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设思路与总体目标 

建设现状：（简述学科的建设基础。1000 字左右） 

济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于 1948年设立，已成为山东省“十

三五”重点建设学科、山东省首批立项建设一流学科和国家一流专业

建设单位，也是国家特色专业和山东省一流专业，列入国家卓越工程

师计划，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通过工程教育认证，2019年获批山东省

首批高峰学科立项建设, 现有一级学科博士点和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学科排名省属高校并列首位。 

现有专任教师 127人，全部拥有博士学位，其中教授 44人、副教

授 42人。聘外籍教授 2人，其中 1人为美中印希四国工程院院士；有

国家杰青等国家级人才 4 人、泰山学者攀登计划 1 人、泰山学者等省

级人才 5 人、国务院特贴 4 人、国家及省突出贡献专家 7 人。现有科

睿唯安高被引科学家 2人。 

2016年以来本学科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1项、山东省科技进

步一等奖 1项；主持国家级项目 93项，其中国家 863计划、国家自然

基金重点项目、引智基地“111”计划各 1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13 项；主持省部级项目 80 余项；科研项目总经费约 1.5 亿元；发表

SCI/EI 收录论文 1200 余篇，授权发明专利 600 余项。源于行业优势

和学科特色，社会服务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2004 年建立济大-齐银

特种水泥工程材料技术研究中心，2011年“硫铝酸钡（锶）钙基特种

水泥的制备技术及海工工程应用”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2016年“水

泥基压电复合监测材料与器件成套制备技术及在混凝土工程应用”获

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在新材料领域的社会服务也取得了很大进步，

近期与企业签订合同额过千万元的横向项目 3 项，建立多个校企联合

技术研究中心。 

依托“引智基地-111计划”平台，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与金砖国家科技和创新框架计划合作研究项目，与慕尼黑工业大学成



 

立建筑材料与化学国际联合实验室，该实验室是德方建校以来建筑化

学部第一个国际联合实验室。还与波兰克拉克夫理工大学和澳大利亚

科廷大学等的相关团队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从“十一五”至今，

省一流学科和高峰学科的建设使得本学科得到长足的发展，已经跻身

国内发展前列。 

学科方向互补促进传统材料与新材料协同发展：本学科坚持传统

材料与新材料并重，发展优势突出，保持建筑材料优势，发扬水泥与

水泥基复合材料特色，创新新材料发展。学科设有绿色建筑材料、玻

璃智能制造、光电功能材料、新能源材料及纳米材料五个方向，学科

方向互补，相互促进，发展优势突出。在大力发展先进建筑材料的基

础上，利用新材料方向的基础研究优势推进提升绿色建材方向发展，

发现绿色制造过程中的新概念、新理论，目前水泥基材料的纳米改性

已获得突破。 

人才培养特色与竞争力：本硕博人才培养体系完备，符合人才发

展需求。完善的育人机制有助于创新能力培养，增强工程实践能力。

研究生选题结合基础研究，理论成果突出，研究生近三年在德国应用

化学、先进材料等顶级期刊发表 30多篇研究论文，研究生生均专利文

章成果数与“985”高校同类学科相近，有 50%研究生的课题直接来自

横向项目。近几年本科生的研究生升学率 50%左右。“思政课程”与

“课程思政”协同育人，引领学生认知材料学科在国民经济发展中的

基础性前沿性创新性作用，坚定专业信心，立志科技强国信念。 

建设思路：（建设高水平学科（“高峰”或“优势特色”）的主要建设思路。

1000字左右） 

以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建设成为国家一流学科为总体目标，通过

5年的建设期，引进和培养高水平学术人才，培养拔尖创新团队，建

设高水平科研平台，全面提升科学研究水平；对接山东省八大战略中

的“新旧动能转换”、“乡村振兴”、“海洋强省”和“军民融合”



 

战略，结合十强产业需求，服务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促进科技成

果为社会服务。 

（一）凝练学科方向 

    坚持先进建筑材料的鲜明特色，注重材料科学与工程并重的原则，

重点建设绿色建筑材料、玻璃智能制造、光电功能材料、新能源材料、

纳米材料 5个学科方向，以先进建筑材料为优势，以无机非金属材料

为重点，借助新材料方向的基础研究实力，加强建筑材料绿色制造过

程的研究，加强基础研究实力，强化应用支撑，打造一流学科建设的

高地。 

(二）建设一流师资队伍  

围绕学科主要研究方向，积极引进培育高层次人才和团队，五年

后专任教师达到 200人,多途径、多方式引育 1-3位工程院或科学院院

士或国外院士、5-8位国家级高层次人才，10位以上的泰山学者等省

级人才,每年引进教师总数在 15人左右。强化内部培养，协助骨干教

师申报各种人才支持计划，造就一批活跃在国际学术前沿、满足国家

和我省重大战略需求、年龄和职称结构合理、创新能力突出的优秀人

才。拓宽高水平人才引入渠道，吸纳海内外专家兼职任教或担任客座

教授，聘请企业和研究院所技术骨干担任学业导师，建设全方位、开

放式人才培养格局，实现前沿和应用的紧密对接。 

（三）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借力先前省一流学科和高峰学科建设的成果，促进专业建设与发

展；建立学科、科研、教学互动机制，把学科发展最新成果转化为教

学资源。通过构建研教结合、产学互动的创新型人才培养模式，着力

培养富有科学精神、创新意识、创造能力和国际视野的复合型优秀人

才。保持传统工科特色，强化“知识教育、工程实践、科学研究”的

培养链, 广泛开展大学生“挑战杯”及创新创业活动。积极开展研究

生国际合作培养，大幅提高交换或合作培养研究生校生人数，优化外



 

籍研究生招生来源, 提高培养质量，提升教师英文水平，完善英语教

学环境。 

（四）提升科学创新能力 

发挥学科优势，打造学科特色，获得 2-3项国家自然基金重点、

重大军工、国际合作等标志性项目，获得省部级科技奖励一等奖 2-3

项及国家级科技奖励 1项以上。研究论文强调原创及影响力，专利注

重转化，对接区域经济。对接山东省八大战略中的“新旧动能转换”、

“乡村振兴”、“海洋强省”和“军民融合”战略，在科学研究中注

重成果的转化与落地，新增 5-10项成果转化落地。 

（五）交流与合作 

与国内外知名院校建立深度合作关系，如武汉理工大学、华南理

工大学，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澳大利亚卧龙岗大学、日本产业技术

综合研究所等，共同开展科学研究、教师互派兼职或达成学生互访交

换学习协议，做到师资和科学研究的国际化，建立联合实验室 1-2个，

共同申报国家间重大合作研发项目 1-2个。加强学科间和团队间的交

流，使国际交流合作常态化。加强产学研合作，推动重大成果转化，

服务地方经济。 

建设目标：（学科未来五年建设目标，包括总体目标和年度目标两部分。既要

有定性目标，也要有定量目标；既要有学科建设水平的总体目标，又要有核心指

标的分项目标，分项目标要与后续建设任务目标相统一；既要有五年期建设总体

目标，又要有分年度目标。1000 字左右） 

第一部分：总体目标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重大需求，贴近行业与地方经济发

展，实施山东省高峰学科计划和济南大学学科高地计划，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提升科学研究水平，建成具有建材特色的国家材料领域人才

培养和科技创新的重要基地；对标武汉理工大学的材料科学与工程学

科，学科整体达到国家 A类水平；获得 1-2项国家级科技奖励。 



 

第二部分：分年度目标 

1.平台建设目标：  

（1）强化省部共建实验室、学科创新引智基地等 16 个国家和省

级教学科研平台建设。 

（2）力争新增 1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 

（3）争取获得 2-3个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中心。 

2.人才培养目标： 

保持学生培养规模，注重内涵建设，提高培养质量，打造一个具

有以建筑材料为显著特色的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人才培养基地。 

（1）本科生招生规模维持在 550-600 人/年，班级人数从目前的

40 人缩减至 32 人以下，全面实现小班教学；硕士研究生招生人数维

持在 120人/年；2025年博士研究生在校生扩充至 80人，学科竞赛获

国家奖比例达到 20%。 

（2）本科生升学率超过 55%、研究生升学率超过 60%，本科生及

研究生就业率超过 95%。其中考取硕士研究生的学生中进入一流大学

的学生比例超过升学人数的 20%，高质量就业人数 30%。 

（3）本科或研究生教学获得高水平教学成果奖 2项以上。 

（4）获得 1-2个“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奖。 

3.师资建设目标：开展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通过国内外高水平

高校人才引进、自身培养等方式提升师资队伍数量和质量，形成一支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建筑材料研究队伍； 

（1）多方式、多途径引育 10 人左右国家级人才和山东省泰山学

者人才计划专家； 

（2）柔性引进创新团队 2-4个，引进兼职教授、客座教授 10-20

人。 

（3）强化 10-15个教学团队建设，派出 15-25位教师到国内外合

作科研院所交流学习。 



 

（4）师资队伍人数达到 200人左右。 

4.科学研究目标： 

注重原始创新，深入开展基础和应用基础前沿科学问题研究。强

化协同创新，攻克一批关键技术。 

（1）力争国家级科技奖励 1-2项，省部级奖 2-3项。 

（2）每年获得国家级及省部级项目 20项以上，横向项目 20项以

上。 

5.社会服务目标： 

瞄准国家和行业重大需求，服务山东省新旧动能转化战略，建立

创新体制机制，加快成果转化与孵化，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创造

显著社会经济效益。 

（1）新建产学研基地 15个以上； 

（2）新增 5-10 项重要成果转化落地，有 3-5 个团队科研成果转

化水平处于国内同类学科前列。 

6.国际交流与合作 

（1）新建联合实验室 1-2个，共同申报重大合作项目 1-2项。 

（2）开展本科/研究生联合培养项目 1-2 个，招收优秀留学生

20-40人。 

（3）举办/承办国际学术会议 2-3次； 

（4）强化培养质量，产出高水平成果 3-6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