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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 周年校庆之际，5 月 20

日，复旦大学微电子学院迎来建

院10周年。

“不忘初心，为党和国家培

养堪当大任的‘芯’青年；不负重

托，为集成电路学科建设提供

‘芯’方案；不辱使命，为打赢关

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贡献‘芯’力

量。”复旦大学党委书记裘新在

微电子学院建院十周年发展论

坛上代表学校向学院表示祝贺，

并寄语学院，站在新十年的起点

上，主动担当，积极作为，创造性

答好时代之问，为建设中国特色

世界顶尖大学贡献新工科的力

量。

当天，学院还举行建校 118

周年相辉校庆系列学术报告会

和建院十周年学术报告会，成立

复旦大学校友会集成电路行业

分会。

破 冰

作为我国最早从事研究和

发展微电子技术的单位之一，复

旦微电子学院建设的时间线，远

不止10年。

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的半

导体技术研究和人才培养就已

在复旦起步。这一切，都要归功

于复旦大学前校长——谢希德

教授。

筚路蓝缕、乘风启航。复旦

人立志攻坚核心技术、培养领军

人才，在中国集成电路发展史上

书写了一个又一个“第一”，为

“中国芯”源源不断注入力量，诸

多成果全国领先。

阮刚，1960年初研制成功我

国第一批锗集成电路；唐璞山，

在复旦开创CAD研究，为促进我

国集成电路计算机辅助设计发

展发挥了重要作用；鲍敏杭，

1981 年回国率先在中国开展微

机械传感器技术研究……

1989年，国家批准筹建复旦

大学专用集成电路与系统国家

重点实验室。这也是国内第一

个也是当时唯一一个专门从事

集成电路设计研究的国家重点

实验室。2001年，复旦大学微电

子学系成立。2013年，微电子学

院成立。2015 年 5 月，学院成为

首批获批建设的国家示范性微

电子学院。2019 年，复旦大学

“微电子科学与工程”专业获批

国家级一流本科生专业建设点。

变 革

时代流转，初心不变。新一

代复旦微电人接过谢希德等老

一辈科研人员手中的接力棒，在

集成电路“卡脖子”技术领域奋

勇创新。

学院成立后，科研进展按下

“加速键”——科研力量、资源更

为集中，从而能更好集聚引育集

成电路领域人才、承接国家重大

科研任务、开展有组织原创性引

领性科技攻关。

学院在先进铜互连工艺、原

子层沉积技术、高k/金属栅集成

工艺、超低源漏技术、新型存储

器等领域取得丰硕成果。在

Science 上发表了我国第一篇微

电子器件领域的研究论文。

在集成电路设计领域，IEEE

国际固态电路峰会（简称ISSCC）

被誉为芯片界的奥林匹克，微电

子学院先后这一顶级学术会议

中发布15项成果，位列中国大陆

高校前茅。

2013 年，“长三角集成电路

设计与制造协同创新中心”获批

建设；2018年，“国家集成电路创

新中心”揭牌；2019 年，“国家集

成电路产教融合创新平台”“新

一代集成电路技术集成攻关大

平台”启动建设……学院现有六

大科研平台聚焦“卡脖子”问题

研究、成果转化、人才培养等，与

集成电路领域科研院所及龙头

企业建立紧密的产学研合作机

制。

学院成立后，“集成电路科

学与工程”这个全新的一级学科

也率先建立。2022 年 2 月，在教

育部公布的新一轮“双一流“学

科建设目录中，复旦“集成电路

科学与工程”学科成为唯一一个

入选“双一流”的集成电路领域

学科。

全新框架下，复旦人加快学

科建设步伐，在 SOC 设计、集成

电路计算机辅助设计、半导体新

工艺、新结构、新器件、微电子机

械系统等领域的人才培养和科

研创新方面取得丰硕成果，奠定

了在国内的前列地位。

融 合

“做集成电路，不能只停留

在写文章，还要做出自己品牌的

产品！”上世纪末，这个掷地有声

的呼吁，来自改革开放后第一批

公派出国的学者、电子工程系教

授叶仰林。尽管叶仰林 1995 年

因病逝世，但他的心愿却被同仁

和后辈铭刻心中。

开门办学，产教融合，复旦

可谓“开风气之先”。汤庭鳌教

授回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复

旦就开始派教师去上海冶金所、

上海元件五厂、上海器件公司等

公司为技术人员上课，培养在职

研究生。企业为学生提供实习

场所、提供奖学金，教师也从中

获得很多实际知识，做到互助互

利。

诞生于复旦校园的上海复

旦微电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更

是产教融合的典范。

1998年，在时任国家重点实

验室主任章倩苓教授的支持下，

10 多位实验室人员组建复旦微

电子公司，开展了复微品牌国产

芯片的产业化进程。2000年，公

司在香港上市，成为国内集成电

路设计行业第一家上市企业。

如今，复微集团拥有超过1400人

的团队，但这家脱胎于复旦实验

室的上市公司，却始终保留着初

创时的文化基因——诚信、开

放、平等、创新。

电子工程系 86 级本科生俞

军是复微集团创始人之一。毕

业留校以来，他既教书育人，也

是复旦微电子公司技术开发的

领军者。2020年，他带领团队获

得上海市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企业对接现实需求、开展实操，

高校负责前期技术预演，双方发

挥所长、携手将科研成果转换为

现实生产力，“这种产学研的模

式，真正将科学研究成果转化到

了企业。”俞军说。

微电子学院成立后，院企纽

带愈发强韧。面对我国集成电

路产业发展中面临的“卡脖子”

难题，学院组织本领域产学研各

界几十位专家，编写第一部《中

国集成电路技术发展路线图》，

为制定集成电路相关政策和产

业发展规划提供重要指导，共同

探索实践面向产业发展需求的

产学研用之路。

学院探索和实践集成电路

领域创新人才培养科教融汇和

产教融合的新模式、新机制、新

体系，构建本、硕、博贯通的开放

式、模块化、结构化的课程体系，

积极拓展多种形式的工程实践

活动。

近年来，学院已与国内外集

成电路龙头企业建立7家联合实

验室、18个产教融合实习实训基

地，涵盖集成电路设计与 EDA、

制造工艺、封装测试，以及集成

电路材料、装备等产业链关键环

节，让学子在读书期间就能获得

业界前沿经验。

传 承

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济济

英才，共创未来。近三年，学院

近 95%毕业生投身集成电路行

业，其中绝大部分进入国内集成

电路头部企业，成为我国集成电

路科研、教学、产业等领域的中

坚力量。

人才成长的沃土，离不开高

水平师资的浇灌。在学院200余

人师资团队中，有国家级高层次

人才32人次，上海市高层次人才

46人次。

“我们不能闭门造车。业界

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我们就培养

什么样的人才。”张卫介绍，学院

教学指导委员会中，业界专家占

总人数三分之二，学院业界导师

人数高达 50 多位。这些行业资

深专家将产业需求及时融入教

学方案、课程、教材的设计之中。

依托复旦雄厚的基础学科

和交叉学科优势，微电子学院实

现了以“高精尖缺”和“产教融

合”为导向的本硕博贯通的一体

化人才培养。学院党委还把支

部建在重大科研项目团队、教学

团队上，探索师生联合支部形

式，推动党建和事业发展深度融

合，入选“上海党建工作标杆院

系”培育创建单位。

2020 级博士生朱立远已在

微电子学院度过9个春秋。在学

院支持下，她大一下学期就加入

导师的课题组；大二分流到卓越

工程师班，拥有了自己的实验箱

和工作台；大四与团队获得第四

届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

业大赛全国总决赛金奖。“是本

科期间的科创经历让我增长见

识，开阔眼界，更让我坚定继续

从事科研的信心。”她说。

春秋十易，攀登不止。面向

新时代新征程，复旦微电子学院

将不忘科技报国使命，落实立德

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建成世界一

流微电子学院，为国家战略需求

贡献复旦力量。

本报记者殷梦昊
实习记者张菲垭 许文嫣

举办学术报告会，成立校友会集成电路行业分会

复旦大学微电子学院迎来建院十周年

教育部、国家语委近日授予

178个单位“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

广普及先进集体”称号，294名个

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

先进个人”称号。这是《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法》施行22年来的首次

表彰活动，我校中文系张豫峰教

授名列其中，荣获“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推广普及先进个人”称号。

张豫峰教授从事汉语言文字

教学科研工作已二十余年，出版

和编著汉语言文字学术著作十余

部，先后在国内外刊物上发表学

术论文数十篇，特别注重汉语言

文字能力提升及中华文化的传承

和海外传播工作，身体力行把科

研做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推广

和普及工作上。 来源：中文系

大数据学院青年研究员郦

旭东凭借其在“大规模优化问题

的理论、算法及其应用”研究中

取得的突出成绩，在中国运筹学

会第十六届年会中，荣获中国运

筹学会青年科技奖。该奖项是

运筹学领域的权威全国性奖项。

中国运筹学会是中国科学技

术协会下属的一级学会。中国运

筹学会青年科技奖由中国运筹学

会设立，每两年评选一次，旨在表

彰在运筹学的理论方法研究和应

用实践中，刻苦钻研、勇于探索和

积极创新的中国青年运筹学工作

者。 来源：大数据学院

中文系张怡微副教授获第

36 届田汉戏剧奖评论类一等

奖。获奖论文是《结构的魔术

——浅谈王安忆的话剧改编》，

原载《编剧学刊》第五辑。

张 怡 微 主 攻 创 意 写 作 领

域。著有小说、散文集二十余

部、学术著作《明末清初〈西游

记〉续书研究》、《散文课》等。

2022 年出版小说集《四合如意》

随笔《情关西游（增订本）》。

来源：中文系

第一届“芙蓉文学双年榜·
芙蓉文学盛典”5月20日隆重举

行，现场揭晓20部上榜作品并颁

发荣誉。中文系张新颖教授的

《三行集》入选“芙蓉文学双年

榜· 芙蓉文学图书榜”，也是上榜

作品中唯一的诗集。

首届“芙蓉文学双年榜”分

为两大榜单——在全国范围内

评选的“芙蓉文学图书榜”和在

《芙蓉》杂志范围内评选的“芙蓉

杂志榜”，各有10部作品上榜。

来源：中文系

大千世界，无“微”不至。从谢希德创立半导体专门化到十年前成

立学院，微电子学院如今成长为国内集成电路领域最重要的创新策源

和人才培养高地之一。赓续前辈精神血脉，复旦微电人接续奋斗，面

向国家战略和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打赢

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贡献“芯”力量。

核心阅读 张豫峰获国家通用语言
文字推广普及先进个人

张怡薇获田汉戏剧奖

张新颖诗集获芙蓉奖

郦旭东获中国运筹学会
青年科技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