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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本科生齐聚正大体育馆，聆听

本学期“强国之路”思政大课最

后一堂专题大课。主讲人中国

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教授、复旦大学 1978 级校友包

信和以《争做民族复兴栋梁 勇

当科教强国先锋》为题，与复旦

青年学子共享思政“大餐”。

小岛里走出的复旦学子

“国家命运和个人成长和

发展究竟什么关系？今天，我

想用我自己的个人经历来回答

这个问题。”

1959年8月，包信和出生在

江苏扬中一个四面环江的小岛

上。1977 年，国家恢复高考。

次年，包信和考入复旦大学化

学系，第一次走出小岛，走进大

学殿堂，在这里完成他从本科

到博士研究生的学习。

1987年，作为改革开放后复

旦培养的为数不多的博士生毕

业生，包信和留校成为一名讲

师，成为邓景发院士《物理化学》

课程助教，并为研究生主讲《表

面物理化学》。当时，国家鼓励

留学深造，“时任谢希德老校长

为我写了留学推荐信”，一年后，

他获得洪堡基金资助，在德国马

普协会柏林FRITZ-HABER研

究所进行合作研究。

1995年，响应国家号召，怀

着一腔热情，包信和选择回国

发展，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

物理研究所开启20年的科学攻

关。2015 年，包信和回到母校

复旦大学任常务副校长，两年

后，他成为中国科技大学校长。

“我非常幸运。如果没有

国家的稳定和发展，也许我就

不会有机会在这里和同学们分

享自己的经历。个人命运与国

家命运休戚相关。个人如水

滴，国家如大海，水滴只有融入

大海，才不会干涸”，包信和说。

“党和国家的召唤，
就是我们前进的方向”

上世纪60年代以来中国的

迅速发展，清晰可见。但包信

和提醒同学要客观认识我国的

科技创新发展水平，“我国创新

能力还不能完全适应高质量发

展的要求”。在价值链中没有

技术含量可言的领域，即便付

出强劳动力，获得也是最底层

的、少之又少的微薄利润，“这

是中国创新之殇”。

从基础研究差距、产业中低

端问题到能源本征安全和现实

安全面临的挑战，再到国际局势

中美国“高墙小院”对中国科技

发展的打压，中国亟待解决六大

“卡脖子”问题：高端制药、高端

传感器、高端轴承、高端科研仪

器、航空发动机、高端芯片。

“上个世纪50年代，我们面

临过一样的封锁。现在我们比

任何时候都需要科技自立自强，

比任何时候都需要研究人员为

之努力。在座的同学们，这些国

家所需、国际所急，都与你们息

息相关。党和国家的召唤，就是

我们前进的方向。”

“我们仍然需要
‘两弹一星’这样的精神气”

从中国为什么要搞“两弹一

星”，到由谁来做、怎么做，再到

伟大的“两弹一星”精神，包信和

结合史料娓娓道来。讲到投身

中国核武器研制事业的郭永怀

先生争分夺秒从事试验，最后不

幸坠机，牺牲时和警卫员紧紧抱

在一起，只为保护珍贵的绝密文

件时，包信和有些哽咽。

“郭先生是中国科技大学

化学物理系的第一任系主任。

我接过先生的接力棒，做了第

五任系主任”，先辈留下的科学

技术与科学精神，也如接力棒

般传递。如今，包信和也把这

种精神，传递给在场的复旦青

年学子。“‘两弹一星’精神代代

相传、永放光芒。即使在今天，

我们仍然需要这样的精神气。”

“争做复兴栋梁，勇当强国

先锋。”课程最后，包信和与全

体同学共勉，“祝你们在复旦大

学学习愉快，创新愉快”。在热

烈的掌声中，包信和拿着话筒

走下讲台，与同学们交流。

本报记者赵天润
实习记者王双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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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校友开讲大课，3700学子共飨思政盛宴

12月10日，复旦大学世界经

济研究所（以下简称“世经所”）

成立六十周年。世经所原名资

本主义国家经济研究所，上世纪

60 年代在国家赋予研究资本主

义国家经济的重大使命下，在佩

琳院内应运而生。

六十年来，世经所始终紧跟国

家发展步伐，逐渐形成世界眼光、

中国情怀、思潮澎湃、学科交融的

特色，成为中国世界经济领域学术

研究和人才培养的重镇。面向世

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世经

所将继续扎根研究世界经济中的

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为推进中国

式现代化贡献智慧和力量。

12月10日上午，复旦大学世

界经济研究所成立60周年座谈会

在光华楼举行。复旦大学党委书

记裘新，教育部原党组成员、副部

长翁铁慧，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

十一届上海市政协副主席王新

奎，上海市社联主席、上海社会科

学院原院长王战，哥伦比亚大学

终身讲席教授魏尚进，复旦大学

经济学院全球校友会联席执行会

长汪新芽致辞。华民、伍贻康、戴

炳然、邹根宝、唐朱昌、李维森、尹

翔硕作为退休教师代表发言。

风雨兼程立潮头
佩琳院内应运生

1964年2月17日，根据毛主

席的批示和中共中央的决定，复

旦世经所的前身资本主义国家

经济研究所成立。创办之初，研

究所设立在以李登辉校长夫人

命名的佩琳院内。

学校党委高度重视队伍建

设，充分发挥学科交叉优势，从

本校政治经济学系、政治系、新

闻系、历史系抽调人员建设。

1966年，研究所总人数从24人增

至43人，后来人数最多的时候达

到八九十人，逐渐成为我国国际

问题研究重镇之一。

1978 年，改革开放的春风

吹遍大江南北，世经所也迎来

了新的发展契机，更名为“世界

经济研究所”，设立全国第一个

欧共体研究室，逐步形成以西

欧、美国、日本、苏联等国别与

区域经济为重点的研究体系。

1979 年，复旦成立世界经济系，

在 国 内 引 领 风 气 之 先 。 1988

年，复旦世界经济专业被确定

为全国重点学科。

2001 年，世经所获批成为

教育部首批人文社会科学重点

研究基地，后全面重组为三个

研究部，研究方向更加明确具

体，研究力量更加集中雄厚，综

合 实 力 及 整 体 竞 争 力 显 著 提

升。在最新一轮教育部重点基

地评估中，世经所被评为优秀

基地。

大师鸿儒引前路
家国情怀铭于心

“世界眼光、中国情怀”是世

经所一以贯之的办所理念，这里

是国内世界经济研究的前沿阵

地，在学术研究和项目资政上卓

有成就。余开祥、江泽宏、陈观

烈、洪文达、郑励志、葛霖生、伍

贻康……大师鸿儒锐意进取，勤

勉耕耘，世经所不断开拓创新、

成果斐然。

通过跨学科协同研究，世经

所不仅在理论研究上不断创新，

还积极服务于国家经济政策的

制定与实施各种全局性、战略性

研究，为中央、地方政府、企业提

供重要决策咨询。

融通中外开视野
桃李天下育英才

学术研究之外，培养和输送

专业人才也是世经所一直以来

的重要任务。60年来，世经所英

才辈出，培养出1549名硕士生和

210 名博士生，杰出校友遍布全

球，大量活跃在政学商各界。

世经所注重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广泛开展多元化教学，积

淀了深厚的人文底蕴，形成严谨

开放的学术氛围。近年来，世经

所进一步，将科学研究与学生培

养有效对接，提供形式多样的国

际和国内合作机会，让前沿学术

成果和现场教学内容深度融合，

还与国际科研院所合作，打造开

放式教学和学生培养方案。

风雨六十载，辉煌绘史篇。

站在新的发展起点，世经所必将

深耕学术、作育英才，为构建中

国自主知识体系贡献智慧，为推

进中国式现代化高质量发展做

出新的更大贡献。

本报记者殷梦昊
实习记者丁超逸方东妮

世界眼光中国情怀，世界经济研究所成立 60 年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戚心茹戚心茹摄摄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成钊成钊 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