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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六年多来，复旦大学以教育

对外开放为推动力，持续为促进文明交流

互鉴、中外民心相通贡献力量。今天，学

校正加快和扩大教育对外开放，谱写以高

水平对外开放促进高质量全面发展的新

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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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在课业上对我们和对中国学生

的要求是一样的，我们痛并快乐着。”就读

于中国语言文学系的波兰学生郑民浩

（Michal Kubisiak）在一次留学分享采访中

笑着“抱怨”。

这背后，是复旦大学几十年如一日的

“质量为本”留学生培养原则。目前，学校

采取校院两级管理体制，对留学生进行趋

同化管理，做到在专业能力培养要求、教

学组织管理、学籍管理及异动处理、教学

监督与评估、毕业标准及审核方式五大方

向一致。2023年，复旦大学高质量通过来

华留学生高等教育质量再认证A级，荣获

最高档8年认证。

在留学生教育的入口端，复旦也以严

格的标准把守着生源质量。自2004年起，

复旦外国留学生本科生统一入学考试的

“招生传统”已走过二十年历程。2023 年

秋季，复旦校园迎来首期预科外国留学

生，开启国际学生育人育才新局面。

尽管对留学生的招生、培养实施高标

准严要求，复旦仍吸引来自全球的学生。

疫情前，复旦在校学习的外国留学生达

7000人次，来自130多个国家或地区，学校

有28家海外校友组织，覆盖北美、欧洲和

亚太等地区。目前，来自世界各地各层次

留学生3千多人在校学习。

在复旦校园，即使在假期，也能看到

不少外国进修生。上海暑期学校（金砖

国家项目）、复旦国际暑期课程以及“一

带一路”国家青年外交精英人才高级研

修班项目是过去六年广受留学生好评的

暑期项目。“参加金砖国家暑期项目是我

人生中的一个重要决定”，现就读学校国

际政治专业博士学位的 2018 届暑期班学

生石昊（Pedro Steenhagen）说。去年3月，

石昊作为巴西代表赴扬州参加金砖国家

治国理政研讨会暨人文交流论坛，接受

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的采访，用亲

身经历向世界讲述中国在全球发展与和

平事业以及维护金砖国家伙伴关系中扮

演的重要角色。

自1952年开始接收留学生，逾5万名

留学生从复旦学成毕业，在世界各地成为

知华、友华的力量，搭建中外合作桥梁，厚

植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民意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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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外开放工作方面，复旦大学与 50

个国家（地区）、400 所左右的大学（机构）

签订交流合作意向书或协议。截至 2023

年末，有效期内的境外校级交流协议合作

伙伴 119 所，其中不乏耶鲁大学、剑桥大

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等众多全球顶尖高

校，推动从本科到硕博阶段的联合培养制

度，建立跨越各大洲的国际交流网络。同

时，各院系持续发力，充分发挥各自学科

优势，建立与境外293所院校机构的交流

合作机制。

教育对外开放也体现在学校将培养

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作为重要目标，即

便面对全球疫情的挑战也没有动摇改

变。“过去几年，为避免学术合作生态出现

明显下滑，我们作了比以往更大量的工

作，”哲学学院院长张双利说。从拓展伙

伴院校，到开展师生交流，从继续科研合

作，到邀请外国专家授课，哲学学院与相

关方一直保持密切联系，在旅行限制放松

第一时间，重启面对面交流。

领衔一系列高水平国际科研合作的

秘诀是什么？类脑院院长冯建峰亮出他

的答案。“通过各种渠道与海外同行主动

开展交流。”学校理工医科正以“科研”作

为发力点，推动科研开放合作，培养未来

的世界顶尖科学家。过去六年，类脑院

国 际 合 作 发 文 比 例 曾 一 度 达 到 79% ，

2022 年，国际合作发文数达到 122 篇。

自 2016 年正式运营以来，类脑院将有组

织的科研融入有组织的学生国际化培

养，寻找研究方向上“正向契合”的复旦

导师与国际导师，培养一批具有交叉学

科能力和视野的博士生、博士后。冯建

峰在复旦的第一位博士生目前已升任哈

佛大学副教授，“复旦进入世界一流大学

前列，也意味着复旦要培养出学术能力

得到其他国际顶尖高校认可的学生”。

百花齐放的国际学术论坛也为学科

国际交流提供重要平台。除了每年定期

召开的上海论坛、“一带一路”与全球治

理国际论坛，重磅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如

浦江科学大师讲坛、中英高等教育人文

联盟年度大会、上海医学论坛、全球伦理

国际会议、世界华人数学家联盟年会等，

同样汇聚全球顶级学者，将最前沿的学

术观点带给复旦师生，为人才引智提供

重要平台。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迈克尔k
莱维特（Michael Levitt），以及计算神经科

学家、IMAGEN 之父冈特k舒曼等已正式

加盟复旦。

通过参与和搭建横跨各大学科门

类的交流创新平台，复旦不断扩大学

术“朋友圈”。学校与法国图卢兹经济

学院共建复旦大学创新与数字经济研

究院，启动复旦大学国际灾害风险综

合研究计划国际卓越中心“极端天气

气候与健康风险互联和治理”，建立上

海市“一带一路”亚太地区国际联合实

验室，加入北极大学联盟，与奥斯陆大

学共建复旦-欧洲中国研究中心，与阿

拉伯大学协会共建复旦大学阿拉伯全

球发展与治理研究中心，持续推动复

旦—拉美大学联盟发展……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积极拓展国际

学术交流领域，与 U21 健康科学组织、世

界卫生组织等保持密切互动；与哈佛大学

医学院、德国科隆大学等世界顶级高校签

订合作协议。加强国际化人才培养，持续

推进MBBS课程建设，每年新增英文课程

10 余门；不断提升教师团队水平，构建人

才高地。打造医学品牌国际化，有力推动

国际科研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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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向留学生讲好中国故事，培养更

多知华友华助华人才？2021 年，复旦版

《中国概况》首发，及时满足了国际学生了

解当代中国的强烈需求，以该教材为教学

内容的混合课程建设，列入2021年上海市

重点课程建设计划，多家国内院校将复旦

版《中国概况》作为留学生中国概况课程

的专用教材或主干教材。

学校在海外的孔子学院也在传播中

国声音的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2018 年

至2022年五年间，复旦7所海外孔子学院

累计学员数量1.2万人次。

通过科研合作、交流培训、创设联盟、

学术引领、援外医疗等方式，六年来，复旦

进一步加强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地

区的合作。学校与哈萨克斯坦、匈牙利、

俄罗斯合作设立丝路人类学国际联合实

验室，协助IRDR国际卓越中心启动上海

市“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成立政治学与

国际关系学院联盟，以秘书处身份分别服

务“中巴经济走廊大学联盟”和中国教育

国际交流协会“一带一路”教育国际交流

分会，每年举办“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论

坛，并出版《“一带一路”教育国际交流优

秀案例选集》。复旦大学各附属医院定期

派驻高水平医师志愿奔赴北非国家摩洛

哥开展医疗援助。

“澜湄六国有很多共同点，我们克服

了重重阻力才取得现在的成果。”2023 年

春，澜湄青年合作启动 7 周年之际，“澜

沧江-湄公河青年合作长卷”落成仪式

在复旦大学举行，经济学院泰国留学生

陈至善（Jiratchaya Phinyoworakul）现场分

享画卷创作灵感。7月，世界青年齐聚苍

山洱海，在国务学院承办的“荣昶杯”青

年全球治理创新设计大赛（简称“YIC-

GG”）上探讨在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全球

性 挑 战 下 ，共 同 构 建“ 地 球 生 命 共 同

体”。一周后，第七届澜沧江-湄公河流

域治理与发展青年创新设计大赛（简称

“澜湄青创赛”、“YICMG”）在青海大学

开幕，六国青年代表共同商讨教育合作

与人文交流。

新 时 代 ，复 旦 大 学 将 以 开 放 促 一

流，不断扩大复旦国际“朋友圈”，进一

步增强国际竞争力影响力，努力建设

“第一个复旦”，朝着中国特色世界一流

大学前列的目标勇毅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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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开放促一流，扩大复旦国际“朋友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