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月 27 日是复旦校庆日。

当天举行的复旦大学第 56 届校

庆科学报告会综合学科场，围

绕“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学科融

合创新”主题，邬江兴、冯建峰、

甘中学、刘雷、吴力波、周葆华

六 位 来 自 复 旦 不 同 学 科 的 专

家，从信息通信、类脑、医学智

能诊断、能源经济学、传播学等

维度，探讨大数据、人工智能与

学科融合创新，为推动学校的

融合创新发展提供宝贵建议。

打造融合创新学术共同体

金力在致辞中阐述打造融

合创新学术共同体的重要意义，

介绍大数据、人工智能在复旦的

学科布局，以及未来学科发展的

重塑方向。他强调，学科建设是

现代大学发展的永恒主题，打造

融合创新学术共同体是复旦未

来发展的重要路径。

近年来，为响应数据智能时

代的召唤、促进高水平的学科

交叉融合创新，复旦在学科布

局中已经形成了多元化、高水

准的新图景。从成立大数据学

院和研究院、类脑人工智能科

学与技术研究院开始，逐步建

立复杂体系多尺度、类脑芯片

等一系列研究院，以及正在积

极推进的人工智能创新与产业

（AI3）研究院、智能医学研究院、

国家发展与智能治理综合实验

室等。文理医工因数据智能而

交叉融合，焕发出全新的活力，

成为学校科研增量中的亮点，

蕴藏着巨大潜能。

如何尊重科学规律、对接国

家需求，做好融合创新，是复旦

未 来 学 科 发 展 工 作 的 重 要 使

命。金力指出，学科融合的核

心是打造学术共同体，激发思

想碰撞形成学术合力。一个好

的学术共同体，能够突破固化

的行政边界，从而实现共谋资

源、共享机遇、共同发展。如何

更好发挥学术共同体的有机力

量，将是我们打造复旦学科融

合创新机制的关键一环。

继承和发扬校庆优良传统

许征主持报告会。她表示，

学校始终坚持服务国家重大战

略，为党和国家培养一流人才，

为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

建设、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作出积极贡献。我们要继承

和发扬校庆科学报告会的优良

传统，守训笃实、融合创新、接续

奋斗、再创辉煌，用一流的教师

队伍，培养卓越担当的学生、产

出丰硕扎实的学术成果，全面提

升科技原创能力、应用转化能力

和创新人才培养能力，以更加昂

扬担当、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建

设“第一个复旦”。

建立内生安全防御新范式

大数据研究院院长、中国工

程院院士邬江兴的报告主题为

《认知域工程技术范式变革》,他

从人类社会的三类生活空间谈

起，论述了物理-信息-认知“三

域 ”交 织 的 广 义 功 能 安 全 问

题。他表示，信息域、物理域、

认知域在泛在互联要求下产生

了新的安全问题，这些安全问

题归一化表示为广义功能安全

问题。如不有效解决广义功能

安全问题，信息/数字基础设施

就如同“沙滩建楼”，严重威胁

整个社会系统的功能安全。解

决广义功能安全问题，需要建

立内生安全防御新范式。他还

从网络认知环境、认知博弈内

在机理等方面出发，概括了认

知域存在的一系列内生安全问

题，提出了认知域工程技术范

式变革的思维视角、方法论、实

践规范和实现路径。

以跨学科方法深入研究人脑

在名为《从脑数据到脑模

拟：下一代人工智能》的报告

中，大数据学院院长、类脑智能

科学与技术研究院院长、上海

数学中心首席科学家、上海市

脑与类脑中心副主任冯建峰以

智能科学的发展为例，介绍了

人工智能和生物智能互为借鉴

融合的历史，以探索脑科学为

抓手，科学界将以发展全脑计

算，来发展下一代人工智能。

他表示，生物系统可能是开发

人工智能系统的最好老师，人

脑是一个复杂的网络，需要跨

学科的方法进行深入研究。他

还针对目前国际脑科学研究前

沿，结合团队研究案例，就人工

神经网络的深度学习、人工智

能背后机理、全脑计算模拟等

多方面内容进行了探讨，同时

也对具备亚洲最先进核磁共振

影像设备的张江国际脑影像中

心进行了简要介绍。

新工科新在“发明创造”

工程与应用技术研究院副

院长、智能机器人研究院院长

甘中学从前三次工业革命的创

新过程切入，在报告《最小自由

能：AI 的第一性原理》中探讨了

他对新工科建设的全新认知。

他指出，新工科新就新在“发明

创造”上，新工科的根本任务是

培育发明创造人才，构建发明

创造工程。他以防疫消杀智能

设备为例，阐释了要实现融合

创新就要基于目标的多学科交

叉融合、人员协同的智能融合、

从需求到应用的产学研融合。

他表示，我们要构建因果引擎，

尝试因果网络科研范式，形成

新工业革命结构性先锋，并对

学校在新型创新网络下的未来

科技成果提出了展望。、

人工智能引领医学变革

基础医学院教授、大数据研

究院医学信息与医学影像智能

诊断研究所所长刘雷在《生物医

学大数据推动智能医学的发展》

的报告中表示，智能医学是以现

代医学为基础，融合先进的大数

据与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技术，

挖掘人的生命和疾病现象的本

质及规律，探索人机协同的智能

化诊疗方法和临床应用的一门

新兴交叉学科。他重点探讨了

大数据驱动下的医工融合，以及

人工智能技术引领的未来医学

变革，并强调大数据时代改变着

生物医学研究和健康医疗实践，

也为健康医疗提供了获取真实

世界大数据的机遇，大数据与人

工智能基础设施是提升竞争力

的关键。他指出，复旦拥有交叉

学科优势，并展示了学校在智能

医学方面的成果和规划。

数据智能带来政策科学创新

大数据研究院副院长、上海

能源与碳中和战略研究院院长

吴力波从气候变化应对所面临

的政策科学挑战出发，在《数据

智能驱动下的气候治理》报告中

分析了数据智能科学对于提供

更加精准的预测、进行更为精细

的微观特征刻画、实施更好的系

统优化等角度对气候政策科学

的作用，同时介绍了她的团队围

绕我国面向碳中和的“1+N”政

策体系构建所开展的工作，集中

展示了如何利用数据智能解决

关键治理挑战。通过经济学、公

共管理和统计学多学科融合的

方法创新，她得团队在刻画高时

空尺度的排放特征、刻画能源市

场化条件下的可再生能源减排

效应、精确识别各类气候政策的

效应方面开展的一系列工作显

示了数据智能对于气候治理的

关键难点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

作用。吴力波充分展示了政策

科学在数据智能的加持下创新

发展的新方向。

数字时代呼唤新闻传播转型

新闻学院副院长兼党委副

书记、上海新媒体实验中心副主

任周葆华从人类数字革命谈起，

聚焦数字革命、媒体巨变与大数

据时代新闻传播学科转型，指出

数字媒体成为人类生活基础设

施，而智能媒体已经成为国家媒

体融合的重要战略。他在《大数

据时代的计算与智能传播研究》

报告中强调，数字时代新闻传播

的剧烈转型呼唤新闻传播学科

转型，大数据与人工智能背景下

的计算与智能传播研究是学科

转型的重要面向，不仅意味着计

算方法在新闻传播研究中的应

用，更意味着如何通过新方法的

运用回答富有理论与现实意义

的新问题。要实现跨学科交叉

融合，就要开放引入不同学科的

思维、视角和方法，但始终围绕

和回应人文社会科学的核心问

题，葆有人文精神和社会关怀。

文 / 汪蒙琪

一、二版编辑/黄文发2 星期日 2022.6.5

第56届校庆科学报告会综合学科场立足“第一个复旦”发展目标

聚焦大数据、人工智能与学科融合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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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 年校庆前夕，时任复旦校长陈望道提
出，“校庆种种活动，以促进科学研究为中心”。
于是，当年校庆即举行首届科学讨论会，从此在
校庆期间举办科学报告会成为复旦的传统。

在建校117周年之际，第56届校庆科学报告
会综合学科场立足“第一个复旦”发展目标，深化
学科融合创新，布局交叉学科建设新方向，激发
全校师生投身学术、服务社会的热情，引领广大
青年学子肩负责任担当，坚定前进信心，为“第一
个复旦”矢志奋斗。

本报讯 5月 23日，围绕“科
学前沿与未来”主题，由校党委宣
传部和科学技术研究院联合主办
的第56届校庆科学报告会理工
科专场（一）举行。

副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
人禾主持报告会。校友、中国科学
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
所研究员、所长蔡荣根，数学科学
学院副院长、教授雷震，化学系教
授刘智攀，生命科学学院教授、上
海市重大传染病和生物安全研究
院研究员林金钟，大气科学研究院
副院长、大气与海洋科学系教授王
桂华，分别以《现代宇宙学与引力
波》《不可压流体方程组的非线性
内蕴结构》《机器学习原子模拟解
析复杂体系结构》《新一代mRNA药
物平台的开发与应用》《海洋发展
与地球未来》为题作专题报告。

探讨科学前沿与未来

本报讯 5月 25日，围绕“科
学成果转化和应用”主题，由校党
委宣传部和科学技术研究院联合
主办的第56届校庆科学报告会
理工科专场（二）举行。

副校长徐雷主持报告会。中
国科学院院士、化学与材料学院
院长赵东元，人工智能创新与产
业研究院院长漆远，药学院研究
员余科，华为海思研究部部长许
俊豪，原国家知识产权运营公共
服务平台副总经理马天旗，分别
以《功能介孔材料：从基础研究到
重大产业探索》《人工智能+科学
的创新与落地》《药物研发的成果
转化与人才培养》《从高价值课题
到构建新半导体技术平台》《科研
过程中的高价值专利培育》为题
作专题报告。

科学成果转化和应用

本报讯 5月 24日，围绕“中
华早期文明的形成与发展”主题，
由校党委宣传部和文科科研处联
合主办的第56届校庆科学报告
会人文社科专场（二）举行。

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文科
资深教授陈思和主持报告会。出
土文献与古文字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刘钊，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
所长、教授张晓虹，文物与博物馆
学系教授秦小丽，历史学系主任、
教授黄洋，现代语言学研究院教
授潘悟云分别以《谈中国早期文
字的几个问题》《河西走廊与早期
中华文明的形成》《周边与中心：
龙山晚期到夏时期的关中—陕南
与伊洛地区》《古代希腊文明的早
期扩张》《用同源语素对文明的探
源》为题作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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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源中华早期文明

■校庆科学报告会速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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