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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特别推荐我作为

院长的未来信息学院中的‘光

子计划’院士班，由10位院士组

成指导团队，进行光电、电子、

智能等信息科技最前沿融合培

养。”5 月 27 日下午，相辉堂北

堂，副校长、未来信息创新学院

院长周磊正在复旦大学新工科

六大创新学院（下文简称：六

创）推介会演讲。

“我推荐”，成为这个大会

上的高频词。这是继复旦新工

科六大创新学院高质量推进会

后，六创第一次集体亮相。特

别的是，这次六家创新学院的

“掌门人”一一登台，以TED演

讲的方式，为自己所在的创新

学院站台，欢迎更多学子报考

复旦新工科。

新工科“新”在哪里

金力在致辞中透露，为满

足更多学子的新工科志趣，今

年学校在六大创新学院投放过

千的本科招生计划数，同比增

长超过20%；各创新学院内部专

业实现完全自由分流。推出18

个本博、本研融通培养项目，覆

盖创新学院近一半（43%）的本

科生源。试点推出超常规人才

培养项目，组建由顶尖科学家

担任“学术班主任”的六大领军

人才班。

以所在的未来信息创新学

院为例，周磊介绍，学院与华

为、戴尔共建智能基座、人工智

能驾驶实验室等平台，通过基

础理论与工程实践相结合的培

养方式，曾诞生过复旦首位“华

为天才少年”、有本科生斩获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微软

周礼栋、南芯半导体阮晨杰等

校友及企业高度认可其前沿理

念。“复旦新工科就在于打破学

科界限，培养兼具创新与实践

的领军人才”，周磊说。

“当集成电路成为全民关

注的焦点，我们更要思考培养

什么样的集成电路人才？”中国

科学院院士、集成电路与微纳

电子创新学院院长刘明的开场

白，直击新工科人才培养的新

命题。

创新学院成立以来，已形

成五个方向的教学团队，通过

一体化教学，旨在培养学生的

理论功底、专业能力与综合素

质。学院开设的专业选修课、

进阶课能够满足学生的不同特

点和方向，各类丰富的科学实

验活动，也为学生迈入科研的

大门奠定坚实基础。学院将为

学生提供多元化发展方案，可

以根据个人兴趣、能力和职业

规划来选择自己的培养路径。

“希望我们培养的学生在遇到

新的问题时，能具备提出解决

方案的能力。”

通过一组老照片，计算与

智能创新学院执行院长杨珉为

在场观众介绍了国内首台电子

模拟计算机“复旦601型电子积

分机”。迈向创新前沿，复旦成

果斐然。CFFF 智能计算平台

2.0 作为国内高校最大的云上

科研智算平台，也是首个覆盖

“教—学—研”全链条的人工智

能基础设施，正助力全校百余

个科研项目产出重磅成果。国

内首个类ChatGPT大语言模型

MOSS，发布后引发广泛关注。

伏羲气象大模型能在 3 秒内完

成 15 小时的天气预报精准预

测，为大型活动提供保障。“大

平台、好团队、真问题、跨学科，

这是我们总结出的新工科发展

规律。”

计算与智能创新学院将全

面实施3+3本研贯通、3+5本博

贯通培养方案，鼓励学生参与

科研实践、产业实践，更关注自

身的兴趣，全面提升创新能力

和专业能力。

新工科是依托于六创而建，

六创不是独立的六个学院，也不

是松散的联盟，而是高度融合的

创新体。六创充分发挥综合性

大学的多学科优势，突破知识图

谱的静态排列，成为面向未来科

技战场的动态军团。

新工科如何跨维共生？加

拿大工程院院士、生物医学工程

与技术创新学院院长陈颉分享，

“新工科跨维共生。六创是高度

融合系统发展的创新生态体系，

彼此之间无论在人才培养或科

研，是共同推动、互生共赢”。

他介绍了生物医学工程与

人工智能、智能机器人、新材料

等领域的融合的创新成果，例

如，便携智能超声系统提高西

部地区基层医疗水平，通过智

能MRI检测影像提高脑动脉瘤

诊断精度，使用内窥镜实现精

准手术，生物胶水黏结人工设

备（支架，心脏起搏器），以及下

肢假肢力（触）觉仿生系统和脑

机接口芯片等等。

以基础研究为根。“新工

科”不是一般意义的工程技术，

而是融通基础与应用，既要“顶

天”又要“立地”。

从情感计算人形机器人

“光华一号”到仿蚯蚓移动的机

器人，从在国际机器人顶尖会

议 ICRA 上获得四足机器人挑

战赛季军到研发视触觉一体化

的具身基础模型将触觉感知分

辨率提升至传统方法的 4 万倍

……“智能技术正在迅速进化，

影响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副

校长、智能机器人与先进制造

创新学院院长姜育刚以《无处

不在的智能体》为题介绍，创新

学院致力于研发可用、可靠、可

信的智能体。

用一组AI生成的视频预见

未来，他相信未来智能机器人

能够助力各种物品的自动化生

产，并会服务人类生活的方方

面面。为了实现这样的目标，

创新学院以复旦综合性学科优

势为支撑，布局机器人与具身

智能、智能空天、智能光电三大

方向。“我们希望解决‘一片’问

题，而不是‘一个’问题，创新学

院将以智能体为核心，面向国

家重大需求，培养拔尖创新人

才，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中国科学院院士、智能材

料与未来能源创新学院院长赵

东元以《孕生新技术的科学殿

堂》为题，分享新工科是直接孕

育培植新质生产力的交叉学

科，“让科学成为未来新工科建

设的重要基因，成为中国重要

的文化基因”。

“新工科”发展基金发布

新工科创新学院改革是

“重中之重”，充分调动校内各

种资源，优先推动、优先发展。

现场成立复旦新工科发展

基金，将聚焦学科发展、人才培

养、师资建设、成果转化等领

域，全方位助力复旦工科做

强。基金募款得到校董、校友

和社会各界的积极响应，首期

在 1990 级经济学院校友、校董

陈天桥、校董马秀慧、校地合作

单位绍兴市上虞区、1988 级电

子工程系校友卢荣富等支持

下，已筹集 1.2 亿元，超额完成

目标。其中，陈天桥校友创办

企业盛大集团捐赠 5000 万元，

马秀慧校董创办企业欧普照明

股份有限公司捐赠 3000 万元，

复旦校地合作地区绍兴市上虞

区支持3000万元，校友、厦门亿

联网络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副总经理卢荣富个人捐赠

1000万元。

交接院旗发布六创标识

复旦工科有悠久的传统、

创造过无数的辉煌。新中国

自主培养的第一位博士后集

成电路与微纳电子创新学院

洪志良教授，中国大陆第一篇

人工智能顶刊的论文作者计

算与智能创新学院吴立德教

授，深耕医学电子学领域的资

深学者生物医学工程与技术

创新学院邬小玫教授，复旦为

发展新工科引进的首批领军

专家之一的智能机器人与先

进制造创新学院甘中学教授，

创建腐蚀实验室形成国内目

前最完整的不锈钢评价体系

的智能材料与未来能源创新

学院李劲教授，原信息科学与

工程学院首任院长未来信息

创新学院的陈良尧教授。在

推介会现场，他们与新一代复

旦新工科人共同发布六创标

识，传递薪火。

自 2022 年起，学校成立由

全国新工科教育、科研和产业

界重要人士共同组成的复旦大

学新工科建设战略咨询委员

会。

现场，裘新金力分别为新

一届战略咨询委员会颁发聘

书。会后，新一届新工科建设

战略咨询委员会2025年度会议

召开。

与此同时，相辉堂草坪举

行“百廿启新 创领未来”——复

旦大学新工科六大创新学院特

色集市。从前沿“黑科技”到学

生科创项目琳琅满目。

本报记者赵天润
实习记者丁超逸
本报记者李玲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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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5月27日向全社会发
布新工科人才特色培育体系。

培养体系中包含：6个新工
科创新学院人才培养白皮书，
109个教学实习实训基地、150
个师生共创项目、一支1193人
的高水平跨学科强协同师资队
伍，8位院士，650名校内导师+
543名行业导师以及涵盖科教、
产教、创业、访学、济培在内的5
个成才支持项目。这些共同托

举起新工科时代的“未来之星”。
这个新工科人才特色培育

体系显示，六大创新学院锚定
国家战略需求，主动调整学科
布局，突破自身舒适区，把优势
力量都牵引到当前最需要的产
业方向上。

六创的核心理念是“三个
有组织”，即有组织人才培养、
有组织科研攻关、有组织改
革。“三个有组织”凝聚起相关

院系、全国重点实验室、产教融
合平台和实体运行科研机构，
打造互通、同享、共治的大平
台，建设协同攻关的大团队，为
培育新质生产力做出大贡献。

六创始终坚持在全球找最
好的老师上最好的课，扩大顶
尖师资人才比例。打造生师比
5:1的黄金梯队，目前已汇聚国
家级人才逾210人。

周磊以《在复旦新工科遨游

尖端科技与未来产业的梦工厂》
为题，举例介绍集成电路领域推
出7年制的“星陈计划”（集成电
路领军人才班）本博融通培养项
目；本硕融通拳头产品“香农计
划”——为工科量身打造，实行
相辉荣誉学员制，为每位学生配
备全程导师，支持课程灵活组合
与免试直通深造；未来信息领军
班联合企业高管与科创先锋作
为顶尖导师，以真实研发和精英

圈层强化实战能力，培养未来电
子信息行业的领军人才。

与此同时推行 CO-OP 模
式，建立“产学交替”的培养体
系，建设109个实习实训基地和
150个师生共创项目，配置在岗
行业导师543人，确保所有本研
融通学生在内的大部分学生获
得校外优质实习机会，本博融
通学生有一次以上的出国出境
交流机会。 本报记者 赵天润

新工科人才特色培育体系发布

新工科发展基金成立赋能六创高质量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