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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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山东交通学院 
发挥行业优势主动服务新旧动能转换 

 

为深入贯彻落实山东省关于推进新旧动能转换相关文件精

神，提升学校服务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的能力和水平，山东

交通学院发挥交通人才培养与科研优势，不断创新发展方式，

加速内涵提升，积极推进科教融合，深化产教融合，努力为新

旧动能转换提供人才支撑和科技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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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学科专业结构  实施订单式交通人才培养 

学校作为交通特色鲜明的应用型大学，坚持以培养应用型

人才为目标，坚持立足山东，服务交通的办学方针，大力发展

公路、水路、航空、轨道等专业集群，形成了综合交通运输专

业人才培养体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全面实施应用型人才培

养模式改革，主动服务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学校出台《专

业优化调整工作方案》，通过优化专业结构布局，强化办学优势

特色，提升专业核心竞争力；加强“新工科”专业建设研究，

立项教学改革研究重大项目，对接“十强产业、人工智能+”试

点专业，在新旧动能转换背景下，探索与实践传统专业的升级

改造，推动工科专业之间、工科与其他学科专业的交叉融合，

提升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设立人工智能学院，增设数据科学

与大数据技术、机器人工程、轨道交通电气与控制等专业，加

强对人工智能类专业的投入，培养新兴优势学科。2018 年，轮

机工程专业群获批山东省教育服务新旧动能转换专业对接产业

项目立项。学校着力培养交通事业有成长力、有国际视野的高

级应用型专门人才，学校与中交一公局、中交三航局、黄河路

桥等大型企业联合开展订单班人才培养。实习期间，企业采用

导师制进行一对一指导；相关学院选派教师带队实习并到现场

调研；全体学员全身心投入，全过程参与，全方位体验，全环

节实操，以实现跟企业无缝对接。订单班培养的 115 名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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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成长为京沪高铁、济青高速改扩建、鲁南高铁等国家和省

重点工程项目的生力军，为我省和国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做出

了积极的贡献。 

加强校地协同创新  建设新型研发机构 

学校加强协同创新，推进产教深度融合，助推产业发展，

积极协同“政产学研金服用”单位共同参与，主动服务区域社

会经济与行业发展。学校与威海市南海新区共建科研平台——

海洋信息技术研究院，引进航运业“国家千人计划专家”担任

院长，将在威海市南海新区形成 15-20 人的常态化研究团队。

研究院建设工作已经被列为省海洋局、威海市南海新区及我校

的重点推进项目。学校与临沂市共建科研平台——临沂研究院，

并签署了《山东交通学院—临沂市人民政府全面战略合作协

议》。依托临沂研究院，双方创新性开展工作，着力推进合作进

程，在研究平台共建、科技成果转化、新型技术研发、服务区

域经济、构建专家智库、人才引进培养等六大领域不断增加合

作层次、拓宽合作领域、创新合作模式，在构建新形势下的校

地合作新范式上走出了一条特色之路，实现了深度合作、互利

共赢。学校以海洋信息技术研究院和临沂研究院两个新型研发

机构建设为抓手，主动探索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工作，在职称评

聘、人员聘任、资金使用、成果转化、资金引入、知识产权作

价参股等多方面给予研究院更大自主权，充分释放创新活力,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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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高校科技体制改革做出有意义的探索。 

研发交通行业拳头产品  推动社会服务能力提升 

今年 10月，“智•交通”众创空间群——轨道交通专业众创

空间首批 6 个项目孵化完成。轨道交通专业众创空间研发项目

组致力于围绕轨道、货场在施工、养护、运营和改扩建过程中

的难点问题开展具有针对性、创新性和实用性的研究，产品和

服务进一步贴近客户需求，并提供了一系列安全、经济、可靠

的解决方案。众创空间自成立以来，已经申请获批专利 7 项，

进入实审发明专利 1 项。部分研究项目已形成产品并在济南铁

路局试用。该设备现为国内牵引吨位最大，并具备自动除雪消

冰、自动矫正行驶轨迹和全方位视频监控等先进技术的公铁两

用车，提高了我校在轨道交通技术研发领域的知名度与影响力。

2018 年，山东交通科技园发展有限公司入选省级科技企业孵化

器名录。学校无影山校区逐步形成一条由众创空间、孵化器、

加速器、产业园区组成的全链条创新服务体系，“一园两院三站

四中心多空间”格局已经形成，正逐步建立起“内部发现、外

部引入、协同培育、接力孵化、全程助推”的全新创业模式，

推动学校提升社会服务。 

引育高端人才队伍  提供智力支撑 

学校发挥学科特色优势，以学科和科研需求为导向，加强

学科领军人才团队和教师学术梯队建设，在加大高端人才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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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的同时，积极推进校内“1251”人才培育工程实施。2018

年，学校全职引进学术带头人 4 人。全职引进“新能源车辆及

智能控制”创新团队，充实了我校交通类专业队伍。该团队围

绕新能源、电动车辆、轨道车辆的核心关键控制技术开展工作。

通过 3-4 年的努力，使学校车辆工程、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等

学科达到省内一流水平。新增特聘教授 6 人，其中 3 人分别特

聘为学校道路安全、应急与减灾技术研究中心海外主任、海洋

信息技术研究院和公路科学研究院院长。学校还借助山东省推

行产业教授选聘工作的东风，积极开展产业教授选聘工作，选

聘产业教授 20人，大力助推校企、科教联合培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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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各高等学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