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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时俱进，抢抓机遇，推动建成人工智能产业创新和育人高地

跨学科多领域学者共同探讨复旦人工智能发展跨学科多领域学者共同探讨复旦人工智能发展

1 月 7 日，复旦大学人工智

能研讨会召开，共同探讨人工

智能发展方向以及复旦的行动

方案、重点举措。中国科学院院

士、复旦大学校长金力线上出席

并作开幕致辞。中国工程院院

士、大数据研究院、大数据试验

场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教授邬

江兴作演讲。中国科学院院士、

上海数学中心主任、复旦大学教

授李骏，中国工程院院士、金融

科技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教授

柴洪峰，人工智能领域专家学者

和相关部门负责人出席会议。

1 月 8 日，复旦大学人工智

能 学 科 建 设 研 讨 会 召 开 。 金

力、复旦大学副校长徐雷、人工

智能相关学科专家、相关部门

负责人出席会议。本次会议由

人工智能创新与产业研究院主

办，发规处、科研院协办。

乘势而上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

金力表示，作为上海市三

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核心产业之

一，人工智能是引领全球一轮

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性

技术，具有溢出带动性很强的

“头雁”效应。复旦要与时俱

进、乘势而上抢抓人工智能发

展机遇，布局人工智能等领域

的重大科学问题研究和关键核

心技术攻关。

金力指出，人工智能领域

的研究，前景广阔，未来可期，

不仅包括可解释性、鲁棒性、人

工智能安全等前沿基础理论研

究，人工智能芯片与传感器的

开发，通用视觉、自然语言、决

策智能、自主无人系统、群体智

能等下一代通用人工智能技术

攻关，还有智慧城市、智能交

通、智慧教育、智慧医疗等广泛

的人工智能场景应用。期待人

工 智 能 能 够 作 为 一 种 研 究 手

段，通过学科交叉，为物理、化

学、生命、医学等众多学科的研

究范式带来变革和突破，使人

工智能成为创新的一个工具。

人工智能未来的方向是什

么？复旦大学能做什么，应该

做什么？如何形成战略科技力

量 ？ 如 何 争 取 更 多 的 发 展 资

源？围绕下一步复旦大学人工

智能发展、学科融合发展，金力

抛出几个问题，希望通过研讨

以及之后的系列讨论 ，人工智

能领域的优秀学者能为复旦在

人工智能领域的未来发展出谋

划策，贡献智慧和力量。

走安全可靠人工智能发展之路

结合人工智能的现在与未

来、创新与落地，邬江兴表示，从

基础理论层面来看，人工智能向

通用人工智能迈进，遇到了一个

巨大的屏障。从技术应用层面

上来看，人工智能处于一个十分

活跃的时代，各个行业依旧在探

索和寻求人工智能对垂直领域

的赋能作用和溢出带动效应。

谈到人工智能本体安全方

面时，邬江兴表示，人工智能存

在着不可预测、不可解释和不可

推理的绿色安全问题，需要突破

算力支撑的问题，需要有高安全

高可靠高可信的人工智能。

邬江兴认为，我们需要走

出一条不依赖于别人、核心能

力掌握在自己手中的安全可靠

的 人 工 智 能 发 展 之 路 。 他 指

出，复旦在人工智能领域有很

好的比较优势，有强大的数学

学科，具有创造新模型的能力；

有强大的微电子学科，具有从

工艺创新到系统创新的基础；

有综合化的学科环境，具有多

种需求和丰富的应用场景。希

望复旦能找到发力点，形成合

力，在我国乃至国际上的人工

智能领域内独树一帜。

“复旦-浩清”特聘教授、

人工智能创新与产业研究院院

长漆远说，今天的人工智能繁

荣与挑战共存，希望能够在挑

战中找到机遇。

漆远表示，希望以此次大

会为契机，将这个平台打造成

复旦人工智能科学交流的一个

校级开放沟通平台，通过对内

和对外的一系列研讨，群策群

力，探讨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

理论问题，头脑风暴人工智能

如何能够成为科研和产业发展

的第四范式，促进人工智能核

心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化，促进

学校的“双一流”建设和“第一

个复旦”建设。

主题报告结束后，漆远作总

结，类脑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

副院长、智能复杂体系基础理论

与关键技术实验室主任林伟，大

数据学院副院长薛向阳作总评。

为提升我校在人工智能各

相关学科的建设能级，与会人

员还围绕人工智能领域，研讨

学科建设思路，推动建成人工

智能产业创新和育人高地，全

力建设“第一个复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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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绕人工智能学科发展、重大科学问题研究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学校“十三五”以

来做了许多布局，不仅优化学科，发展原有的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院、计算机科学院与技术

学院，还新成立类脑人工智能科学与技术研究院、大数据学院、大数据试验场研究院、类

脑芯片与片上智能系统研究院、智能机器人研究院、智能复杂体系基础理论与关键技术

实验室、复杂体系多尺度研究院、人工智能创新与产业研究院等一批实体运行科研机构，

获批建设上海市大数据试验场、类脑芯片与片上智能系统两个研发与转化功能型平台、

上海人工智能算法研究院，承担脑与类脑智能基础研究应用转化研究、人工智能前沿理

论与关键技术两个上海市级科技重大专项，牵头人工智能2030重大项目任务。2021年，

学校整合全校优势力量积极参与浦江实验室建设。通过一系列引进、培养，学校已汇聚

一批人工智能领域的优秀学者，形成一些优秀科研团队，产出一系列优秀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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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为凝聚校友力量，

推动中国生命健康领域科技源

头创新，在建设健康中国进程

中贡献复旦力量，首届光华论

坛暨复旦大学校友会光华生命

健康分会成立仪式于 1 月 8 日

在沪举行。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

校长金力，复旦大学常务副校

长、复旦大学校友会副会长兼秘

书长许征，中国科学院院士、复

旦大学校友会光华生命健康分

会理事长陈凯先，上海中医药大

学校长徐建光，国家传染病医学

中心主任、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

院感染科主任张文宏及相关领

域专家学者、企业家代表等出席

活动。大会由复旦大学基因技

术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主任卢

大儒主持。

“健康是人类命运的永恒主

题，健康和创新是民族昌盛、国

家 富 强 和 社 会 进 步 的 重 要 标

志。”金力指出，科技创新正在生

命健康领域展现出强大的生命

力，支持并引领着我国医疗健康

行业快速发展。复旦大学在生

命健康相关学科领域具有深厚

的底蕴和全面的优势，正积极推

进大学科群融合和前沿领域布

局，打造具有综合性和引领性的

现代医学科体系，致力于产出一

流医学人才、重大医学成果，为

国家大健康战略提供重要支撑，

努力成为上海的医学育人学术

中心、医疗健康产业支柱。

“校友是母校最宝贵的名

片，母校是校友永远的精神家

园。校友是母校的资源，母校也

是校友的资源。”金力希望分会

整合学科力量，主动融入到建设

“第一个复旦”的新征程中，共创

复旦新辉煌。

陈凯先对光华生命健康分

会提出三点设想：促进生命健康

相关领域的交流协作，搭建有信

誉、有价值的行业校友网络；充

分发挥不同领域优秀校友间的

桥梁作用，促进校友合作共赢；

促进母校和产业界的联系，助力

母校在生命健康领域实现成果

转化和产业化。

金力、陈凯先共同为复旦

大学校友会光华生命健康分会

揭牌,许征为陈凯先理事长颁发

证书,陈凯先、徐建光为执行理

事长和理事颁发证书。卢大儒

主持大会。

在光华科技公益论坛上，校

友会邀请生命健康领域资深的

专家学者和临床医生，解读与

“生命健康”相关的科普、疾病、

医疗、医药等公众关心的话题。

陈凯先、张文宏分别从“医疗·
医药”和“健康·疾病”两个视角

作主题发言。

本次活动由复旦大学校友

会主办，复旦大学校友会光华生

命健康分会承办，基因技术教育

部工程研究中心、上海市药物研

发协同创新中心、上医中山免疫

治疗技术转化研究中心协办，复

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药学院、

基础医学院、生物医学研究院、

核科学与技术系等单位提供了

相关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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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校友会光华生命健康分会在沪成立

◆陈凯先、张文宏在光华科技公益论坛上作主题发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