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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瘫痪的手动起来，可能吗？面对这

一世界级医学难题，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

院徐文东教授、顾玉东院士领衔多学科团

队，二十余载持续研究，提出中国原创的

偏瘫治疗方案。

就在今年 6 月，团队开展的《创建外

周-中枢通路修复肢体运动障碍的重大技

术突破及理论创新》项目荣膺国家科技进

步奖一等奖。

与之相似，六年来，一系列高水平科

研成果被刻上复旦印记，学校科研创新能

级跃上新台阶——

彭慧胜团队自主研发全柔性织物显

示系统，让显示器能被“穿”在身上；徐彦

辉团队系统描绘转录起始连续动态全过

程，颠覆教科书关于启动子识别的传统看

法；周振鹤“二十年磨一剑”，主编中国第

一部大型行政区划变迁的通史《中国行政

区划通史》；党的创新理论研究“两大工

程”一期顺利完成，二期建设启动……

以创新为天职、以卓越为目标，这是

一代代复旦人的治学之道，更是国家与时

代对这所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期待。

六年来，复旦人走出一条独具特色的

创新突破之路，靠的是什么？

顶天立地
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理工医科方面，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 175 项、科技创新 2030 重大项目 18 项，

牵头国家科学技术奖9项、省部级一等奖

及特等奖43项，数量屡创新高。其中，国

家自然科学奖数在全国高校中排名第二；

2020年，赵东元领衔项目获国家自然科学

奖一等奖，实现我校历史性突破。

人文社科方面，获人文社科类重大项

目110项，立项数列全国高校前茅。在教

育部第八届、第九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

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评选中均居前

列，其中第八届共获奖72项，获奖总数和

论文著作一等奖数位列全国高校第三；上

海市第十四、十五、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

优秀成果奖评选中，获奖总数及一等奖数

雄踞榜首……

这份亮眼的科研成绩单，离不开顶层

设计和前瞻布局。

六年来，学校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关于建设“第一个复旦”的重要指示

精神，积极呼应科技强国、健康中国、构

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等要求，发挥学校

综合性学科优势，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

求、勇闯科研“无人区”，持续加强基础

前沿研究，强化学科交叉融合，推进科

研支撑体系和科研文化建设，进一步提

升学术创新能力。

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金力强调，强

化创新策源是推进“第一个复旦”建设的

第一动力。

六年来，复旦为重大原始创新夯实地

基，新增国家应用数学中心等 13个国家级

科研基地，牵头完成2个全国重点实验室

重组、参建4个全国重点实验室，获批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基础科学中心5项；持续推

进人文社会科学传世之作学术精品研究

项目，已产出精品学术成果；设立人文社

科先导计划、先锋计划，效应彰显；实施

“双一流”学术期刊支持计划，其中《复旦

学报》（社会科学版）连获大奖；人文社科

研究基地建设事业蓬勃发展。

六年来，复旦为产学研深度融合插上

翅膀，新建校企联合实验室近80家，加强

“政产学研用金”融合创新载体建设，推进

学校与上海市及长三角、粤港澳、京津冀、

长江经济带等国家重点战略区域的科技

合作；完善校-地-企协同创新合作模式，

与地方协同筹划校地企产学研创新联盟；

成立复旦科创母基金，全力构筑校内校外

科技成果转化“生态圈”……

攀登科技珠峰，亦扎根中国大地。

令人振奋的是，诸多科研成果已实现转

化和落地：赵东元团队将介孔材料广泛

应用于催化、储能、生物检测、化妆品、水

处理、电子材料等诸多方面；林金钟团队

牵头研发国产新冠 mRNA 疫苗，为中国

和世界新冠疫情预防控制贡献力量；复

旦智库品牌持续擦亮，落实政策职能，咨

政建言有实效……

融合创新
涵养学科交叉开放生态
2022年11月，位于张江科学城的张江

复旦国际创新中心项目实现结构封顶。

这里，拥有世界上最顶尖的脑影像中心。

类脑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院长冯

建峰，在这里带领一支国际化、多学科的

顶尖科研团队探索大脑奥秘，朝着构建

“千脑时代”的目标前行。

眼下最具变革性的发现和创新，往

往发生在学科交叉融合之中。六年来，

面向重大科学问题、前沿方向和应用基

础研究领域，复旦创新性建立类脑智能

科学与技术研究院、智能机器人研究院、

人工智能创新与产业研究院、相辉研究

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现代语言学研究

院、老龄研究院等一系列实体运行科研

机构，集聚校内外优势科研力量重点突

破领域难题。

作为上海这座城市的“金名片”，复

旦始终主动对接上海建设国际科创中

心和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三

大产业创新高地的重点任务，建设张江

复旦国际创新中心和青浦复旦国际融

合创新中心，构建创新人才集聚和培养

高地。

科学智能（AI for Science）浪潮之下，

复旦上线国内高校规模最大的云上科研

智能计算平台CFFF。在这个强大的科研

“加速器”助力下，复旦人正在探索过去无

法计算的科研课题，孕育更多具有影响力

的科研成果。

AI 时代，是否只有自然科学才需算

力？答案是否定的。“中华早期文明跨学

科研究计划”，就从文字学、语言学、遗传

学和考古学以及世界史等角度，依托大数

据平台，重构中国早期文明起源、传承和

发展的历史进程，以跨学科视角回答中华

民族形成的源流，回应国家重大文化发展

需求。

融合创新是一种新的科研范式，更是

一种新的学术文化。近年来，各种常态化

的学术交流平台，让不同学术背景、不同

研究方向的科研人员走到一起，自由研讨

交流，探索跨界可能。

厚植沃土
释放人才创新创造活力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人才是第一资

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创新驱动的本质，

是人才驱动。

六年来，复旦坚持目标导向和自由探

索两条腿走路，持续推进科研制度改革，

致力于激发各类创新主体和科研人员的

积极性创造性。

譬如，设置专任岗位，目的在于建立

并稳定一支结构合理、体量适度、能打硬

仗的人才队伍，形成优秀创新团队和团队

集群。目前，学校已审批22项重大创新任

务纳入专任岗位试点范围。

又如，设立基础研究特区、建设相辉

研究院。面向基础学科重点领域、前沿领

域，汇集全球顶尖人才和校内优秀青年英

才，聚焦高风险、高价值的科学难题，提供

长期稳定支持，完善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

评价考核机制。

再如，改革科研评价机制。学校以学

术评价为导向，构建人心聚学、褒奖实绩

的科研评价机制，陆续推出新精神指导下

的评价性文件，突破学科界限，注重实际

贡献，将定量评价和定性评价相结合、关

键性指标和基础性指标相结合，打造适应

融合创新和高质量发展的科研评价奖励

体系。

如果说艰深的科研工作是重大突破

的内生动力，那么繁荣的学术活动则让复

旦的创新底色更为彰显。

2022年以来，浦江科学大师讲坛这一

重要学术交流平台永久落户复旦。国际

顶尖科学家轮番作客，与复旦师生面对

面，聚焦学术前沿，传播科学思想。

2023年，“文化校历”应运而生。“学科

周”、高端论坛、重磅讲座、实验室开放日、

学术科普等学术活动琳琅满目，师生浸润

其中，发现兴趣、碰撞思想、全面发展，创

新的种子悄然萌芽。

大 学 是 学 术 的 殿 堂 ，是 创 新 的 热

土。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复旦人将接续

奋斗、乘势而上，凝心聚力、奋力谱写学

术科研的新篇章，交出服务中国式现代

化的新答卷。

本报记者 殷梦昊

以创新为天职 以卓越为目标

勇闯科研“无人区”，营造学术新生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