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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会议环境介绍 

1. 上海市简介 

上海市，是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和贸易港口，是全国最大的综合性工

业城市，也是全国重要的科技中心、贸易中心、金融和信息中心，位于北

纬 31 度 14 分，东经 121 度 29 分。上海地处长江三角洲前沿，东濒东

海，南临杭州湾，西接江苏、浙江两省，北靠长江入海口，地处我国南北

海岸线的中部，交通便利，腹地广阔，地理位置优越，是一个良好的江海

港口。境内辖有崇明岛，面积为 1041平方公里，是我国第三大岛。 

气候：上海属北亚热带季风气候，四季分明，日照充分，雨量充沛。

上海气候温和湿润，春秋较短，冬夏较长。一年中 60%的雨量集中在 5 至

9 月的汛期，汛期有春雨、梅雨、秋雨三个雨期。一年四季变化分明：

冬、夏长，春、秋短，冬天约有 126 天，夏天约有 110 天，春、秋两季相

加约 130 天。全年平均气温为 16℃左右，7、8 月份气温最高，月平均约

28℃；1 月份最低，月平均约 4℃。冬无严寒，夏无酷暑，一年四季都可

旅游，其中春、夏两季是最佳旅游季节。 

旅游：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上海相继建成了一批享誉国内外的功能

性建筑，构成了迷人的都市风景线，也成为上海的旅游新景观，向世人展

示了城市的新风貌。 

外滩：从外白渡桥延伸至南浦大桥，全长 4 公里的外滩，是上海著名

的旅游景点，也是上海的一张城市名片。外滩西侧矗立着风格迥异的中西

建筑群，堪称“万国建筑博览”，是近代上海历史的缩影。在外滩，黄浦

江两岸的迷人风采能尽收眼底。 

人民广场：人民广场位于市中心，是融行政、文化、交通、商业为一

体的园林式广场。广场北侧是上海市人民政府所在地，西北侧为上海大剧

院，东北侧为上海城市规划展示馆，南侧为上海博物馆，人民大道穿越其

中。广场绿化总面积达 8万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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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上海东方明珠广播电视塔是上海标志性建筑之

一，集广播电视发射、娱乐、游览于一体。塔高 468 米，享有亚洲第一、

世界第三的殊荣。在 263 米高的上体观光层和 350 米高处的太空舱，游客

能 360 度鸟瞰全市景色。此外，该塔 267 米处设有亚洲最高的旋转餐厅；

底层的上海城市历史发展陈列馆则浓缩再现了上海开埠以来的历史。 

金茂大厦：位于浦东新区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金茂大厦是上海标志性

建筑之一。大厦总建筑面积 29 万平方米，总高度 420.5 米，地上 88 层，

地下 3 层，集商务、观光、酒店、娱乐、购物于一体。其第 88 层为观光

厅，可同时容纳 1000多名宾客饱览上海新貌。 

上海环球金融中心：位于浦东新区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上海环球金融

中心为中国第一、世界第二高楼。大厦高 492 米，地上 101 层，地下 3

层，总建筑面积 38.16 万平方米，拥有完备的商办设施、会议中心和豪华

酒店等。其位于第 100 层、高 474 米的世界最高观光厅，被誉为“城市之

巅”。 

上海海洋水族馆：位于浦东新区陆家嘴金融贸易区的上海海洋水族

馆，总建筑面积 2.24 万平方米，展示了来自世界各大洲的 300 余种、

14000 多尾海洋水生物。馆中 120 米长的海底观赏隧道是世界最长的海底

观赏隧道之一，能让游客全方位、多角度地观赏神秘的海底世界。 

上海新天地：位于上海市中心的新天地是展现上海历史文化风貌的都

市旅游景点，总面积 3 万平方米。新天地以独特的石库门建筑为基础，将

传统石库门里弄与现代新建筑相结合，集历史文化、旅游餐饮、商业娱乐

等功能于一体。 

饮食购物：上海素有“美食天堂”之称，汇聚世界各国的饮食文化，

开设有 3 万多家中式、西式、休闲型、快餐连锁型餐饮企业。西餐汇聚了

意大利、法国、日本、葡萄牙、印度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风味；中餐

则汇聚了苏、锡、宁、徽、川等近 20 个地方风味，并拥有著名的老城隍

庙、云南路、黄河路、乍浦路、仙霞路等饮食文化区。 

上海也是闻名遐迩的“购物乐园”，“中华商业第一街”南京路、繁

华高雅的淮海路是全国著名的商业大街；正大广场、港汇广场、恒隆广场

等商业设施更是时尚商品、顶级品牌云集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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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上海交通大学简介 

上海交通大学是我国历史最悠久、享誉海内外的高等学府之一，是教

育部直属并与上海市共建的全国重点大学。经过 118 年的不懈努力，上海

交通大学已经成为一所“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的国内一流、国际知

名大学。  

十九世纪末，甲午战败，民族危难。中国近代著名实业家、教育家盛

宣怀和一批有识之士秉持“自强首在储才，储才必先兴学”的信念，于

1896 年在上海创办了交通大学的前身——南洋公学。建校伊始，学校即坚

持“求实学，务实业”的宗旨，以培养“第一等人才”为教育目标，精勤

进取，笃行不倦，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已成为国内著名的高等学府，被

誉为“东方 MIT”。抗战时期，广大师生历尽艰难，移转租界，内迁重

庆，坚持办学，不少学生投笔从戎，浴血沙场。解放前夕，广大师生积极

投身民主革命，学校被誉为“民主堡垒”。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配合国家经济建设的需要，学校调整出相当一部

分优势专业、师资设备，支持国内兄弟院校的发展。五十年代中期，学校

又响应国家建设大西北的号召，根据国务院决定，部分迁往西安，分为交

通大学上海部分和西安部分。1959 年 3 月两部分同时被列为全国重点大

学，7 月经国务院批准分别独立建制，交通大学上海部分启用“上海交通

大学”校名。历经西迁、两地办学、独立办学等变迁，为构建新中国的高

等教育体系，促进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六七十年代，学校先后

归属国防科工委和六机部领导，积极投身国防人才培养和国防科研，为

“两弹一星”和国防现代化做出了巨大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学校以“敢为天下先”的精神，大胆推进改革：率先

组成教授代表团访问美国，率先实行校内管理体制改革，率先接受海外友

人巨资捐赠等，有力地推动了学校的教学科研改革。1984 年，邓小平同志

亲切接见了学校领导和师生代表，对学校的各项改革给予了充分肯定。在

国家和上海市的大力支持下，学校以“上水平、创一流”为目标，以学科

建设为龙头，先后恢复和兴建了理科、管理学科、生命学科、法学和人文

学科等。1999 年，上海农学院并入；2005 年，与上海第二医科大学强强

合并。至此，学校完成了综合性大学的学科布局。近年来，通过国家

“985 工程”和“211 工程”的建设，学校高层次人才日渐汇聚，科研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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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快速提升，实现了向研究型大学的转变。与此同时，学校通过与美国密

西根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的合作办学，实施国际化战略取得重要突破。

1985 年开始闵行校区建设，历经 20 多年，已基本建设成设施完善，环境

优美的现代化大学校园，并已完成了办学重心向闵行校区的转移。学校现

有徐汇、闵行、黄浦、长宁、七宝、浦东等校区，总占地面积 4893 亩。

通过一系列的改革和建设，学校的各项办学指标大幅度上升，实现了跨越

式发展，整体实力显著增强，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交通大学始终把人才培养作为办学的根本任务。一百多年来，学校为

国家和社会培养了 20 余万各类优秀人才，包括一批杰出的政治家、科学

家、社会活动家、实业家、工程技术专家和医学专家，如江泽民、陆定

一、丁关根、汪道涵、钱学森、吴文俊、徐光宪、张光斗、黄炎培、邵力

子、李叔同、蔡锷、邹韬奋、严隽琪、陈敏章、王振义、陈竺等。在中国

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中，有 200 余位交大校友；在国家 23 位“两弹

一星”功臣中，有 6 位交大校友；在 18 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中，有 3 位来自交大。交大创造了中国近现代发展史上的诸多“第一”：

中国最早的内燃机、最早的电机、最早的中文打字机等；新中国第一艘万

吨轮、第一艘核潜艇、第一艘气垫船、第一艘水翼艇、自主设计的第一代

战斗机、第一枚运载火箭、第一颗人造卫星、第一例心脏二尖瓣分离术、

第一例成功移植同种原位肝手术、第一例成功抢救大面积烧伤病人手术，

第一个大学翻译出版机构，数量第一的地方文献，国内第一位欧洲科学院

人文社科院士等，都凝聚着交大师生和校友的心血智慧。改革开放以来，

一批年轻的校友已在世界各地、各行各业崭露头角。  

截至 2014 年 12 月，学校共有 28 个学院/直属系，27 个直属单位，16

家附属医院，全日制本科生（国内）15971 人、研究生（国内）29895 人

（其中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13746 人、全日制博士研究生 6274 人），学位

留学生 1869；有专任教师 2823 名，其中教授 862 名；中国科学院院士 20

名，中国工程院院士 22 名，中组部顶尖“千人计划”1 名入选中组部“千

人计划”94 名，“青年千人”60 名，“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和讲座教授

共 130 名，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107 名，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

（973 计划）首席科学家 35 名（青年科学家 2 名），国家重大科学研究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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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首席科学家 14 名，国家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 11 个，教育部创新团队 21

个，上海交通大学位列科技部“国家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学校现有本科专业 62 个，涵盖经济学、法学、文学、理学、工学、

农学、医学、管理学和艺术等九个学科门类；拥有国家级教学及人才培养

基地 12 个，国家级校外实践教育基地 9 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7

个，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2 个，国家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5

个，上海市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9 个；有国家级教学团队 8 个，上海市教学

团队 15 个；有国家级教学名师 8 人，上海市教学名师 36 人；有国家级精

品课程 46 门，国家级视频公开课 12 门，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程 23

门，上海市精品课程 142 门；有国家级双语示范课程 7 门，上海高校示范

性全英语课程 10门。  

学校现有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36 个，覆盖经济学、法学、文

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管理学等 8 个学科门类；一级学科硕士学

位授权点 57 个，覆盖全部 13 个学科门类；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3 个；硕

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23 个；32 个博士后流动站；1 个国家实验室（筹），8

个国家重点（级）实验室，5 个国家工程研究中心，3 个国家工程实验

室，2 个国家级研发中心，1 个国防重点学科实验室，3 个协同创新中心，

1 个国际联合实验室，16 个教育部重点实验室，4 个卫生部重点实验室，1

个农业部重点实验室，31 个上海市重点实验室，5 个教育部工程研究中

心，7 个上海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 个国家社科基金决策咨询点，2 个文

化部文化产业研究基地，8 个上海市理论创新基地、智库和经济社会发展

研究工作室，3 个世界卫生组织合作中心，1 个国家技术转移中心和 1 个

国家大学科技园。  

科学研究与科技创新水平不断提高。2014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数和经费数连续五年全国第一。SCI 收录论文数等指标连续多年名列国内

高校前茅，2013 年度 SCI 收录论文数 4901 篇，继续保持全国高校第二；

2004-2013 年 SCI 收录论文累积被引 21694 篇、234209 次，继续保持全国

高校第三；“表现不俗”论文 1922 篇，上升至全国高校第二；在各学科

期刊影响因子前十分之一的期刊发文达到 686 篇，上升至全国高校第二；

作为第一作者发表国际合著论文 1058 篇，上升至全国高校第二；在四大

名刊发表论文 9 篇，居全国高校第三；在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公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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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3 种各学科高影响力期刊中发文 188 篇，名列全国高校第三； 国内科技

论文数 7265篇，国内被引 30177次，居全国高校第二。  

拥有“暗物质探索研究”、“第二代高温超导带材制造”、“量子信

息存储”、“国家水体安全的环境战略-洱海水治理”、“4500 米无人遥

控潜水器（海马号）研制”、“火箭发动机关键部件加工”、“纳米材料

全新力学现象”、“合成光学活性无机材料”、“DNA 磷硫酰化修饰基因

组图谱破译”、“肾上腺肿瘤致病基因”、“肾上腺和胰腺内分泌肿瘤医

学基因组学”、“胃癌发生机制”、“生态系统镁研究”、“生长素调控

植物气孔发育”、“水稻花器官发育”、“为治疗非酒精性脂肪肝寻找潜

在新靶点”、“治疗帕金森症天然产物”等一批重大研究成果。  

上海交通大学深厚的文化底蕴,悠久的办学传统，奋发图强的发展历

程，特别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为国内外所瞩目。这所英才辈出

的百年学府正乘风扬帆，以传承文明、探求真理为使命,以振兴中华、造

福人类为己任，向着“综合性、研究型、国际化”的世界一流大学目标奋

进！ 

3.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简介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创建于 1896 年，同年建成一个图书室，1919 年

建成独立的图书馆大楼。1981 年 7 月，在党和国家领导人邓小平、王震等

同志亲自关怀下，原香港环球航运集团主席包玉刚先生向上海交通大学捐

赠 1000 万美元用于建设一座现代化的图书馆，1985 年 10 月包兆龙图书馆

落成使用。1990 年，为适应学校办学规模的迅速发展，在闵行校区兴建了

包玉刚图书馆，于 1992 年 10 月建成。2005 年，学校整体战略开始向闵行

校区转移，遂计划在闵行校区兴建新馆。位于闵行校区中心位置的新馆于

2006 年 3 月 11 日奠基，建筑面积约为 3.5 万平方米，于 2008 年 9 月正式

启用。为配合学校整体布局，徐汇校区包兆龙图书馆分别搬迁至徐汇校区

西大楼、新上院，分别定位为图书馆储备书库、图书馆社科馆，储备书库

于 2013年 4月正式启用，社科馆于 2013年 9月正式启用。 

图书馆提出“一流服务、主动服务、智能服务；一站式、自助式；个

性化、人性化”的服务宗旨，创建“资料随手可得，信息共享空间；咨询

无处不在，馆员走进学科；技术支撑服务，科研推进发展”的服务理念，

以学科服务为主线，使位于闵行、徐汇和卢湾三大校区的四所图书馆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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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分馆协同服务模式，将图书馆定位为“以人为本，读者之家；知识服

务，第二课堂；信息主导，共享空间”。推行“藏、查、借、阅、参”一

体化服务机制，注重信息素养教育，传承学术精髓，弘扬校园文化，积极

开展学科化服务，主动发挥学术交流中心、知识加工中心和文化传承中心

的作用。四所图书馆的定位分别为：新馆作为主馆，定位为“理工生医农

科综合馆”；包玉刚图书馆定位为“人文社科综合馆”；徐汇校区图书馆

定位为“社科馆”；医学院图书馆定位为“医学馆”。至此图书馆总面积

约为 6.52 万平米，阅览座位约 5833 席。至 2014 年底，图书馆馆藏纸质

文献 340 万册，期刊 7500 余种，电子期刊 5.54 万种，电子图书 268.27

万种，学位论文 286.19 万种，电子数据库 395 个，此外，多媒体资源馆

藏总量达 15TB。支持通过网络 24×7 的馆藏目录、电子文献、馆际互借、

参考咨询、文献征订、新书刊报道等服务。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是国际图联(IFLA)成员馆，并与国内主要图书

馆、信息中心和美、英、港澳台等国家和地区图书馆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

系，在交通、材料、机电、能源、信息、管理及农业等学科领域形成馆藏

文献特色，同时紧跟学校学科发展政策，加大力度进行人文社科类馆藏资

源的建设，努力成为学校的学习资源中心和信息共享中心。上海交通大学

图书馆承担中国高等教育文献保障系统(CALIS)华东南地区中心、上海市

高等学校图书情报工作委员会秘书处、上海教育网络图书馆管理中心、上

海中心图书馆交大分馆等职责，同时，是具有国家教育部和上海市科委双

重资质的科技查新工作站，还是全国首个设在图书馆的“图书馆、情报与

档案管理”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点。 

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通过合理配置和协调资源，引进先进理念与服务

技术，为师生提供良好的书刊资源以及知识服务支撑平台，并努力成为学

校高质量的文献信息服务中心、高水平的信息咨询中心和精神文明建设基

地。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的发展愿景是：通过建设国际化、开放性、综合

性和研究型的学术文献信息资源与环境，发展数字化的知识创新支撑服务

体系和平台，使上海交通大学图书馆成为校园中最为理想的“学术交流中

心、知识加工中心和文化传承中心”的集成有机体，助力全校教、学和科

学研究的不断发展，最终建成智慧型世界一流大学图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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