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 

学科优化调整方案（2024-2026 年） 

 

一、指导思想 

顺应全球科技最新变革以及医学新发展、健康产业新趋势，主动

服务国家战略目标任务和上海市生物医药产业发展和区域经济发展，

充分发挥原有高水平优势学科引领带动作用，主动抢抓先机，实施交

大医学院特色“领航区”、“核心区”、“创新区”和“融合区”的“四

区”联动学科建设新模式，以浦东校区建设为契机，面对新一轮科技

和产业发展的若干关键领域，聚焦学科交叉、跨界合作、产学研协同，

前瞻布局未来学科、新兴交叉学科和急需紧缺学科，以颠覆性技术和

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发展新质生产力，助力我国科技创新、

医学高等教育和卫生健康事业发展不断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

力变革，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助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核心力量。 

二、建设思路 

深入实施“健康中国”战略，交大医学院以浦东校区建设为契机，

在已有学科建设“四峰”工程基础上，进一步优化学科布局，集聚学

科优势和特色资源，主动抢抓先机，加快新技术与现代医学的紧密结

合，以“新理念”“新范式”“新模式”“新技术”赋能未来医学学科发

展,在数字医学与人工智能、全健康等、脑科学与脑健康以及免疫与

细胞治疗等前沿领域前瞻布局未来学科，抢占未来发展先机和战略前



沿高地；突出“高精尖缺”需求导向，强调学科交叉、跨界融合，建

设“新医科学院”，培养多学科背景人才。在生物材料与再生医学、

医学装备与技术、衰老与重大慢病、病毒学、康复医学和临床药学等

领域高位布局、靶向建设新兴交叉和急需紧缺学科，掌握发展主动权，

抢占发展制高点。 

1.以“新理念”“新范式”“新模式”“新技术”赋能未来医学学

科发展 

①布局“数字医学与人工智能”学科，以“新理念”引领医学学

科未来发展方向 

当前人民对于健康的需求快速增长并不断细分，随着新技术、新

疗法的不断涌现，全球医疗数字化转型已是大势所趋，人工智能、数

据科学等前沿技术为医学模式带来更多可能性，也为药物研发、疾病

诊断和治疗、医疗服务和管理带来深刻的变革。数字科技和人工智能

飞速积累和方法加速更新换代带动医疗领域模式完成转型、革新，以

一种更加注重智能化、个性化和精准化的服务“新理念”，推动以技

术之“智”，引领医疗之“治”，助力未来医学向以数据和计算、人工

智能为主的“智算医学”方向转变。医学院瞄准数字医疗、数字公卫、

脑机接口、医疗机器人等数字化健康前沿领域，提前布局，建设“数

字医学研究院”，建设适应未来医学发展的“数字医学与人工智能”

学科，推动医学学科建设模式创新迈入数智化转型新时代。 

②布局“全健康”学科，以“新范式”带动医学发展模式 

面对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叠加形成的复杂局面以及日益复杂激



烈的国际竞争，要有化危为机的意识和决心，以突破以人类中心主义，

发展为人与动物、自然的和谐共生的“全健康（One Health）”的“新

范式”带动医学学科发展，推动人类健康的重大疾病预防、诊断和治

疗研究持续取得突破性进展。 医学院聚焦“全健康”领域方向，瞄

准全健康视角下各学科交叉领域的重大“盲区”，研究人、动植物、

环境三者共性特征、关系影响和协同发展，前瞻布局、建设“全健康

学院”和“全健康研究院”探索与实践习总书记积极构建人类健康命

运共同体的指示，不断推动我国乃至全球传染病防控能力的提升，为

上海建设全球最健全的公共卫生体系提供重要支撑。 

③布局“脑科学与脑健康”学科，以“新模式”助力卫生健康事

业发展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健康已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实现美

好生活的最迫切需求。要把健康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以医防融

合协同一体化发展的“新模式”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发展，切实构建维

护人民健康的有力保障。大脑被誉为宇宙间最复杂的物体，是人类探

索自然科学的“终极疆域”。在“健康中国 2030”和“中国脑计划”

等国家战略的加速推进下，中国已迎来脑科学高速发展的时代。医学

院聚焦人口老龄化和脑疾病发病趋势加速的现实问题，加快打造从基

础研究到临床应用的“脑科学与脑健康”的一体化、全链条创新学科

“新模式”，依托松江研究院和附属医院围绕国家“脑计划”，聚焦“三

脑”健康，建设“脑科学和脑健康”学科，为人类守护脑健康提供智

力支撑。 



④布局“免疫与细胞治疗”学科，以“新技术”赋能临床诊疗水

平提升 

21世纪以来，科学发展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特点，颠覆性技术层

出不穷。要以新技术赋能临床诊疗，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突破，助力国

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提升。当前生物前沿治疗领域，基因编辑、干细

胞治疗、免疫细胞治疗等新技术是全球医学界关注的热点及发展方向。

作为一种突破细胞屏障的革命性疗法“新技术”，免疫细胞治疗在肿

瘤、自身免疫性疾病等多个难治性疾病领域都取得了重大突破和进展。

其中，尤其是以嵌合抗原受体 T（CAR-T）细胞疗法为代表的技术迅速

改变了血液系统恶性肿瘤的发展趋势。医学院瞄准生物医药前沿技术，

建设“细胞与免疫创新研究院”，布局“免疫与细胞治疗”学科，为攻

克人类重大疾病提供重要思路、进行前瞻探索。 

2.突出“高精尖缺”需求导向，强化学科交叉、跨界融合 

①积极推进“新医科”建设，优化和调整学科专业布局，引领我

国医学教育发展 

医学教育是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的重要基石，医学人才的培养关乎

“大国计、大民生、大健康、大卫生”。在“健康中国”建设背景下，

发展“新医科”是我国医学教育改革的一次重大机遇和挑战。优化医

学学科专业结构，强力推动医学与多学科深度交叉融合，构建“医学

+”的人才培养体系，是践行医学教育创新发展的时代之责、改革之需

和发展之要。医学院布局建设“新医科学院”，以教育部“101计划”

为牵引，推进“新医科”核心课程建设，促进人才培养结构、规模、



质量匹配未来产业、未来医学学科发展所需，以人工智能等赋能学科

专业改革，推动传统学科专业转型升级。加快创新医学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培养复合型医学人才，搭建学科交叉平台，夯实一流师资队伍，

推动医学人才供给与需求有效衔接。 

②加快关键核心技术创新攻关，围绕破解“卡脖子”难题，建设

新兴“医+X”和“X+医”学科 

我国医疗卫生服务和健康产业在飞速发展的同时，仍然存在很多

短板，医疗器械、设备主要依赖进口，高端医疗设备领域大多被国外

垄断，临床标准规范指南也大多借鉴国外等。医学技术是医学发展的

核心驱动力，目前医学和纳米技术、大数据等综合学科的结合极大地

推动了医学新技术、新设备、新材料和新药品的发展，增强了医疗服

务综合能力。医学院瞄准学技术和医疗装备国产化等国家急需紧缺领

域，提前布局建设“医学技术学院”和“医学装备与技术研究院”，建

设“医学技术”学科，力争破解我国在医学检验技术与新型医疗设备

研发方面的“卡脖子”问题，助力我国医药卫生事业高质量发展。 

生物医用材料行业是关系到人类生命健康的新兴产业和世界经

济重要的支柱性产业之一。为积极践行我国“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

远景目标纲要所提出的，推动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融合创新，加快发

展生物医药、生物材料等产业，做大做强生物经济。医学院提前布局

建设“生物材料与再生医学研究院”，通过医研企合作形成上下游接

力的产业链，解决生物医用材料、再生医学和相关产业“卡脖子”问

题，提升我国新型材料研发及新型生产技术应用等方面的创新能力。 



③服务人民生命健康重大需求，建设以重大疾病为导向的临床基

础深度融合的交叉学科 

随着人口老龄化的持续加剧，衰老及重大慢病导致的死亡人数仍

将持续上升，严重影响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和生活质量。为有效

应对我国人口老龄化、紧密对接我国战略发展需求，医学院强化医工

交叉，凝聚优势资源、布局“衰老与重大慢病”学科，通过促进不同

学科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融合发展，深入解析衰老的发生发展机制。

结合临床转化，为抗衰老及相关慢病精准干预提供新的策略，全面提

高我国衰老相关的总体研究水平和诊疗水平，力争达到国际领先行列，

在若干关键抗衰科研领域占据国际制高点。 

在新发传染病全球大流行的背景下，病毒以其强大的传染性和致

死率成为了人类健康的严重威胁。为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要求，

快速应对突发和新发高致病性病原微生物引发的疫情防控需求，医学

院成立“上海市病毒研究院”，布局建设“病毒学”学科，开展病毒演

化与跨宿主传播机制研究、病毒相关重大疾病致病机制研究以及病毒

感染诊断治疗及转化研究，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病毒学研究创新策

源地、疾病研究和转化高地，助力上海打造科创中心和全球公共卫生

最安全城市建设。 

④顺应社会和经济发展需求，建设“面向应用、服务需求”的急

需紧缺学科 

随着国家、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的变革，人口老龄化进程加

快，康复医学是提升人群生命质量和生活幸福感的重要新兴和急需紧



缺学科，医学院聚焦社会急需紧缺汇聚高校和社会多方优势资源，深

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与太平洋保险集团共建“康复研究院”，建

设“康复医学”学科，瞄准康复医疗领域科技前沿，探索康复医学发

展新模式，推动我国康复医学高质量发展；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健康意识的提高，临床药学的市场需

求也在不断增长。“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也提到，要提供公平可

及、系统连续的健康服务，满足安全用药、合理用药的需求和药物转

化的需要。医学院聚焦人民健康需要，成立“临床药学院”，全面提

升药学服务、药物转化和特色药学研究，开展以临床问题为导向的药

物转化研究，培养一批高素质的临床药学高水平人才，助力上海生物

医药产业，引领我国临床药学学科发展。  

三、建设目标 

2024-2026年，医学院面向前沿领域、社会需求和产业趋势，围

绕服务国家战略和城市发展，主动顺应医学新发展、健康产业新趋势，

推进医学院学科建设“四区”模式的基础上，聚焦跨越学科现有研究

边界、有望带动重大科学进展的领域、现有学科交叉融合后有望引领

和催生新兴产业的领域、以及通过技术革新有望带动现有产业实现跨

越式进步的领域，建成 5-6个未来学科、新兴交叉学科和急需紧缺学

科，形成关键领域先发优势，推动学科跃迁式升级，探索“大学因城

市而兴，城市因大学而盛”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