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复旦
要闻

一、二版编辑/黄文发2 星期日 2024.9.15

复旦大学 77 级经济系杰出

校友、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

院长、世界经济论坛董事会执行

董事、首位进入国际货币基金组

织（IMF）高层的华人朱民，9月8

日下午为 2024 级复旦本科新生

带来新学期“强国之路”思政大

课第一讲。

身着黑色西服的朱民面对

同学，充满活力与热情，兴致勃

勃分享全球新前沿与新挑战。

他自信地走到正大体育馆讲台

中心，以《中国经济走向新增长

模式》为题，开启一场老复旦人

为新复旦人锚定未来、指引方向

的对话。

生逢其时的“强国一代”

改革开放至今，中国迎来快

速发展。过去的45年，中国8亿

人成功脱贫；高铁成为中国交通

强国的“名牌”；传统制造业迅速

发展，逐渐成为科技行业并往前

走；GDP 从上世纪 80 年代初的

178 美元，到现在的 1.35 万美元

……目前，中国正在走向高收入

国家。

带领大家简单回顾改革开

放时代大潮如何推动中国经济

走向世界之后，朱民说：“经过

先辈们的打拼与奋斗，在座的

各位同学生逢其时，不再生活

在贫困中。你们站到了新时代

浪潮上，是新中国的‘强国一代

’。这是了不起的荣耀，也是了

不起的责任。”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挑

战与机遇共存。在波动式的增

长过程中，中国仍充斥着很多

“不容易”——中等收入陷阱、人

口老龄化、修昔底德陷阱与中美

摩擦等等，都是目前面临的挑

战。“人口总量在减少，而你们在

接受高等教育后走向社会，面临

着很大的责任”，朱民说。

中国经济正在发生转变

回到母校的朱民兴致很高，

神采奕奕地分享自己观点，正大

体育馆里不时传来阵阵笑声。

他的演讲逻辑清晰严谨却

又不失机智幽默，他打趣屏幕上

的曲线图太高，“你们要给我一

根巨大的教鞭我才能指这根曲

线”，随即他走向屏幕，伸长手臂

指了指屏幕。

放眼世界，全球经济进入持

续的低增长阶段。“2023 年的全

球经济增长为2.8%，是一个相对

低的数字。因为世界遭受了疫

情所带来的创伤，全球经济平行

下移一个阶段。”

朱民认为，全球持续的低增

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

面，去全球化下贸易不再是全球

经济增长主动力；另一方面债务

上升是央行在买单，也使得金融

风险集聚。此外，今年的美国大

选与民粹主义运动加剧世界格

局的不确定性。

“持续的低增长之下，我们

需要质量、技术、突破。”朱民鼓

励同学们，自己的那一代面对的

是穷困、走向世界，而同学们这

一代面临着更复杂的环境，需要

大家有更广阔的视野。

结合二十届三中全会，朱民

从房地产、高端制造业、碳中和

等多方面对未来中国经济发展

做出预判。

“房地产改革基本上有望稳

住，加快构建出房地产发展新模

式。”朱民指出，国家已明确一系

列的房地产政策，有助于稳住中

国经济基本盘。

“中国的制造业是世界最

大的制造业，是美国+德国+日

本的综合总和。而中国历史上

从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强调科

技、强调创新。我们这一代把

制造业做大、产品做便宜、质量

好，你们这一代要把它做得高

科技，国家提出十大智能制造

的核心，这些与你们的未来息

息相关，国家发展的方向，就是

你们未来的选择。”

改善能源体系，构建新型电

力系统，中国正努力在碳中和方

面引领世界，在中国创造一个绿

色的、可持续发展的模式。“以前

的人走的是追赶模式，而现在你

们所处的是创造、引领的时代，

这是何等的大潮。可以说，绿

色、碳中和等词语，是以后你们

生活中的色彩。”

展望 2024 年，朱民认为，中

国经济将走向新的增长模式。

面对新的未来，朱民观察到新的

增长动力，他认为中国经济增长

模式将从“投资+房地产+出口拉

动”走向“内需+制造业+碳中

和”，是长期的结构和战略转移。

迎接科创和数据资本时代

现场，朱民不忘与台下身穿

不同颜色院服的相辉学堂和五

大书院同学展开互动。

“我想找找经济系的学弟学

妹们。经济系的同学坐在哪里，

举举手我认识一下。”

“以后我们的时代离不开数

学专业的同学。数学专业的同

学举举手，让我看到你们。”

讲到人工智能、数字经济

时，他强调在人工智能时代开展

跨学科学习的必要性：“这一代

同学成长于科技浪潮涌来的时

代。计算机系的同学可以修读

一些工程学课程，反过来，工程

学 同 学 也 最 好 修 读 计 算 机 课

程。而数学系、计算机系的同学

未来要在中国数据方面做出贡

献。今天，新的大潮是科技创新

和数据资本的大潮。之后，数据

资本的大潮要比科技创新的大

潮更为广泛。”

朱民表示，随着科技创新和

数据资本大时代的到来，我们正

在进入智能时代。在智能时代，

机器认知和人脑认知是两种不

完全重合的平行途径。“我们要

学会去驾驭人工智能，让它为我

们带来更多的生产效益。比如，

计算机系的同学以后就不是成

为‘码农’了，而是要学会驾驭人

工智能，让它变成自己的‘码农

’。”朱民的解释给同学们带来启

发，同学们笑着鼓起掌来。

他继续说，国家正在构建模

型体系、算力体系、开发体系、治

理体系、应用-平台体系、创新体

系等GPT六大模块。“你们好幸运

在这个智能时代的起点期进入大

学。对复旦学生来说，这6个模块

将来一定有我们的贡献。”

除了人工智能，他还强调了

数据的重要性。“中国要用好数

据。”目前，各地正在构建各种数

据平台，国家也正在促进实体经

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

进了复旦门，终身复旦人

“当年我也很年轻。16 岁

我当工人，当了十年的工人。

等我来到复旦大学读书时，已

经25岁。”

带着对知识的渴望和对未

来的憧憬，朱民参加1977年12月

的高考，并以数学满分、英语几

乎 满 分 的 成 绩 被 复 旦 大 学 录

取。当大屏幕上出现朱民在复

旦学生证的照片时，现场响起热

烈的掌声。

“进了复旦门，终身复旦人，

复旦有一个优良传统就是关心

自己的学生。”每每回到复旦，朱

民心怀感恩，也忘不了在校园里

的恩师、同学与生活。

“经济系是一个绝对的好

系！”与经济系学弟学妹们打招

呼后，朱民感慨道，“在经济系读

书时，我最害怕读马克思的《资

本论》，厚厚三卷要背下来不容

易。张薰华老师用他的圈圈论，

把《资本论》的内在逻辑和演化

演绎得精美，用辩证逻辑展示了

《资本论》的逻辑美。”

一张纪念恢复高考 40 周年

暨经济学系 77-78 级校友返校

活动的大合影上，系主任张薰华

紧紧拉着朱民的手，坐在第一排

中间。“我作为学生居然坐在前

排，完全是‘大逆不道’。张老师

是真的喜欢学生，他拉着我坐在

前面。”

“我特别感恩在复旦的 46

年。一进入复旦就觉得这里像

家，我遇到最好的老师、领导、同

学，他们不但给了我知识，更重

要的是给了我人生信仰。复旦

改变了我的人生。”

作为老学长，朱民在祝福新

一届复旦人时，也给出不少务实

的建议。首先是学好基本理论，

理解内在的基础起点以及它的

逻辑。其次，在学生时代要敏锐

地关注最新前沿动态，关注宏观

的趋势变化和全球新潮流，才能

找到自我未来的兴趣点与立足

点。现场，朱民调侃：“建议大家

有人牵头组建一个‘学习能力小

组’。拥有学习能力，在人工智

能时代至关重要。”第三，建立长

期主义的思维方式，一方面要形

成自己的观察框架，另一方面要

坚持终身学习，聚焦某一领域，

不断构建自己的思维方式。第

四，在观察外部世界的同时，挖

掘自己的内心，根据自己的性

格、韧性、能力和兴趣选择适合

自己的方向。

“我希望你们站在浪前，而

不是被拍死在浪花底下。”朱民

说，今天的世界经济激荡风云，

中国经济改革开放和发展方兴

未艾。以 GPT 为领先，计算科

技、生命科材料科技、宇宙空间

科技、虚拟世界科技等科技大潮

滚滚而来，碳中和发展的长潮大

浪一波高于一波，各位同学正是

这大潮奔涌中的新一代。

“亲爱的学弟学妹们，欢迎

成为复旦人！”课程结束后，现场

同学们给这位与复旦结缘 46 年

的老学长，献上热烈的掌声。而

站在讲坛中心的朱民，朝着大家

鞠了三躬。一堂两小时的课程，

朱民全程站立讲完，字句铿锵有

力、幽默风趣。在与同学们的互

动间，朱民展现了一位复旦老学

长对复旦新生的期许和关爱。

学好专业，学会使用数据

要了一杯浓茶，朱民走下讲

台，走近同学们，开始进行提问

交流。

来自航空航天系技术科学

试验 1 班的易志珩提问，在国家

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下，

新工科学生需要着重去培养哪

些能力？

“一要学会使用数据，二要

学好本专业。特别是前者。因

为数据在金融化、资本化，数据

资本的规模会大于金融资本。

数据资本在未来会是一个大产

业。理解数据是应用数据的第

一步，而到未来，应对数据的隐

私、安全，要建立新的监管体系，

降低金融风险积聚。”

来自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

学院社会科学试验班的陈疆迪

提问：朱民校友作为史上首位进

入IMF高层的华人，对有志于贡

献全球治理的青年学生走进国

际组织大舞台，有什么建议？

朱民用“信念+语言+专业”

来加以回答。他说：“我能成为

进入IMF管理层的首位中国人，

只 是 历 史 的 潮 流 把 我 推 到 那

里。我可以推测，未来会有更多

的中国人走向世界的舞台，出现

新一代的‘中国英雄’。”而要走

到世界舞台，不仅要有高标准的

外语能力和过硬的专业知识，还

要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理

解透，带到全世界。

课程结束后，还有不少师生

请教，朱民都耐心一一作答。

“强国之路”思政大课开场

前，校党委书记裘新老师在开课

讲话中表示，同学们是“强国一

代”，背负着强国使命，就要有

“强国有我”的信念和能耐。在

同学们独立走上人生路的时候，

要扣好第一粒纽扣。如果说复

旦人有什么特质，那大概就是比

同龄人多了 1%的理想主义情怀

和1% 解决问题的能力。希望大

家在这无界大课中开拓视野，在

这时代大课中树立志向，在这前

沿大课中学会创新，涵育理想主

义情怀、增强解决问题的意识能

力，进而熔铸复旦人的魂魄，书

写复旦人的新传奇。

本报记者 赵天润
实习记者 方东妮
实习记者廖恒 摄

朱民：未来会有更多中国人走向世界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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