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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选拔48名优秀学生，使得2022年“3+1+1”	联合培养	
项目的总学生数超过500人。与此同时，共有84名优秀	
学生经选拔进入了由新国大在华合作研究机构支持的	
“1+2+1”的新国大博士项目。此外，我们还推出了天大-
新国大双硕士学位课程。结合了两所大学在化学、物理和
化学工程方面的优势，该课程将于2023年8月迎来第一
批学生。	通过不断扩充我们的研究和教育计划，新国大
在华合作研究机构将继续致力于培养面向未来的学子，
新一代的领导者和企业家。

展望未来，我们将继续在产、学、研和创新发展上不断	
突破，激发变革，共同打造更美好的明天。感谢新国大的
所有相关成员和我们的中国合作伙伴在过去的一年里中
所做出的贡献和所给予的支持。

何德华教授
高级常务副校长兼教务长
陈振传百年纪念教授
新加坡国立大学

2022年，随着各地航线逐步恢复，全球合作和科研活动	
也回到了疫情前的水平，新加坡也不例外。更值得一提	
的是即使在疫情尚不明朗的日子里，新中两国间的合作
关系持续深化。新中双边合作联合委员会（JCBC）年度
会议为双方讨论交流科技教育、智慧城市、金融发展的
创新合作搭建了平台。

稳固的双边关系为新国大在华合作研究机构的发展打	
下了良好的基础，围绕两国的发展重点，促成了许多项目	
合作。2022年1月，新国大苏州研究院举办了建院十周年
的庆祝活动，充分展示了在打造新中科技和教育伙伴	
关系上所取得的成绩。9月，天津大学-新国大福州联合	
学院新校区的启动反映了两所大学之间持续牢固的合作
关系。2022年，新国大重庆研究院新的办公大楼在重庆
两江协同创新区的新址破土动工。研究院计划于2024年
底迁入新址。

2022年对新国大在华合作研究机构而言又是成功的	
一年。2022年出版的《自然》增刊“自然指数五强”
（Nature	Index	Big	5）聚焦全球五大科研领先的国家	
(美国、中国、德国、英国和日本)的研究成果,	天津大学	
与新国大的合作项目从众多最强合作关系中脱颖而出，
获得了合作最高分。我们在华合作研究机构的科研人员
在顶级期刊上共发表了343篇论文，并提交了36项专利
申请。广受赞誉的“3+1+1”联合培养项目在新国大重庆
研究院成功落地。项目开设计算机工程新专业，首此招生	

“随着新国大在中国合作 
项目上的不断扩展和深化， 
我们将携手合作伙伴在产、 
学、研和创新发展上不断突破，
共同打造更美好的未来。”

主席致辞

主席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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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期刊
论文发表（篇数）

343

370

25
孵化企业（个数） 36

专利
申请（个数）

获批
科研经费支持（金额）
新
币 万

元
（约合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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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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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国大就其在华合作研究机构特设的管理委员会

新国大就其在华合作研究机构 
特设的管理委员会
新国大特别设立管理委员会，对其在华设立的合作研究	
机构在战略发展、政策规定及治理上进行指导，对合作研究	
机构的发展运营和产出成果进行监督，同时评估合作研究	
机构的研究方向及影响力，以及共建协同伙伴关系的机会。	
管理委员会主席和成员由新国大校长直接任命。

刘斌教授
副主席	

教务长讲席教授
高级副教务长	(教研人员与体制发展)	

梅彦昌教授 
常务副校长（创新与企业）

何德华教授
主席	

高级常务副校长兼教务长

梁慧思教授
副教务长	(硕士课程与终身教育)
持续与终身教育学院院长

陈祖翰教授
常务副校长（研究与科技）

沈佐伟教授 
副教务长（研究生教育与特别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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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国勤教授
新国大苏州研究院院长
新国大重庆研究院院长

李耀明教授
副教务长（技术强化和体验式学习）

新国大就其在华合作研究机构特设的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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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志达教授
大学讲席教授

理学院数学科学研究所所长

罗继斌先生
高级处长（战略合作与伙伴关系）

康长杰教授
设计与工程学院

工程领导力研究所所长

张福海教授
教务长讲席教授

常务副校长办公室人文与	
社会科学研究部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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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国勤教授
新国大苏州研究院院长
新国大重庆研究院院长

新国大在华合作研究机构院长及新国大就其在华合作研究机构特设的项目办公室

新国大就其在华合作研究机构特设的项目办公室
无论规模大小，战略永远是组织的大脑，而文化和激情则是组织的生命线。	
新国大针对其在华合作研究机构所特别设立的项目办公室就是一个最好的缩影。

项目办公室于2020年8月正式成立，直属于新国大高级常务副校长兼教务长办公室，承担新国大
就其在华合作研究机构所特设的管理委员会秘书处职责，同时受命监管和多方位协助支持新国
大在华合作研究机构运营。

项目办公室通过搭建新员工	
入职培训框架，建立良好的组织	
文化，为员工铺设职业成长道路。	
此外，项目办公室还积极与新国大	
安全、健康和环境办公室密切联系	
和合作，为所有新国大在华合作研究
机构的教职员工和学生打造安全和
有利的工作学习环境。

新国大在华合作研究机构院长

孟强教授
新国大广州创新研究院(筹)院长

陈伟教授
天大-新国大福州联合学院执行院长

（新方）

蔡秀慧
高级经理

温斌
事务助理

王琳
副处长

罗继斌
高级处长

傅蔚
高级副处长



  /   NUSRI  CHINA  / /2 0 2 2  年 度 报 告

2,1391,827

166
专利申请（个数）

国际期刊
论文发表（篇数）

学生人数
“�+�+�”联合培养项目以及新国大
在华合作研究机构支持的博士生项目

07

发展略影（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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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截止至2022年12月

成果展示*一路
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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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国大在华	
合作研究机构的故事：	

宏图在心
常有人问起：位于年轻的城市国家新加坡的新加坡	
国大学是如何一步步发展成为一所知名高校的？

答案的第一部分是认识到战略投资和合作在发展	
卓越研究和教育领域的重要性。新国大充分意识到
只有通过积极的努力，才能产生新的想法，创造新的
知识，从而以新方法解决问题。

新国大在华合作研究机构的建立正是基于这种努力。	
合作研究机构由新国大与中国地方政府合作，选择在	
中国不同地区建立，专注于创新、研究以及人才培养。

苏州工业园区在	90年代中期就成为中国和新加坡两国	
政府之间合作项目所在地。	新国大苏州研究院于2011年	
在苏州	工业园区	落地。此后	新国大	将其在华合作研究	
机构的足迹逐步扩展到另外三个城市—福州、重庆和广州。

新国大在华合作研究机构通过新国大的科研能力和教育优势积极	
配合不同地区的需求。主要研究领域目前涵盖能源、环境和城市	
可持续发展、先进材料、金融系统和风险管理，以及人工智能和现代物流等	
智能国家发展方向。	

新国大在华合作研究机构是迄今为止新国大在本国以外推进科研创新的最成熟	
的实体，也是新国大最大的海外科研和教育平台，通过提供一流的科教项目，	
助力地方和区域科技发展和人才培养计划。

在庆祝新国大苏州研究院创立10年之际，我们积极展望未来，将继续带着积极	
探索的精神，活跃在科教前沿，培养人才的同时将研究成果转化并应用于与	
大众切实利益息息相关的产业中。

新国大在华合作研究机构的故事

/ /   NUSRI  CHINA  / 2 0 2 2  年 度 报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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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国大在华合作研究机构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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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国大重庆研究院
2020年4月

新国大在中国西部开设的	
第一所研究院，全面契合	
中新“互联互通”合作主题。

新国大广州创新研究院（筹）
2021年12月

新国大最新设置的研究院，	
位于广州，聚焦创新和技术转化。

新国大苏州研究院
2011年8月

新国大于海外设立的	
第一所研究院，自主运营	
管理。

天大-新国大福州联合学院 
2019年8月

位于福州，由天津大学和新国大	
联合创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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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与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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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国大在华合作研究机构致力于推动高精尖技术在医药、食品和 
交通等领域的革新与发展。

从新国大苏州研究院成立至今，新国大在华合作研究机构已成功 
孵化的初创企业达到104家，仅2022年就达25家。

新国大在华合作研究机构以及新国大BLOCK71 China共同作为 
新国大连接全球资源和网络的桥梁、纽带，将为科技型初创企业的 
每个成长阶段全方位助力，帮助新加坡的高科技初创企业对接政府
机构、龙头企业、投融资机构等创业资源，助力其进军中国市场。

在这里，与大家分享四个创新改变生活的故事。

创业创新
改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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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革性的视网膜诊断技术
艾锐思（重庆）人工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艾锐思”）是新加坡EyRIS
私人有限公司和欧若拉国际贸易（北京）有限公司共同成立的中外合资	
企业，致力于通过人工智能深度学习系统的开发及应用赋能医疗行业，提高
医疗保健服务水准。艾锐思的核心产品——新加坡眼部病变分析仪（以下简
称“SELENA+”）仅需通过病人的视网膜照片就可自动检测出多种常见眼部
疾病。它可以同时处理大量检测数据，将诊断时间从一小时缩短至三分钟。
这种更迅捷、更实惠、更连贯的检测模式，对视网膜诊断技术带来了变革。

SELENA+所采用的突破性机器学习技术由新加坡眼科研究中心的临床	
医生和新国大计算机学院的科研人员共同发明，通过表征学习法将自然	
数据换为原始数据进行分析，以筛选出所呈现数据内在的复杂模式和结构。

艾锐思于2021年1月25日正式入驻新国大重庆研究院，并获得当地政府资助
90万元人民币。艾锐思的入驻对于其后期的腾飞至关重要。研究院孵化器的
丰富资源和重庆当地政府的大力支持，都使得初创阶段的艾锐思在商业	
计划，市场调研及营销策略，以及知识产权处置上都得到了优化。

艾锐思目前正计划与重庆各大公立医院和重点医疗机构在眼科和疾病筛查
等领域开展深度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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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出行更智能、更环保
疫情阻止不了米摩科技进入中国市场的脚步，	
更挡不住这家初创公司开拓绿色出行市场的步伐。

这家成立于6年的新加坡初创公司专注于设计	
和制造智能、环保的个人出行设备。最新获奖产品
MIMO	C1是一款比自行车还小的载货电动滑板
车。这种滑板车可以在短短三秒钟内变成手推车。
与传统的货运车辆和货运自行车相比，成本更低
更环保。用户们已经在新加坡的金融区、购物中心
和住宅区使用MIMO	C1，在繁忙的街道上穿行，在
狭窄的角落里轻松高效地递送包裹、文件和食物。使用者不需要	
驾驶执照就可以操作该设备，这为更多的人提供了就业机会。

MIMO创始人Witono	Halim毕业于新国大机械工程系，相信中国市场	
将增强其企业竞争力。在新国大苏州研究院的帮助下，米摩科技于2022年
9月进入中国市场，成功拓展了公司的业务。

自入驻以来，研究院为米摩科技提供全方位的孵化服务，不仅帮助其不断
开拓市场、提升在中国的知名度，同时也为这家初创公司提供了高质量的
业务对接等服务。依托研究院创新创业生态圈，米摩科技计划与中国本地
供应链合作伙伴密切合作，探索市场拓展机会。

获奖产品MIMO	C1	
可以在短短三秒钟	
内变成手推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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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0W®! 世界上唯一“0”血糖反应的面条
苏州昊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新国大苏州研究院的首批入驻企业之一，	
其新产品将为中国传统主食面条，带来一场舌尖上的颠覆。

它利用一种植物提取技术，于2021年成功研发出了全球唯一的零淀粉、	
零血糖指数的健康面条——W0W®面条。它们是由优质植物蛋白和纤维	
制成的，这些蛋白质和纤维是从废弃的大麦谷物中回收的，这些谷物通常
是生产啤酒或麦芽饮料的副产品。

由从废弃的大麦	
谷物中回收的优质	
植物蛋白和纤维	
制成的健康面条	
——W0W®面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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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100克W0W®面条中富含4克植物蛋白质和6.6克膳食纤维，由于面条	
中碳水化合物含量极低且不含淀粉，因此食用后血糖水平能够保持稳定。	
这款面条专为满足老龄化和糖尿病人群的营养需求而制定。

昊德植萃技术是公司三大专利技术之一。另外两项分别是PPCTM	生物	
墨水配置技术和高精度3D细胞支架打印技术。昊德也正计划在食品和	
生物医药行业运用这些技术。

昊德生物成立于2014年，是昊德健康（KosmodeHealth）在中国的研发	
分部，由新国大食品科学与工程系黄德建教授创立。黄教授与导师Florence	
Leong共同创立了昊德健康（KosmodeHealth）。黄德建教授目前是新国大
苏州研究院大健康生物与食品工程卓越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

昊德健康已获得近200万新币的融资，并正在新加坡建设一家试点工厂。	
该工厂预计将大幅提高W0W®面条和其他功能性食品的产量。

Need HD

黄德建教授（左），
与导师Florence 
Leong共同创立了	
昊德健康
（Kosmode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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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世界首款益生菌啤酒的 
诞生干杯！
人们通常认为肠道健康和酒精饮料似乎是鱼和	
熊掌，但初创企业益比盛却有意用他们的益生菌
啤酒向数百万中国消费者证明两者亦可兼得。

众所周知，啤酒中的乙醇、有机酸和啤酒花会	
阻碍益生菌的生长和存活。这也使得益生菌酒精
饮料一直难以成功。

然而，益比盛的突破性技术确保了益生菌在10亿个菌落形成单位(CFU)	
下的生存能力，这也是益生菌发挥效用的最低数量。

2022年初，益比盛与新加坡Brewerkz啤酒厂合作，耗资约150万新币	
研发独家发酵法，推出了世界上第一款多口味的益生菌啤酒。低酒精或健康
型啤酒是过去几年的市场趋势，益比盛益生菌啤酒的推出，使得啤酒爱好者
可以在享受啤酒清爽口感的同时保护肠道健康。

益比盛与新加坡
Brewerkz啤酒厂	
合作研发的世界上
第一款多口味的益
生菌啤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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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比盛由新国大食品科学与工程系和Origgin	Ventures联合创立。早在
2017年，益比盛创始人之一的刘绍泉副教授在由新国大苏研院组织的一次
科技交流活动中注意到中国投资者和企业家对益生菌啤酒的浓厚兴趣。	
刘教授与新国大食品科学与工程系的同事Alcine	Chan	Mei	Zhi博士于	
2022年9月共同创立了益比盛。

如今，益比盛作为一家技术领先的饮品研发企业，以其在风味、营养、益生菌
和发酵的技术优势赋能全球的大型啤酒厂和精酿啤酒厂的科技创新。

入驻新国大苏州研究院后，益比盛已与长三角区域内的几家潜在的酿造和
分销合作伙伴接洽，寻求扩大其在中国的业务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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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拓展
科研前沿
从公共卫生、食品安全到能源和气候领域，许多紧迫的问题 
都需要协作努力共同解决。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单独给出答案， 
没有哪个领域能够独立填补空白，科学家们也很难凭借 
一己之力改变世界。

研究人员必须携手合作，超越跨学科的界限，甚至跨越工业 
和公共部门的界限。多方合作和全球网络都不断推动新国大 
在华合作研究机构持续前行。

为了将新知识更好地转化为社会价值，新国大在华合作研究 
机构在各专业领域引进科技领军人才，与地方政府和行业伙伴 
合作开展科研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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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食品工业创新发展

食品工业依靠实验和创新不断发展，新技术也不断被应用在食品生产	
过程中。这种创造性和新颖性正是新国大苏州研究院大健康生物与食品	
工程卓越研究中心（‘FST-POE’）的科研基础。

FST-POE的科研项目涉及食品科学与技术的	
多方面：从开发新一代功能性食品到发现可能	
延长人类健康寿命的生物活性食品成分，从开发
基于植物蛋白复合材料的3D打印技术到以及食品
与饮料发酵。FST-POE研发团队现有研发成员27
人，活跃在融合健康和可持续性，以及消费者需求
为导向的创新食品研究领域。

中心主任周维彪教授和团队率先开发了新一代功能性食品，不仅可口，		
饱腹，	也更健康。

例如，谷物产品是世界各地的主食，但许多国家糖尿病的流行促使FST-	
POE研究人员创造更健康的替代品。他们正在开发使用全麦面粉的新型	
谷物产品，同时保留与白面粉产品相同的味道。他们还在研究含有生物	
活性化合物的植物提取物，这些植物提取物对健康促进有益。

凭借其对新一代功能性食品和新兴食品加工技术的杰出贡献，以及对教育
事业的奉献，周维彪教授2022年当选新加坡国家科学院院士。

利用植物蛋白和多糖等大分子作为具有医学应用的生物材料，为生物医学
产业开辟了广泛的可能性。中心的黄德建教授目前正在主持这项研究工作，
并已于近期与浙江省的一家医学研究公司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

图片为刘绍泉副教授团队研发的新一代益生菌茶。这款创新饮料不仅保留了茶叶中有益
的多酚成分，也含有抗菌剂苯基乳酸。

新国大苏州研究院	
大健康生物与食品	
工程卓越研究中心	
主任周维彪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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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教授的研究团队还与新国大苏州研究院先进3D打印实验室合作，成功	
构建了基于电动流体喷射机制的高精度3D打印机，并且获得了植物蛋白	
复合材料墨水的专利。该墨水可应用于电流体喷射3D打印机制造纤维结构
支架，所得支架可应用于生物医学和细胞培养肉等领域。

黄德建教授团队的研究成果为他在2014年创办苏州昊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奠定了技术基础。该公司是一家致力于研发创新食品加工技术的生物科技
初创企业，帮助推进零废物经济的发展。

此外，FST-POE的团队也通过探索各种益生菌和非益生菌微生物的潜力来
研发发酵产品。这些研究工作由食品风味与发酵领域的著名科学家刘绍泉
副教授及其团队具体负责。他们通过研发新的酿造配方，增强食品的风味和
营养价值，为发展商业合作和技术转让带来了机会。

该中心团队也致力于帮助食品开发和加工技术行业的企业完成从实验室	
到市场的技术转化，这其中包括鱼类产品的质量控制和工艺优化，以及食品
加工自动化设备的支持技术研发等。

作为在学术界和工业界之间的桥梁，新国大苏州研究院大健康生物与食品	
工程卓越研究中心对未来食品的发展和转型功不可没。

刘绍泉副教授是食品
风味与发酵领域研究
的著名科学家

黄德建教授的研究团队成功获得了植物蛋白复合材料墨水
的专利。该墨水可应用于电流体喷射3D打印机制造纤维结
构支架，所得支架可应用于生物医学和细胞培养肉等领域。

黄德建教授带领团队
致力于食品加工技术
创新，推进零废物经
济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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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抱科技
为社会创造价值
 

从汽车到电脑，我们每天使用的物品都离不开生产制造商。几个世纪以来，	
制造业不断发展，从体力劳动到依靠机器的装配线，再到今天高度自动化的
工厂。随着对先进制造和先进材料的进一步研究，制造业继续转型，引发了	
工业4.0革命。

新国大重庆研究院的先进制造与材料中心（‘AMM中心’）为制造业持续发展
添砖加瓦。AMM中心致力于打造包含创新制造技术以及新材料的集成设计	
和制造平台。通过了解先进材料的机理和功能特性，中心的研究员为医疗和
保健、可再生能源以及环境应用等量身定制材料。为了实现这些不同目标，	
中心汇集了来自流体力学、材料科学、计算和数据科学等不同领域的专家。

AMM中心主任张云峰教授认为，先进制造的	
一个重要支撑在于生产出技术复杂的增值部件。
高附加值零件的传统制造方法是多轴铣削，费时
且昂贵。而张教授的团队采用经济高效的激光	
熔覆技术，进一步开发用于增值零件集成加工	
的智能软件。

新国大重庆研究院	
先进制造和材料中心
主任张云峰教授

新国大重庆研究院先进制造与材料中心研究员李永强博士主导完成的“	鹅岭峯”项目的
设计和评估，将包括太阳能导光井、雨水回收系统、屋顶绿化系统和CFD通风优化技术在
内的多项绿色建筑技术融入景观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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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M中心另一位主要成员张黄伟教授领导团队
专注于预测和分析先进制造和材料合成中的	
物理和化学过程。使用由超级计算机提供支持的
先进算法和模拟，进一步加速计算过程，提高分析
准确性。

中国的城市化率预测将在未来十年达到80%。	
研究团队将计算流体动力学、多相流和高性能	

计算方面的专业知识应用到了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的研究项目中。	
该项目旨在研究微生物气溶胶的扩散模式以及相关疾病风险评估，为现有	
建筑物的通风优化和新建筑物的规划设计提供高价值数据。该项目的研究	
结果可用于预防和控制人口稠密的城市地区流行病的大规模爆发。

为进一步支持城市可持续发展，AMM中心研究员李永强博士主导完成了	
新加坡城市发展集团	“鹅岭峯”项目的设计和评估，将包括太阳能导光井、	
雨水回收系统、屋顶绿化系统和CFD通风优化技术在内的多项绿色建筑技术
融入景观设计。开创性的设计得到了广泛认可，荣获中国绿色建筑设计	
三星奖和新加坡绿色建筑标志（GreenMark）铂金奖。

通过与政府和行业的不断合作，新国大重庆研究院AMM中心积极围绕新型	
材料合成、创新制造和可持续城市总体规划等主题，为社会创造价值。

张黄伟教授是先进	
制造和材料中心的	
主要成员，他领导团
队专注于预测和分析
先进制造和材料合成
中的物理化学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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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可持续能源的发展
鉴于气候变化给全球带来的众多挑战，可持续能源的发展作为未来的解决
方案变得更为重要。天津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福州联合学院（‘联合学院’）	
下属的能源材料与催化中心致力于了解和研究用于能源应用的新材料与
催化技术。该中心由天津大学化工学院院长马新宾教授和荣获2019新国大
青年研究奖的绿色催化实验室主任颜宁副教授共同领导。

两位中心主任与王拓教授一起，专注于改善主要
温室气体之一的二氧化碳的催化转化率。团队	
研究了各种催化剂的晶体结构、活性和选择性，	
通过将二氧化碳转化为有用的化学品，如应用于
工业的甲醇，以帮助减少碳排放，打造绿色未来。
马教授拥有超过20项中国专利，并与多家中国	
企业在化学和材料方面合作共同开发催化剂。

中心的另一个主要研究领域涉及开发具有特异	
物理和化学性质的新型2D材料。由首席研究员	
陈伟教授和黄玉立副教授领导的研究团队发现	
了用于未来自旋电子器件的室温二维磁体。研究
发现，由铁磁性碲化铬制成的单层即使在低基底
温度下也能与氧化硅半导体相容。这些特性为	

大规模制造这些材料，生产具有更快数据处理速度和更低功耗的设备	
开辟了道路。

中心团队还在推进先进离子电池以及其他清洁能源转换和存储系统的研究。
为了改进电极材料的设计，研究人员首先探究了潜在的电化学反应过程和	
催化机理。基于这种深入的理解，从而提高离子电池的容量和稳定性。

新国大绿色催化实验
室主任兼联合学院	
能源材料与催化中心
联合主任颜宁副教授

天津大学化工学院	
院长兼联合学院能源
材料与催化中心联合
主任马新宾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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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大-新国大福州联合学院俯视图

陈伟教授和另外两位首席研究员杨全红教授和胡文彬教授在一项研究	
中使用石墨烯凝胶技术和固体电解质界面层，提升电池。通过创新，	
电池可以提供更大的容量、更高的功率密度和拥有更长的使用寿命。

上述领域各不相同，但对于打造未来能源的可持续化至关重要。三年来，	
能源材料与催化中心屡次获得中国国家级和省级的研究资金扶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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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来
人才培养
新国大在华合作研究机构在其不断发展中力争产、学、研齐头并进， 
提供的教育项目更是兼顾学术及创新能力的培养，面向未来，成功 
为新国大与地方政府共同吸引和培养人才铺设通道。

其中，“3+1+1”联合培养项目同时将学术能力与行业知识做为课程 
核心。入选该项目的学生在母校完成大学前三年的学习后，在第四年 
到研究院进行为期一年的课程，为进一步有机会进入新国大继续硕士 
阶段学习做好充分的准备。

“3+1+1”联合培养项目于2016年在新国大苏州研究院启动，2022年 
延伸至新国大重庆研究院，由新国大位于中国的研究院、新国大相关 
院系以及中国合作院校三方共同打造。迄今，该项目的毕业生在学界 
和业界都陆续交出了亮眼的成绩单。

以下的分享来自已经毕业和正在就读中的“3+1+1”项目的学生们。 
参加项目的经历不但塑造了他们的学术和职业发展，更拓展了他们 
的人生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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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望彼岸  扬帆启航 
新国大重庆研究院在经过了一年的精心筹备后，于2022年9月开学季	
正式迎来了首届	“3+1+1”	计算机工程专业的48名学生。

姜振翔正是就读于新国
大重庆研究院的首批48
名学生中的一员。

在年初参加了	“3+1+1”	
联合培养项目的宣讲会	
和对新国大全方位的了
解后，来自四川大学计算
机学院的的姜振翔确信	
新国大重庆研究院新
设立的计算机工程专
业“3+1+1”	项目不但能
帮助他提升计算机工程	
相关的技能技术，同时	
也能丰富他创新创业的	
知识。

姜振翔和小伙伴们在两年前联合创立了一间智能云打印公司，主要提供	
云服务器开发和服务。两年的创业经历使他意识到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丰富
的实践经验同等地重要。“	我相信‘3+1+1’联合培养项目优质的教育资源
和新国大完善的创业创新平台，能同时帮助我和我的同学们实现求学和创
业的梦想。”	姜振翔表示。

“3+1+1”项目不但是中国境内大学与新国大之间的合作结晶，也为像姜
振翔一样有求学和创业需求的学生们提供了赢在起跑线的宝贵机会。

踔厉奋发  笃行不怠
2018年，	罗智垚从西北工业大学进入	
新国大苏州研究院就读	“3+1+1”	联合	
培养项目机械工程专业。顺利完成新国大
硕士课程后，被牛津大学工程科学学院录
取继续攻读计算机专业博士学位。罗智垚
表示：	“新国大苏州研究院拥有多元化的
社群，同学们都很优秀。一年里，我们互相
学习，努力求知，获益匪浅。”	

在新国大机械工程系导师Guillaume	
Sartoretti教授的指导下，罗智垚学习期间

姜振翔（右），新国大重庆研究院首届“3+1+1”联合培养项目学生，
同时也是一间提供云服务器开发和服务的智能云打印公司的联合
创始人。

罗智垚曾是新国大苏州研究院“	3+1+1”	联合培养项目机械工程专
业的学生，现在牛津大学工程科学学院攻读计算机专业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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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探索、不断积淀，对计算机专业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带着对编程的热爱，
在硕士课程结束时，罗智垚不仅以优异的成绩毕业，而且还在顶级机器人和
计算机工程杂志之一《IEEE机器人与自动化通讯》上发表了论文。

除了学术成就，罗智垚也是一个充满激情的创业者。作为原MeetHive	
Intelligence公司合伙人之一，	他拥有11项发明专利，并带领团队获得2020年
度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金奖，在全国300多支队伍中排名前20。

“新国大苏州研究院和新国大为我提供了广阔的平台来实现目标，这些都
是不可多得的人生经历。”	在谈到自己的未来发展时，罗智垚表示：“搞学术
一直是我的首选。如果有机会，我希望将来能够加入新国大的学术团队。”

留学归来  深耕产业
对于许多学生来说，“3+1+1”联合培养项目不仅仅提供了深造的机会，	
更激发了学习兴趣，启迪思维，培养创新能力，从而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高层次人才。新国大苏州研究院	“3+1+1”项目机械工程专业2020级的学生
杨博翔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就读于四川大学的杨博翔在大二时了解到		
“3+1+1”联合培养项目，大三时递交了项目	
申请。新国大苏州研究院的学习生活比他预想的
更丰富，与教授们的自由交流，不但丰富了知识，
也培养了国际化视野。在本科毕业设计项目的	
选择中，基于材料成型专业的背景，他选择了	
有关金属材料3D打印的课题，并在硕士学习	
中选择继续相关领域的学习和研究。在新加坡	
完成硕士阶段学习后，杨博翔现已回到中国，	
加入并成为了中国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一名	
结构工程师。

“新国大苏州研究院和新国大对于创新和	
应用的重视，为我在机械工程领域的发展打了	

坚实的基础。”杨博翔表示：“在新国大苏州研究院和新国大的学习让我有	
机会成为华为这样的全球企业的一员。”	

新国大苏研院“	3+1+1”项目机械工程专业2020级的学生	
杨博翔（后排，左三）完成硕士学习后回到中国，成了中国	
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的一名结构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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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存高远  逐梦狮城 
完成新国大硕士阶段学习后，有像杨博翔	
这样选择回国发展的，也有像王阳一样选择	
留在新加坡开启职业生涯的。

新国大苏州研究院“3+1+1”电机与计算机工程
专业2019级的王阳目前在美光新加坡担任工艺
集成工程师。学习期间，除了专业知识的学习，
王阳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会议、研讨会、企业参访
等各种实践活动，全面综合的衔接课程帮助他
顺利开始了新国大的硕士课程。

王阳在发现自己的兴趣更多的是集中在技术研发及应用方向，而不是单纯
的学术研究后，决定扎根产业。通过新国大举办的招聘会，王阳成功获得了
好几家单位抛出的橄榄枝。最终选择在美光新加坡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	
潜心于技术研发与创新。

“‘3+1+1’项目提升了我解决问题的能力。”王阳表示：“而这种能力不但重塑
了我的思维，也让我具备了在不断变化的世界应对不确定性的基本技能。”

全新可能  崭新机遇
基于“3+1+1”联合项目的成功举办，新国大近期与天津大学联合推出	
天大-新国大双学位硕士项目。项目学制为两年，学生第一学期在新国大	
学习，之后在天大-新国大福州联合学院学习。

项目融合两校教学科研优势，致力于在化学、物理、化工领域培养面向未来
和行业的全球化人才。除科学研究之外，学生也将在行业实践中获得经验	
丰富的企业导师的指导。

符合毕业条件的学生将获得天大学术型硕士学位与新国大授课型硕士	
学位，优秀毕业生有机会直接录取至福州联合学院全额奖学金博士项目。

项目首批学生将于2023年入学。欲了解更多详情，	
欢迎访问www.tju-nus-fz.org.cn.

/ /   NUSRI  CHINA30

新国大苏研院	
“3+1+1”电机与	
计算机工程专业
2019级的王阳目前
在美光新加坡担任工
艺集成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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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年 从项目启动至����年��月止

����年全年 从项目启动至����年��月止

526 1,789

84 350

电机与计算机工程 机械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食品科学与技术 化学

工业系统工程与管理 物理 环境科学与工程

生物医学工程

计算机工程

电机与计算机工程 机械工程 材料科学与工程 食品科学与技术

化学 工业系统工程与管理物理 环境科学与工程 生物医学工程

生物科学 理学（数学） 化学和生物分子工程商学

“�+�+�”联合培养项目学生录取情况及涉及专业

新国大在华合作研究机构支持下的博士生项目学生录取情况及涉及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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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国大在华合作研究机构致力于科教融汇，积极打造包括 
先进科研实验室、一流教培设施和创业孵化器等设施的 
现代化的运营环境，为杰出的科学家和研究员以及有志的 
企业家们提供了成长的温床，提升科研、合作技能的同时， 
也在技术、创新上不断突破。

展望未来，新国大在华合作研究机构将进一步扩大其足迹 
和影响，砥砺前行。

精益求精
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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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大-新国大福州 
联合学院新校区启动
2022年9月20日，天大-新国大福州联合学院在福州的新校区正式启用，	
400多名学生、教研人员和工作人员参加了首次在新校区举办的开学仪式。

开学仪式形式多样，活动的第一部分在福州校区举行，在天大和新国大	
两个分会场现场直播。与会者通过视频线上参观新校区。新国大常务副校长	
陈祖瀚教授、天大常务副校长胡文平教授、PI代表和学生代表分别发言。

活动的第二部分是在新国大分会场举行的现场分享会，高年级博士生	
分享了自己在新国大的科研和学习经历，活动在氛围愉快的餐叙中结束。

天大-新国大福州
联合学院新校区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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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国大苏州研究院创新十年回顾
2022年1月6日，新国大苏州研究院十周年庆祝活动顺利举办。活动聚焦研究
院十年发展历程，深入展示中新国际化产学研合作成果，进一步探索和展望	
两国在科教领域的融合发展之路。大会以“创新十年”为主题，邀请到国际前沿
学者、知名企业家等嘉宾从各自专业领域出发，交流新锐思想和观点、共话最
新科研成果、分享创新创业经验。	

活动宣布，新国大苏州研究院生物医学工程创新中心启动。中心将引入、	
整合新国大生物医学工程系的创新团队和优势资源，在数字医学、医疗	
设备等领域进行科技创新及产业化工作，助力苏州工业园区生物医药	
产业的发展。

生物医学工程创新中心的启动标志着新国大苏州研究院在国际合作、协同
创新、人才交流、学生培养、知识共享等方面为中新两国学术、文化合作起到
了良好的桥梁作用。

新国大重庆研究院喜迁新居
新国大重庆研究院坐落于重庆两江新区互联网产业园二期，大楼共有8层，
基础设施完备，为员工和学生提供了良好的工作和学习条件。7100平方米	
的总面积和完善的功能设施满足了会议、培训、研讨、办公等多方面需求。	
更有宽敞舒适的孵化场地，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初创公司提供了灵活的
办公空间。

目前，研究院新大楼近40%的面积用于其四个研究中心：先进制造与材料	
中心、智能传感与人工智能中心、现代物流中心、金融与金融风险管理中心。
研发人员在配置先进的专业实验室里协同合作，开展原创性研究。	

新国大苏州研究院	
举办建院十周年	
庆祝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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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新国大重庆研究院将最终落户于重庆两江协同创新区——	
一个集聚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的新区。其15000平方米的大楼已破土，	
计划于2024年底建成。

网站建设 助力支撑
新国大在努力扩大其在华合作研究机构影响力的同时，也通过网站建设以
确保信息的及时发布和传递。新国大就其在华合作研究机构特设的项目	
办公室于2022年1月正式启动网站建设，针对公众,行业和学术合作伙伴等，
发布有关新国大在华合作研究机构及其产、学、研领域发展的全面信息。

欢迎访问网站	nusrichina.nus.edu.sg

新国大重庆研究院
位于互联网产业园
二期的大楼，共8层，	
7100平方米。

http://nusrichina.nus.edu.sg


  /   NUSRI  CHINA  / /2 0 2 2  年 度 报 告

新国大就其在华合作研究 
机构特设的项目办公室 
位于新国大行政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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