海论坛为疫情后的全球

合作与振兴规划路线图，并呼吁

亚洲在集体智慧和同理心的领导

下走向未来新征程。

宝拉·莱赫托麦基在演讲中

结合会议主旨，强调了北欧和中

国务必携手共进的重要性。她表

示，在疫情的大考面前，双方不是

零和博弈游戏，而是一荣俱荣、一

损俱损。同时，她高度赞赏中国

在落实《巴黎协定》中的关键作

用，指出推动绿色经济的转型发

展也是北欧国家的优先政策领

域，北欧未来愿与中国在绿色经

济发展方面加强合作，贡献力

量。她期待北欧和中国今后在可

持续发展、营商与创新、研究和教

育、人文交流、福利方案这五个领

域增进对话和深化合作。

论坛上，美国前代理助理国务

卿董云裳，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

员、山东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

张蕴岭，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

主奥利弗·哈特，复旦大学泛海国

际金融学院金融经济学学术访问

教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终身讲席

教授魏尚进，全国政协常委、民建

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周

汉民先后发表了主旨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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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党委中心组
集体学习新中国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