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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综合改革—高校服务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四） 

 

 

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汇聚科教资源优势，在新

旧动能加速转换的关键期，加快科教融合进度，加大人才、科

技供给力度，助推我省新旧动能转换提挡加速。 

一、建立“四位一体”推进机制 

学校将服务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作为重要政治任务，通



 

 
— 2 — 

过规划引领、专班推进、基金支持、体系保障等四大举措，构建

形成“四位一体”的推进落实机制，确保教育、科技资源凝聚

合力，协同助力动能转换。 

规划引领：2018 年 3 月率先出台《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

科学院）关于服务山东省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的实施意见》，

受到省委主要领导关注，以省委《参阅件》形式向全省发布。专

班推进：2018 年 5 月成立服务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建设工作

领导小组及推进办公室，开展统筹规划、政策研究和综合协调

工作，确保服务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有序开展。基金支持：设

立“服务山东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专项基金”，建立健全激励

机制和支持政策，调动科研人员创新积极性。体系保障：2018 年

7 月出台《建立服务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建设协调推进体系工

作方案》，构建“5 个 1”工作推进体系：每项重点工程由 1 名

专责领导牵头，1 个专组推进，1 个专项规划引领，1 项专门经

费保障，力争产生一批重大成果。 

二、落实五项举措，实现精准对接 

（一）实施“十强”产业关键共性技术攻关计划。围绕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率先在省内成立人工智能研究院，建

成医学人工智能重点实验室、人工智能技术创新中心。建设

E 级计算应用生态环境，开展光纤传感器与安全物联网成果

转化，区块链和抗量子格密码关键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围绕

高端装备产业，建设高端装备制造创新平台，建设基于光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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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网络的交通安全监控预警物联网。围绕新能源新材料

产业，建设“生物基材料与绿色造纸”国家重点实验室，推

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实施高比能清洁能源材料基因组系统

集成及重点耗能产业转型升级节能减排关键技术研究示范

工程，实现节能减排关键技术及装备的产业化。建设省高强

度玻璃关键技术重点实验室，在超强玻璃形成能力的金属有

机骨架材料研究方面取得重要进展。围绕现代海洋产业，建

立“海洋监测+大数据”服务平台、国家海洋监测设备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建设基于海底网的海洋牧场智能监测网。围绕

医养健康产业，建设山东健康医疗大数据平台、基因大数据

中心、数字经济科研与服务平台等 30 余个新型科研创新平

台，加大技术攻关与项目推广力度。 

（二）实施新工科优先发展计划。以一流学科建设行动计

划为统领，实施新工科优先发展计划，重点培育建设大数据

科学与技术、机器人工程、金属材料工程、海洋科学与技术等

新工科专业以及智能制造、新材料、清洁能源、云计算等新

产业相关的学科专业。争取到 2030 年，学科建设水平达到国

内同类高校前列，形成支撑我省工业领域新旧动能转换的新

引擎。 

（三）实施一流人才培养质量提升计划。在德融课堂基础

上，加大科学素养和创新创业教育，积极探索科融课堂、创

融课堂。新建三个科教融合学院，设立“齐鲁英才学堂”，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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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2+2”“3+1”两段式培养，打造“产学研用”一体化、全

链条的人才培养模式。引进国外高水平大学的优质教育资源，

设立国际研究生院，首期遴选 47 名中外研究生开展博士研

究。 

（四）实施“3151”高层次人才引领计划。大力推进“齐

鲁科教英才工程”，重点面向新旧动能转换领域，三年内培育

引进 100 名高端人才，5 年内引进 1000 名优秀博士，引进一

批活跃在国际学术前沿和产业高端、能够突破关键技术的高

层次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发挥高校人才蓄水池的作用。 

（五）加快智库建设和科技成果转化。整合省科技发展战

略研究所等研究平台，成立战略咨询院，围绕新旧动能转换、

产业转型升级等重点领域，开展全局性、前瞻性重大课题研

究，为政府、企业提供高水平研究咨询服务，打造成为山东

省政策研究和决策服务高端智库。设立科技成果转化基金 17

支，广泛开展国际、校地、校企多维度、多领域科技合作，

与国内外知名高校、中科院等知名院所联合设立各类新型研

发机构，助力新旧动能转换。 

三、服务新旧动能转换成效初现 

关键共性基础研发取得突破。研究出软件定义网络丢包

率测量方法和基于软件定义网络的视频内容并行分发方法，

成果刊登于国际顶级期刊；研发的“速生阔叶材制浆造纸过

程酶催化关键技术”，累计实现新增销售额 130 多亿元；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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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的窄线宽光纤激光器实现技术突破，打破了国外垄断；研

发的世界首辆镁合金轻量化电动客车首次下线，攻克了制约

电动汽车发展的关键共性技术问题；通过国际合作建立世界

上首套全光纤本质安全型煤矿综合监测监控系统与尾矿库

坝光纤综合安全监测系统，成为国际科技的“领跑者”；“赖

氨酸绿色设计平台及示范线建设项目”获批工信部 2018 年

绿色制造专项项目。获国家海洋局 2017 年度海洋工程科学

技术奖一等奖 1 项，省技术发明一等奖 1 项，省科学技术进

步奖一等奖 3 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公示中）。 

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取得突破。化学、工程学、材料科学

进入 ESI 排名全球前 1%，新增省培育建设一流学科 1 个。获教

育部首批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立项，省级教学成果奖特等

奖 1 项，一等奖 4 项。接连获“创青春”“互联网+”等全国大赛

金奖，大学生就业率、创业率以及科技创新获奖等次数量均居

省属高校前列。 

社会服务与科技成果转化取得突破。与 11 个地方政府、

800 多家企业建立合作关系，派出 15 人挂职县区科技副职，

全年科技成果转化收入合同额近亿元，培育科技成果产业化

企业 8 家；与地方政府、企业联合共建科技企业孵化器，孵

化培育的 2 家公司挂牌上市。获中国专利优秀奖 1 项，省专

利一等奖 1 项，学校当选中国高校技术转移联盟理事单位，

技术转移中心成为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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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次人才引育取得突破。引进、培育中国工程院院士、

千人计划、万人计划等省级以上高层次人才 46 人，优秀博士

138 人，入选科技部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人才蓄水池作

用初步显现，为新旧动能转换提供了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学校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扎根中国大地办大

学”的指示精神，将服务山东作为推进一流大学建设的重要

内容，充分发挥科研、教育机构遍及齐鲁大地的辐射优势，

充分创造科技、教育资源深度融合的溢出效应，紧紧抓住新

旧动能转换这个“牛鼻子”，把科教融合产生的新动能源源不

断地注入山东经济社会发展主脉络，为我省实现“两个走在

前列、一个全面开创”目标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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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各高等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