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纽约大学前滩新校区地上砌筑结构已竣工，室内
装修和幕墙安装正在进行， 预计项目将于 2022年春季完
工。 这意味着从 2022年秋季学期开始，上海纽约大学将迁
入新校区。 ”俞立中的手机上跳出了一条弹窗，这令他高兴了
好久。

上海纽约大学是中国第一所中美合作创办的国际化研
究型大学，俞立中是创始校长。 “追求一流的教育，一定要站
在国际教育的大平台上审视和谋划自己，相互学习和借鉴。 ”

今年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20周年， 上海纽约大学也度过 9

岁生日，俞立中向记者回忆起创办学校时的故事。

相遇
2006年，纽约大学代表团到上海来寻找合

作伙伴，先后派了几批人实地考察，了解学习、生

活方方面面的情况，最终确定在华东师范大学设
立海外学习中心。“那会儿，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

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已为世人瞩目。而上海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更作为一座国际大

都市，是为纽约大学所认可的。”

也是在那年，时任华东师大校长的俞立中
第一次到访美国纽约大学签订合作协议，该校

时任校长约翰 ·塞克斯通的一番话让他至今记
忆犹新。“他很动情地说，在今天这个全球化时

代，大学教育不应建立在单一文化的基础上，
而应建立在多元文化的基础上，要让我们的学

生在大学期间接触到不同的文化环境，与不
同文化背景的同学在一起学习交流，学会从不

同文化视角去看同一个问题，了解不同的观
点，完整地理解这个世界。”到了梧桐金黄的时

节，俞立中在校园迎来了首批 18 位纽约大学
学生。

两年后，每学期就有数百名纽大学生申请来
上海学习。两所高校开始磋商进一步合作，筹建

一所中美合办大学。

探索
俞立中将上海纽约大学的建校历程概括为

“艰难而愉快的合作”。2011年 1月，教育部在

专家组考察和评审后下达了批准筹建上海纽
约大学的公函；与此同时，上海市也把上海纽

约大学建设作为国家综合改革实验区的重要

组成部分列入了市政府重点工作。“当时有很

多人在为上海纽约大学的筹建出谋划策、四处
奔波。不过大家有一点共识：上纽大不仅仅是

在办一所大学，因为上海并不缺高质量大学。
更重要的是探索在两种不同文化、不同教育体

制、不同政治制度下能否合作办起一所高质量
的国际化大学，不仅能为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

发展探路，也能为世界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一个

案例。”俞立中说。
实际上，在与纽约大学的谈判过程中，也遇

到了很多问题。一开始美方以为引进国外优质教
育资源，就按照纽约大学的制度规范来做就可以

了。但筹建小组把关于学生、教师、教学、科研等
方面的制度细细研究后，对于不符合中国法律、

不符合教育部对本科生要求的地方，说服美方作
修改调整。这些过程，“吵架”在所难免，但为了共

同的目标，大家最终会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充分
沟通、相互理解。“我们都非常清楚，大家坐在一

起不是来争论双方的差别，而是讨论在不牺牲教
育理念基础上的解决办法。”

“上纽大能够顺利创办离不开‘天时、地利、
人和’，”俞立中表示，“教育部在积极推进中外高

等教育的合作，是为‘天时’；上海在建设国际化
大都市的进程中需要引进一所世界一流大学，这

是‘地利’；华东师大和纽约大学经过多年的深度
合作，相互了解，有共同的办学理念，可谓是‘人

和’。所以，上海纽约大学是一所非常特别也十分
幸运的高校。”

成长
在建校初创时期，上海纽约大学并没有宏伟

的校园，更没有辉煌的历史，如何吸引那些素质

优秀且适合的学生来报考呢？这是上纽大所面临
的最大挑战之一。俞立中知道，他要找的是那些

不畏走出舒适区、志存高远的学生。不少学生都
记得俞校长在校园活动日上的提问：“你们是否

愿意选择一条充满挑战但有很多意外惊喜的人
生道路？”

在他担任校长的八年时光里，这些勇敢接受

“邀约”的学生一直是俞立中心中最大的骄傲。
“上纽大的学生秉持着一种特质，”他说，“他们敢

于接受挑战、尝试新鲜事物，乐于与来自世界各
地的人沟通交流，勇于为促进世界的进步与发展

大胆创新。我认为我们学生的素质不逊于其他任
何一所高校。更重要的是，他们还拥有强烈的社

会责任感。”
上海纽约大学 2018届学生诺法尔来自以色

列，毕业后入选了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之
后被以色列创新署聘请为中以（上海）创新园的

以方联系人。因为对中国的了解，诺法尔上任后，
各项工作的推进顺利了不少。这样的例子还有很

多，也是俞立中所乐于见到的。
“教育国际合作不仅有利于不同国家、不同

教育体制间的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促进不同
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和包容，发现和认识人类的

共同之处，而且对青年学子而言，教育国际合
作更是为他们提供了亲身体验、亲眼看见、深

度感受不同文化的机会，从而更理性地、更完
整地认识这个多元文化构成的世界。“俞

立中认为。

本报记者 郜阳

世界需要中国智慧
“我国是 2001年入世的。2000年我国港口

集装箱吞吐量不到 5000万个国际标准箱，2010

年达到了 15000万个标准箱。但是，我们在国际
航运物流界没有话语权。集装箱运输过程中长期

存在货物被盗、调包、走私、偷渡等问题，而智能
集装箱技术和国际标准又长期被发达国家掌控

着。”包起帆说，入世让中国人打开了眼界，必须

把忧心变为创新，特别是在集装箱国际标准的制
定上，一定要有中国人的智慧和技术。

由包起帆领衔研发的智能集装箱关键技术
及监控终端产品问世了。这项技术融合移动互

联网、电子标签、低功耗蓝牙等信息技术，只需
在货物上安装一台书本大小的监控终端，再通

过智能手机下载 APP软件，就能实时跟踪与监
控货物。他的团队还创新了基于北斗和低轨卫

星的空天地一体化集装箱运输无盲区自适应实

时传输技术，就是没有网络也能监控到某个集
装箱正在哪里。

展现中国创新能力
“我们率先构建了智能集装箱运输技术标

准体系，主导修订 5项国际标准和 38项国家标

准，通过标准化在国际上呈现了智能集装箱的

中国方案。我们率先将拥有中国和美国发明专
利的成果融入中国领衔制定的 ISO 18186:

2011，实现了我国交通运输和物流领域中制定
国际标准上零的突破，该标准已被英、法等 7

国采纳为国家标准，在美、德、日、俄等国得到
应用，并且将北斗相关技术纳入 ISO/TS 18625:

2017，打破了国际标准中卫星定位即为 GPS 的

惯例……”包起帆说，没有中国入世这个大背
景，要取得这些成绩也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即

便入世了，在与外国同行竞争和较量时，仍然
必须展现出中国人的执著精神和卓越的创新

能力。
2009年，包起帆团队研制的集装箱标准提

交到相关国际组织，遭到西方国家投票否决。他
说：“当时我就想，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们也必

须走出去，到国际舞台上去讲我们的创新，讲中
国标准的先进性。经过与外国同行的‘一对一’

介绍和沟通，我们在第二次提交中国标准时，终
于获得西方国家的投票认可。历时两年半研制

和五年精心维护拓展，经过釜山、汉堡、巴黎、上
海、华盛顿、圣地亚哥等 13 次国际会议交锋和

交融、7轮投票，2011年，ISO 18186终于在日内
瓦正式发布，五年后又通过了复审投票，实现了

我国在物流和物联网领域中制定国际标准上零

的突破。”

赶超世界永无止境
以后，包起帆又将目光投向了上海一片神

奇的处女地———“新横沙”。他说，那里是长江

的“龙舌”，经过全国规模最大的生态成陆工
程，横沙东滩七期、八期工程，五年里为上海新

增生态陆域 56平方公里，相当于黄浦和静安两
个区的面积总和。“我做了一辈子航运。我的体

会是赶超世界永无止境，否则就会被世界拉开

差距。30年后，480平方公里的新横沙将成为上
海的新浦东，可以成为上海的超深新港、现代

临港工业区、生态农业区、海洋新城区……”包
起帆又开始了新的扬帆，“就在今年 6 月 9 日，

ISO中央秘书处传来消息，由我代表中国提出
的《ISO/NP TS 7352 集装箱 NFC/二维码封条》

国际标准新提案获得通过，美国、英国、法国、
日本、俄罗斯、澳大利亚、丹麦等国都投了赞成

票，这是相当不容易的。中国的创新成果再次
打动世界，让中国拿到了领衔制定国际标准的

入场券。”

首席记者 王蔚

    包起帆，熟悉他的人都说，他就是为航运事业而生的，他
的人生注定要一次次起帆远航。 这位已经迈入古稀之年的全
国著名劳模，从 2011年起受聘为华东师大国际航运物流研

究院院长。 他说：“那年是中国入世的第十个年头，那十年也
是中国航运物流突飞猛进的十年。 我和团队成员们就是从突
破集装箱全球应用关键技术及标准化开始扬帆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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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航运领域抢得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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