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旦 52024.12.1 星期日
科研

校企携手，创设大健康概念验证中心伙伴生态
11月26日，生命健康产业科

技高质量发展论坛在复旦大学

逸夫科技楼举行。大健康概念

验证中心高质量发展生态伙伴

平台启动。

本次论坛由复旦大学主办，

复旦大学技术转移中心联合生

命科学学院、药学院、人类表型

组研究院及莘泽智星港高质量

孵化器共同承办。来自政府、学

术界、产业界和投资界的行业领

袖共同探讨生命健康科技的创

新趋势、产业需求以及资本与科

创的深度融合。

复旦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

院士金力，杨浦区委副书记、区

长周海鹰，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

会副局级干部谢文澜出席论坛。

在此次以“照亮科创之光”为

主题的论坛上，复旦大学技术转

移中心联合创投机构上海未来产

业基金、复旦科创母基金、上海创

业接力科技金融集团、上海浦东

创新投资发展集团、上市企业美

迪西、近岸蛋白、金融交易机构交

银资本、浦发银行、上海技术交易

所和莘泽智星港高质量孵化器十

家机构，启动大健康概念验证中

心高质量发展生态伙伴平台，该

中心将推动创新链、产业链、服务

链和金融链的多链融合，以孵投

联动等运营机制，促进早期科技

成果的概念验证与创新转化，加

速一批知识产权完善，成果产品

化路径清晰，产业应用前景突出

的科技成果实现产业化。

随后，2024全球生命健康科

技概念验证大赛的“金概念奖”

获奖团队进行了授奖仪式。此

次大赛历时 5 个月，通过初复赛

机制，深入陪伴辅导制定参赛项

目团队的概念验证计划，最终复

旦大学脑科学研究院抗癫痫及

镇痛小分子药物研发、上海大学

血管化器官芯片、交通大学医学

院附属瑞金医院等 10 个创新项

目脱颖而出，获得本次大赛的

“金概念奖”。

在主题报告环节，上海未来

产业基金总经理魏凡杰、苏州近

岸蛋白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

事长朱化星、Citeline首席分析师

周淑华以及复旦大学生命科学

院教授鲁伯埙教授分别就颠覆

式创新投资孵化、产业创新发

展、全球和中国生物医药领域的

创新趋势以及神经生物科学发

展分享见解和成果。

在圆桌对话环节，第一个主

题聚焦于生命健康产业创新对

科技的呼唤和需求，第二场圆桌

环节围绕科创与资本链接展开，

与会嘉宾纷纷畅所欲言，交流心

得体会。

复旦大学生命健康产业科

技高质量发展论坛的成功举办、

大健康概念验证中心伙伴生态

的创设，将促进科技界、产业界

和投资界和服务界在生命健康

领域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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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给国际传播带来哪些挑

战和机遇？AI 时代，该如何构

建高效国际传播体系？11月24

日，复旦大学新闻学院（系）创

建 95 周年系列活动——“数字

中国·全球沟通”论坛举行，学

界和业界共同探讨智能时代的

国际传播。

论坛由教育部国际传播联

合研究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主办，复旦大学全球传播全媒

体研究院协办。

紧抓时代机遇，
做好智能时代的国际传播

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教育

部国际传播联合研究院院长裘

新在致辞时表示，构建更有效

力的国际传播体系，是推进中

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维度。布局

建设教育部国际传播联合研究

院，是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提

升国际传播能力的重大举措。

当前，我们已经迈入一个以人

工智能为背景的全新时代，知

识体系、培养模式、研究范式都

面临系统性重塑。本次论坛以

“智能时代的国际传播”为主

题，紧扣党和国家重大战略部

署、抓住时代特点，十分必要。

期待学界业界聚焦主题深入交

流，形成有益的智慧成果，并一

如既往指导关心研究院的建设

发展。

未来研究院将强化特色定

位，继续搭建好学界和业界互

动、合作、创新的桥梁通道，探

索构建覆盖本硕博直至博士后

的国际传播人才培养体系，积

极推进国际传播工作迈向刚柔

并济的2.0版。复旦将进一步发

挥好在新闻传播、国际关系、人

工智能、大数据等方面的学科

综合和人才集聚优势，全力支

持研究院在国际传播前沿的创

新探索。

上海市委外宣办（市政府

新闻办）主任陈怡群作题为《上

海努力打造国际传播最佳实践

地 的 思 考 和 举 措》的 主 旨 演

讲。她通过一系列生动案例，

展示上海在国际传播领域的最

新实践与探索。她表示，上海

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世

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和深度

链接全球的国际大都市，应积

极构建全领域全平台全流程多

主体的国际传播格局，加强“城

市即媒介，人人皆传播”国际叙

事，在智能时代，国际传播应更

加重视视文化多样性和包容

性，加强全球范围内的交流与

合作”。

“从数据采集情况来看，当

前中国城市的国际传播影响力

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浙江

传媒学院党委副书记、主持工

作的副院长韦路在做主旨演讲

《智能媒体时代的城市国际传

播》时提出，未来可以立足现象

级IP打造优质内容，创设“服务

型”城市，打造“理想型”体验，

深化国际传播中心的多元化协

作机制，推动中国城市国际传

播能力全面提升。

“国际传播的主体和边界

不断拓展，改变了各国的传统

传播形态。”清华大学新闻与传

播学院院长周庆安在《国际传

播效能评估的思考》主旨演讲

中，通过分析从效果、效能到效

力的概念演进，认为国际传播

效能需考虑制度、能力、行为等

维度，将宏观因素与具体行为

评估相结合。在他看来，效能

不仅是关于传播效果的客观指

标体系，还包括战略、能力和制

度的主观评估部分，应当兼顾

新闻传播学、区域国别学、政治

学等多学科视角。

圆桌对话：协同合作
形成国际传播合力

如何构建更有效的国际传

播体系？在智能传播时代，我

们如何把握机遇并应对挑战？

在随后的“全球传播全媒体圆

桌论坛”上，中国外文局副局

长、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院

长于运全，人民日报社新媒体

中心副主任王恬，解放日报社

总编辑、上海报业集团国际传

播中心主任丁波进行对话与分

享。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

复旦大学全球传播全媒体研究

院副院长张志安主持会议。

于运全指出，协同合作形

成国际传播合力，比单打独斗

更有意义。要发起精准传播联

合行动，进一步整合中央部委

单位、地方政府、高校智库和媒

体机构力量，要重视国际青年

的作用，要注重开发具有思想

性和文化性的国际传播产品，

用精彩故事向世界展现可信、

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王恬

表示，在制定传播策略和方案

时，我们应聚焦特定地区、国家

和人群，通过前期调研深入了

解传播对象及其文化禁忌，制

定有针对性的传播方案，确保

取得积极效果。丁波认为，要

让每一位来到上海的外国人，

都能成为上海形象的感知者和

传播者。通过差异化定位、共

情化叙事，上海报业集团致力

以细腻的方式生动讲述上海故

事，让更多人了解真实的上海。

面对智能传播时代带来的

机遇与挑战，三位嘉宾分享了

他们的深刻见解。于运全指

出，本轮人工智能技术全面渗

透到传播链条的各个环节，对

媒体发展和国际传播产生革命

性影响。然而，国际通用大语

言模型中的高质量中文语料匮

乏，是亟待“破圈”的现实命

题。丁波表示，关注垂类场景

应用实践和高质量的中文语料

库建设，对国际传播至关重要，

建议大家挖掘更多优质本土化

内容，聚焦中国叙事和中国话

语，有效助力国际传播。王恬

根据新闻实践指出，在新闻线

索的发现及新闻产品的策划、

调研环节，AI 能够极大提升工

作效率，但由于智能生成内容

无法确保真实性，新闻发布的

“把关人”仍是新闻记者编辑。

下午，还举行了三场平行

主题分论坛，分别聚焦“城市国

际传播”、“构建更有效力的国

际传播体系”、“中国叙事体系

和叙事话语创新等议题”。来

自各地宣传部门、国际传播中

心、高校和媒体的嘉宾围绕国

际传播学科建设、跨学科学术

研究、城市国际传播策略、主流

媒体供给侧改革、跨文化交流

等内容进行深入探讨，为构建

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提出

真知灼见。

实习记者丁超逸
本报记者李怡洁

智能时代·国际传播

探 讨 AI 时 代 的 国 际 传 播 体 系 构 建

11 月 24 日 ，由 复 旦 大 学

新闻学院主办的“智能时代的

传播研究创新与人才培养合

作”全球院长论坛在复旦大学

召开。论坛将智能时代的传

播研究创新与人才培养合作

两项重要任务紧密联结，将新

闻传播学的学科体系研究与

国际传播实践探索紧密结合，

是全国新闻传播学的学术盛

会 ，也 是 复 旦 大 学 新 闻 学 院

（系）创建 95 周年的重要纪念

活动之一。

裘新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来自全球三十余所知名新闻传

播院校院长和资深专家参会并

围绕主题进行深入交流。新闻

学院党委书记陆柳、院长张涛

甫分别主持全球院长论坛的开

幕式和主旨演讲。

复旦大学与三所国际顶尖

高校就新闻传播人才培养和科

研合作交换合作文书。合作文

书分别有：《复旦大学与早稻田

大学关于实施双学位项目备忘

录的补充协议书》、《传播、媒介

与创意产业双学位项目延续合

作协议》和《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和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

心联合培养合作意向书》。

今年，复旦大学新闻学院

还正式推出“数字技术与传播”

英文博士项目的全球招生，进

一步丰富了学院从本科到博士

的多层次国际化培养体系。该

项目得到了快手国际化事业部

的大力支持，现场举行了快手

国际化——复旦大学英文博士

项目奖学金捐赠仪式。

下午，与会专家主要围绕

“时代变迁中的新闻传播学科

发展与教育转型”“智能时代的

新闻传播人才培养与研究”“全

球沟通中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

与人才培养”“全球传播研究创

新与人才培养合作”“学术期刊

发展与中国新闻传播学自主知

识体系建设”等议题展开讨论，

贡献多样见解，为智能时代的

传播研究创新与人才培养合作

工作提供了发展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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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院长齐聚复旦，共话传播研究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