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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军：未来的机会藏在跨学科中

我的跨界学习是机缘巧合，但回过头来看，我非常庆幸。虽然读

书的时候很辛苦，计算机成绩也只是勉强过线，但跨界学习中获得的

思维方式、理论工具、做事体系使得我在此后的科研工作中如鱼得水。

如今科学技术快速发展，要想做出一些突破性、有影响力的新工作很

难，未来的机会更多是藏在跨学科的融合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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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 1978 年高考从青海来到了上海，当时我的成绩在青海的重

点中学中排名全校第二，我更想去北京考清华大学学军工相关的专

业，但我的父亲是从上海来到大西北支援边远地区建设的，希望我能

回上海读书，于是我便来了上海交通大学，稀里糊涂地选择了机械制

造专业。本来以为自己成绩不错，来了之后发现很多人的高考分数比

我高很多，所以读书压力也很大。在我大三时，我有了一个机会，参

加了学校公费留学的选拔考试，又稀里糊涂被选上了去美国读书。

但出去之后却发现国外没有“机械制造”这个专业，最后只能选

择最接近的“机械工程”，但两者其实相差很多。除了主修专业之外，

学校还允许我们选择一门辅修课程。因为那时已经出现了数控机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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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以后的机械设备肯定和自动化有关，光懂机械不懂电不行，所

以就跟着电机系辅修了计算机相关专业。我也是从那时起才正式接触

到计算机领域，当时我们从最底层的芯片开始，学习数据结构、编程，

做发报机、密码锁，这对我来说，学习的过程并不容易。等到我读博

士，跟随的导师不仅是机械系的教授，还是统计系的教授，于是我又

被迫学了很多统计相关的课程。

所以，回过头来看，我是在机缘巧合的情况下完成了一定程度的

跨界学习。学习的过程也很辛苦，有些课程我也是勉强过关，但在不

同科目学习过程中获得的思维方式、理论工具、做事体系使得我在此

后的科研生涯中如鱼得水。譬如之前在机械制造专业学习时，我对世

界的一个认知就是“一切事情都是确定的，没有随机性，1+1 肯定等

于 2”，但在我经历了统计学的训练之后，我开始学会在“不确定性

中寻找确定性”。有了这样的意识后，即便再回到机械制造领域，就

会发现事实上机械制造在很多方面的问题也是包含不确定性的。

正是因为这种跨学科学习的经历，1987 年我在美国密西根大学

留校任教、做科研时，我给学生上的课都不是机械课，而是自动控制、

计算机、统计、建模等。因为我可以从不同领域思考问题，提出的解

决方案很新颖，也更容易获得对方的认可，我的科研项目总是比较容

易就能获得经费。

也是从那时候起，我意识到了一个科技人员跨学科学习的必要

性。就像智能制造涉及到数字化、计算机、智能传感等知识，如果当

初我只学了机械专业，可能老早就跟不上了。后来我的科研涉足了好

多行业合作，譬如汽车、半导体芯片制造、航空，以及现在的锂电行

业，跨学科的知识让我能够快速学习，适应需求。当下科学技术正在

快速发展，如果一个人只接受过一个专业的训练，要想在这个专业中

再做出一些突破性、有影响的新工作其实很难，未来的机会更多是藏

在跨学科的交融中。

02 



3

中国不缺人才，中国的研发投入仅次于美国，但现实是中国取得

的原创性的、颠覆性的成果不多。我觉得从创新环境、创新机制和创

新基础层面都有诸多原因。就创新基础层面就是教育工作者的责任，

我们要培养更多跨学科人才。

1998 年我回国发现，上海交大机械系学的内容和我 20年前学的

是一回事，我觉得落后了，思考怎么系统改革。基于在美国密西根大

学的教学经验，次年我和交大的老师们合作在上海交大开办了国际化

教学试点班，推进教学改革，连续做了 5年，非常辛苦，要找海外的

老师来试点班上课，也想把上海交大的老师送到密西根大学培养，再

把密西根大学的课搬回来。经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国际化教学试点班

的成绩得到了上级领导的重视，2006 年 4 月，教育部批准设立上海

交通大学密西根联合学院，我担任了学院的首任院长，想把试点班的

教学经验在密西根学院系统建立起来。我们招聘了不同专业背景的老

师，在一起完成课程设置。我们没有“系”的概念，因为如果学材料

的人只讲材料，搞机械的只管机械，就难以培养交叉人才。

在人才培养上，中国传统的教育方式更注重知识的传授，但忽视

了学生能力的挖掘和培养，尤其是思维方式的培养。老师高度提炼地

划知识点，题目也有标准答案，学生考完了一对答案就放心了。久而

久之，中国学生缺乏自信和创新能力，单一知识记得滚瓜烂熟，但系

统性解决问题的能力欠缺。对于没有确定答案的开放式问题，中国学

生常常束手无策。为此，我们特别开设了一门“工程导论课程”，我

称之为“中国学生走进大学的第一门启蒙课”。在这门课上，老师只

简单讲述工程问题的解决思路，由学生组队讨论，先发现问题，再从

系统层面制定解决方案，培养了学生的洞见能力、逻辑能力、协作能

力、领导能力。这门课连续上了多年，效果非常好，后来被推广到全

校。

虽然密西根学院在本科人才培养方面非常成功，美国排名前 20

的学校也都知道上海交大有一个密西根学院，但我反思，密西根学院

也有不成功的地方，包括我们只关注了本科生的人才培养，在科研上

投入不够。科研做不好，培养高水平的博士生、硕士生就有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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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西根学院的遗憾我希望在溥渊未来技术学院能够弥补。为了做

好溥渊未来技术学院，我辞去了美国密西根大学的终身教授职位。

2021 年 5月，教育部办公厅公布首批 12所未来技术学院，上海

交通大学溥渊未来技术学院就是其中之一。溥渊未来技术学院聚焦未

来能源和未来健康技术，打造学科交叉融合和高度国际化的学院。密

西根学院的定位是以培养国际化人才为主，溥渊未来技术学院培养的

是战略型国际化科技领军人才。

按照现在的科技发展速度，大家看不清楚未来 10年、15 年的科

技到底是什么，所以课程设置非常具有挑战性。溥渊未来技术学院没

有传统的专业壁垒，而是跨领域的交叉学科培养。我们完全创新地设

计知识结构和课程体系，划分基础科学、人文素养、专业交叉学科、

实践创新四个知识板块。基础科学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心理学、

生理学等，不管学生未来要做什么，这些基础必须要扎实。人文素养

对学生未来的熏陶至关重要。交叉学科是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或

未来就业期望进行选择，我们为学生设置了非常宽泛的知识结构。比

如能源学习，就可以选择偏科学类、偏工程类、偏系统类或偏政策决

策类的方向，从而实现个性化培养。学生从大一进来，我们就把他们

当作博士生培养，早早根据个人的职业发展志向和兴趣爱好启蒙，介

入到学科前沿。

现在的大学生普遍内卷，追求绩点，这样的评价体系太单一了，

不符合未来领军人才的评价体系。我们对未来领军人才做了人才画

像，情怀、对事业的投入、品德、领导力、表达力……这些方面都需

要培养。只有启发学生，让学生有锻炼机会，他们未来才有可能脱颖

而出。我们会早早安排学生在企业实习、实践，让他们去外面找问题

带回学校，在导师的辅导下完成独立课题小组研究。我们非常注重和

企业的合作，学院的“未来能源”里有好几个研究领域和宁德时代相

关，宁德时代的高级研发人员会双聘到我们学院，那时候我们的学生

就会有双导师，一个是学术导师，一个是企业导师，学生也可以到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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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时代的研发基地和生产基地实践。同样，学院“未来健康”的好几

个研究领域和交大医学院及其附属医院有紧密的合作，瑞金医院等一

流医院的科研和临床医生们也会作为学生的专业导师介入到学生培

养中。我们希望在溥渊未来技术学院扭转内卷的情况，瞄准未来领军

人才，在综合评价体系上做出创新和突破。（资料来源：《澎湃新

闻》 2023-03-16）


	倪军：未来的机会藏在跨学科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