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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学科现状 

1-1 学科发展现状简介 

（简要叙述学科研究方向，国际、国内研究进展等，限 500 字。） 

材料科学的发展已经成为当代社会物质文明进步的根本性支撑之一，是国民经济、国防及

其它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材料是当前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的基础和核心，是

国防工业和航空航天事业发展的关键，是提高人民安全和生活质量的要素之一，是影响人类生

产生活方式的主要方面。有机高分子材料是研究有机高分子材料的组成与结构、制备与加工、

材料性质及使用性能诸要素和它们之间相互关系的科学，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综合性学科。高

分子材料的发展体现了交叉学科发展的脉络，特别是与化学的交叉与融合。 

 尽管我国的材料科学发展迅速，但我国材料科学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较差距还较大。整体

而言，我国材料科学研究的国际地位与我国材料产业规模还不相称。基础研究成果创新性较弱，

论文成果量高质低，原创性成果不多，国际学术影响处于中等水平，前沿团队和领军人物少。

对国家高技术和国民经济关键科学问题关注不够，与国家亟待解决的科学技术问题之间有所脱

节。对传统科学问题的关注不够，对新的科学问题研究不够深入。材料科学从种类可以分为金

属材料、无机非金属和有机高分子材料学三大类。当前国内外材料研究的发展趋势有以下几个

特点，（1）注重多学科的交叉与综合；（2）发展材料合成、制备与表征科学新技术；（3）多层

次、跨尺度的多级耦合发展；（4）全寿命成本约束；（5）结构功能一体化。 

 

 

1-2 学科团队成员情况（各学科间人员不得重复，并按学科方向填写） 

 姓名 出生年月 学科方向 专业技术职务 学位 专家最高荣誉称谓 

带头人 李志波 1974-07 高分子材料 教授 博士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泰山学者领军人才 

成员 赵英杰 1982-10 高分子材料 教授 博士 中组部青年千人 

 张建明 1973-03 高分子物理 教授 博士 
泰山学者海外特聘专家 

山东省杰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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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咏欣 1976-11 高分子加工 教授 博士 泰山学者海外特聘专家 

 丁乃秀 1975-08 
材料加工工

程 
教授 博士 

山东省有突出贡献中青

年专家 

 姜鲁华 1974-11 能源材料 研究员 博士 中科院百人计划 

 郝春成 1968-06 纳米电介质 教授 博士 省专业技术拔尖人才 

 闫业海 1973-01 高分子材料 教授 博士 泰山学者海外特聘专家 

 贺爱华 1973-07 高分子材料 教授 博士 
泰山学者特聘专家 

山东省杰青 

 刘绍峰 1984-08 高分子化学 教授 博士 青年泰山学者 

 孙静 1980-04 高分子材料 教授 博士 泰山学者海外特聘专家 

1-3 现有学科平台情况（限填校级以上平台） 

平台名称 批准部门 批准时间 

轮胎先进装备与关键材料国家工程实验室 国家发改委 2011 

国家橡胶与轮胎工程技术中心 科技部 2009 

橡塑材料与工程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教育部 2003 

高性能聚合物教育部工程技术中心 教育部 2007 

山东省高校纳米材料工程技术重点实验室 山东省教育厅 2011 

山东省绿色轮胎协同创新中心 山东省教育厅 2013 

山东省纳米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山东省科技厅 1994 

1-4 已取得的标志性成果（限填 10项近五年标志性成果） 

成果名称 时间 署名情况 

山东省教育厅自然科学三等奖 

橡胶与骨架材料粘合性能的动态疲劳演变及机理研究 
2015 

史新妍(1/3) 

青岛科技大学 

山东省高校自然科学类二等奖 

微观分散相可控橡胶纳米复合材料 
2013 

王庆国(1/6) 

青岛科技大学 

山东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2012 林润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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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耐油性羧基丁腈橡胶技术开发研究 青岛科技大学 

山东省自然科学奖三等奖 

磁性氧化铁基纳米材料制备、结构及性能研究 
2011 

陈克正（1） 

青岛科技大学 

山东省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系列半导体准一维纳米材料的合成、机理及物性研究 
2012 

李镇江（1） 

青岛科技大学 

李桂村（2） 

山东高等学校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 

在新型碳纳米材料生长和甲醇阳极氧化过程中纳米金

属粒子与碳纳米材料的相互作用 

2012 
董立峰（1） 

青岛科技大学 

山东高等学校优秀科研成果奖一等奖 

高效金属纳米催化剂的制备及对氯代芳香烃催化性能

研究 

2013 
刘漫红（1） 

青岛科技大学 

中国发明协会金奖 

反式-1,4-聚二烯烃复合橡胶及其制备方法 
2014 

贺爱华（1） 

青岛科技大学 

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废旧特种工程轮胎高值化再制造成套技术装备与应用 
2011 

丁乃秀（1） 

青岛科技大学 

山东省自然科学二等奖 

高分子多层次结构解析与调控 
2016 

张建明（1） 

青岛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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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建设目标 

2-1 基本建设目标 

通过十三五期间的“双一流”学科建设，将青岛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建

成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科研创新基地，成为我省高端人才集聚地、科技研创发源地、

创新成果转化中心以及青年杰出人才培育基地。 

1. 组建一批高水平学术团队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是青岛科技大学优势突出、特色鲜明的学科，也是山东省和

国家优势特色学科，特别在橡胶科学与工程领域，斐声海内外，被称为橡胶界的“黄

埔军校”。现已成为泰山学者优势特色学科人才团队支持计划的学科，且 ESI 学科排

名持续多年稳定在前 1%（2015-2016 年度均值为 0.8%）。现有中国工程院院士 1 名，

青年千人计划人才 1 名，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

者 1名，山东省泰山学者特聘教授 8人。经过 5年建设，拟在下列研究领域形成一批

有高水平专家领衔的一流科研团队： 

（1）多相纳米材料及应用 

纳米陶瓷与复合材料的可控制备与性能调控，纳米金属和氧化物的结构控制及其

在多相催化中应用，用于材料表面改性和界面工程的新型纳米材料制备与应用，有机

-无机纳米复合材料的可控制备。 

（2）高性能高分子材料制备与应用 

主要设计开发高性能高分子介电材料，生物医用高分子材料，发展新的改性技术

与手段实现通用聚合物高性能化，废旧高分子材料的再生与资源化再利用等。 

（3）先进合成技术与高性能催化剂 

新型高分子材料的设计、合成、结构与性能表征，新型高效催化体系的构筑，新

型碳材料及其在高分子材料中的应用，新型高分子助剂制备与应用。 

（4）先进加工成型技术与性能优化 

橡塑材料先进混配与成型加工技术，聚合物在新型橡塑加工设备中的流变行为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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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高性能绿色轮胎开发与资源优化，橡塑纳米复合材料制备、结构与性能优化等。 

（5）功能高分子材料的制备与应用 

功能及特种高分子材料的制备，功能超分子体系及刺激响应行为，材料科学计算

与经济优化，安全与环境功能材料。可降解功能高分子合成与结构表征。 

本学科按照“学科+领军人才+团队”的模式，形成多个由国家级高层次专家领衔

的学术团队。采用国内外引进和现有中青年教师培育相结合，充实提高已有学术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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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结构合理、创新

能力突出的杰出人才队伍。 

2.构建一批高水平创新平台 

高性能材料、功能材料、通用材料的高性能化、资源再生与循环利用、先进节能

减排新型加工技术，是材料科学与工程领域的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重大和中心研

究课题，这些研究将从供给侧有力提高我国原始创新能力和服务国家决策，对引领国

家材料科学与工程的战略发展，特别是对山东省的相关经济发展和服务，均具有重大

的推动作用。目前，依托本学科及与相关大型企业联合，已建有轮胎先进装备与关键

材料国家工程实验室、国家橡胶与轮胎工程技术中心、橡塑材料与工程教育部重点实

验室、高性能聚合物教育部工程技术中心、山东省绿色轮胎协同创新中心、山东省纳

米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山东省纳米材料工程技术重点实验室、青岛市橡胶产业技

术研究院、青岛市纳米材料行业中心、青岛市纳米技术重点实验室、全国纳米行业检

测中心等若干国家、省部及市级学科平台。 

经过 5年建设，通过强化国家级和省部级学科平台的内涵和服务科技与经济建设

的能力，使之成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影响的高校科技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夯实橡

塑材料与工程教育部/山东省重点实验室、高性能聚合物及成型技术教育部工程技术

中心升格为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的基础，山东省绿色轮胎协同创新中心

成为国家级协同创新中心，提高解决制约我国橡胶工业发展重大科技问题的能力，使

山东由橡胶工业大省向橡胶工业科学与工程强省迈进，橡胶科学与工程国家实验室获

得筹建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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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开展一批高水平科研工作 

近 5年来本学科承担的纵、横向科研项目 600余项，其中国家科技支撑、“973”、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省部级以上项目 158 项，企业委托课题近 500项，经费总额超过

2 亿元。在过去的 5 年里，本学科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110 余项，发表 SCI、EI 收录学

术论文 500余篇，向企业转化科研成果 30余项，获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 8项。 

在省一流学科建设周期内，拟围绕材料科学与工程的学术和技术前沿、国家的战

略目标和我省的创新驱动需求，组织开展一系列前瞻性、创新性和生产力促进性的研

究课题，涌现一批高水平科研成果： 

（1）开展新型纳米材料制备、结构表征与功能性质、高性能介电材料、医用生

物材料，无机与新型碳材料复合聚合物等研究工作，在新型高效催化体系及新型高分

子材料制备，结构与性能表征、新型高分子助剂作用机制、材料科学计算与经济优化

进行创新性理论和实验探索，产出一批原创性学术成果。 

（2）结合我省经济和当今社会发展现状，在橡塑材料混配与成型新技术、绿色

轮胎新技术和废旧橡胶资源化循环利用等方面，与实力雄厚大型企业联合攻关，解决

制约产业发展的应用基础问题，突破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问题，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性

技术成果，推动相关产品升级换代和企业技术进步。 

（3）积极开展新兴与交叉学科研究工作，增强学科发展后劲，在功能及特种高

分子材料的制备、功能超分子体系及刺激响应行为、安全与环境功能材料及可降解功

能高分子等领域，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基础研究工作，在国内外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 

4.引进和培养一批高素质创新人才 

“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学科要发展、争

创一流，必须要有一流的人才队伍。经过 60 余年的积累和努力，青岛科技大学材料

科学与工程学科不断丰富壮大，已经渡过了奠基和创业时期，现正在步入创新发展、

争创国家一流学科时期，这需要一大批有高追求、高素质的创新人才来担当，特别是

要大力培养优秀青年后继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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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历来注重人才队伍的学缘结构、年龄结构、专业结构和研究

方向特色，引进和自身培养并举，不拘一格发现和使用人才。在教学与科研工作中，

注重老中青三结合，传帮带形成风气，青年创新人才成长迅速，许多人已承担国家级

课题和省部级重大课题。 

创造性思维是从发现问题开始的。本学科鼓励跨部门进行人力和资源整合，开展

交叉学科合作与研究，坚持基础研究与应用技术开发并重，努力从学科相关工程技术

中提炼科学问题，针对学科相关生产过程中技术难点寻求突破，在服务地区和行业经

济和技术发展、产学研相结合中，涌现出一批既具有深厚理论知识，又能解决生产实

际问题的双师型中青年人才。 

本学科不断实践用一流的学科建设和高水平的科研成果，促进专业建设与发展。

通过科研教学互动机制，把学科发展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强化学生创新意识、创新

精神、创新创业能力培养，学生教育培养质量不断提高。积极建设优质课程和实践基

地，强化案例教学，大力推进个性化培养，构建研教结合、产学互动的创新型人才培

养模式。本学科培养的各类人才，能够传承“吃苦耐劳、坚韧不拔，朴实无华、甘于

奉献，同心协力、勇承重载”的“橡胶品格”，既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又

富有科学精神、创新意识、创造能力。学科的优势和特色，使培养的学生更适合社会

所需，这些具有国际视野的创新型、应用型、复合型优秀人才，深受社会各界的欢迎。 

 

 

 

 

 

 

 

 

2-2 协议建设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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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20 年，将青岛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建设打造成为我省高端人才集

聚地、科技研创发源地、创新人才供给地，并跻身国家一流学科行列。 

1.形成一批高水平学术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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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龄结构合理、

创新能力突出的杰出人才队伍，通过学科研究方向凝练，形成 5个有院士、国家杰青、

千人计划、泰山学者、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入选者等高水平专家领衔的高水

平学术团队，每个团队有领军人物 1人、核心成员 4-6人、青年骨干 10-12人组成，

在下列方向进行相对独立又交叉合作的创新性研究工作： 

（1）多相纳米材料及应用 

纳米陶瓷与复合材料的可控制备与性能调控，纳米金属和氧化物的结构控制及其

在多相催化中应用，用于材料表面改性和界面工程的新型纳米材料制备与应用，有机

-无机纳米复合材料的可控制备。 

（2）高性能高分子材料制备与应用 

主要设计开发高性能高分子介电材料，生物医用高分子材料，发展新的改性技术

与手段实现通用聚合物高性能化，废旧高分子材料的再生与资源化再利用等。 

（3）先进合成技术与高性能催化剂 

新型高分子材料的设计、合成、结构与性能表征，新型高效催化体系的构筑，新

型碳材料及其在高分子材料中的应用，新型高分子助剂制备与应用。 

（4）先进加工成型技术与性能优化 

橡塑材料先进混配与成型加工技术，聚合物在新型橡塑加工设备中的流变行为与

应用，高性能绿色轮胎开发与资源优化，橡塑纳米复合材料制备、结构与性能优化等。 

（5）功能高分子材料的制备与应用 

功能及特种高分子材料的制备，功能超分子体系及刺激响应行为，材料科学计算

与经济优化，安全与环境功能材料。可降解功能高分子合成与结构表征。 

2.建成一批高水平创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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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已有国家级学科平台的内涵和服务我省乃至国家科技和经济建设的能力，使

之成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影响的高校科技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夯实橡塑材料与工

程教育部和山东省重点实验室、高性能聚合物及成型技术教育部工程技术中心升格为

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的基础。 

实现山东省绿色轮胎协同创新中心成为国家级协同创新中心，提高解决制约我国

橡胶工业发展重大科技问题的能力，使山东由橡胶工业大省向橡胶工业科学与工程强

省迈进。橡胶科学与工程国家实验室筹建获得立项。 

3.产出一批高水平科研成果 

围绕材料科学与工程学术前沿、瞄准国家新材料和先进制造战略目标和我省创新

驱动需求，本学科在材料物理与化学、材料学、材料加工工程等领域组织开展基础研

究；围绕解决制约中国橡胶产业发展的应用基础类创新问题，加强核心技术、关键技

术、前沿技术研究，推动一批重大科学创新、关键技术突破转变为先进生产力。 

在纳米材料制备、结构表征与功能性质，高性能介电材料、医用生物材料，无机

与新型碳材料复合聚合物，新型高效催化体系及新型高分子材料制备、结构与性能表

征，功能及特种高分子材料的制备、功能超分子体系及刺激响应行为，安全与环境功

能材料及可降解功能高分子等领域，形成具有自己特色性的基础研究工作，产出一批

原创性学术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 

发挥学科优势和特色，在橡塑材料混配与成型新技术、绿色轮胎新技术、废旧橡

胶资源化循环利用等方面，与实力雄厚大型企业联合攻关，解决制约产业发展的应用

基础问题，突破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问题，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性技术成果，推动相关

产品升级换代和企业技术进步。 

（1）发表 SCI、EI 论文 500 篇左右，影响因子大于 3 的论文约 200 篇，大于 5

的论文约 70篇，按 JCR分区的 I区论文 50篇左右，II区论文约 100篇。ESI高被引

论文 5篇以上，ESI 前 3%论文 10篇以上。 

（2）自主开发及与企业联合攻关，解决制约产业发展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问题，

申请和获授权科技发明专利 80项以上，实现重大科技成果转化生产力 4-6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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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获得省部、市厅级科学技术二等奖 15 项以上，获得国家级科学技术奖 1-2

项。 

（4）ESI学科排名持续稳定在前 1%，并在目前 0.83%的基础上提升到 0.7%以内。 

4.造就一批高素质创新人才 

进一步优化学科人才队伍的学缘结构、年龄结构、专业结构和研究方向特色，不

拘一格引进、发现、培养和使用人才，尽快承担国家级课题和省部级重大课题，促进

青年创新人才迅速成长。到 2020年，实现： 

（1）新增泰山学者优势特色学科人才团队； 

（2）培养或引进中国科学院或工程院院士 1-2 名，千人计划人才、国家高层次

人才特殊支持计划/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1-2名，山东省泰山学者特聘教授 5

人； 

（3）通过条件创造和自身努力，实现青年教师成长为省杰青、省优青、青年泰

山学者，崂山学者，青年崂山学者等高层次人才 20-30人； 

（4）针对工程学科和产学研特色，培养既具有深厚理论知识，又能解决生产实

际问题的双师型中青年人才，服务地区和行业经济和技术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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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预期建设成果 

2-3-1研究方向或领域拓展预期 

继续保持学科突出优势和鲜明特色，学科建设走在山东省的前列，向国家级一流

学科迈进，形成 5 个有院士、国家杰青、千人计划、泰山学者、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

支持计划入选者等高水平专家领衔的高水平学术团队，每个团队有领军人物 1人、核

心成员 4-6人、青年骨干 10-12人组成，在下列方向进行相对独立又交叉合作的创新

性研究工作： 

（1）多相纳米材料及应用 

纳米陶瓷与复合材料的可控制备与性能调控，纳米金属和氧化物的结构控制及其

在多相催化中应用，用于材料表面改性和界面工程的新型纳米材料制备与应用，有机

-无机纳米复合材料的可控制备。 

（2）高性能高分子材料制备与应用 

主要设计开发高性能高分子介电材料，生物医用高分子材料，发展新的改性技术

与手段实现通用聚合物高性能化，废旧高分子材料的再生与资源化再利用等。 

（3）先进合成技术与高性能催化剂 

新型高分子材料的设计、合成、结构与性能表征，新型高效催化体系的构筑，新

型碳材料及其在高分子材料中的应用，新型高分子助剂制备与应用。 

（4）先进加工成型技术与性能优化 

橡塑材料先进混配与成型加工技术，聚合物在新型橡塑加工设备中的流变行为与

应用，高性能绿色轮胎开发与资源优化，橡塑纳米复合材料制备、结构与性能优化等。 

（5）功能高分子材料的制备与应用 

功能及特种高分子材料的制备，功能超分子体系及刺激响应行为，材料科学计算

与经济优化，安全与环境功能材料。可降解功能高分子合成与结构表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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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团队建设成果 

进一步优化学科人才队伍的学缘结构、年龄结构、专业结构和研究方向特色，不

拘一格引进、发现、培养和使用人才，尽快承担国家级课题和省部级重大课题，促进

青年创新人才迅速成长。到 2020年，实现： 

（1）新增泰山学者优势特色学科人才团队； 

（2）培养或引进中国科学院或工程院院士 1-2 名，千人计划人才、国家高层次

人才特殊支持计划/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1-2名，山东省泰山学者特聘教授 5

人； 

（3）通过条件创造和自身努力，实现青年教师成长为省杰青、省优青、青年泰

山学者，崂山学者，青年崂山学者等高层次人才 20-30人； 

（4）针对工程学科和产学研特色，培养既具有深厚理论知识，又能解决生产实

际问题的双师型中青年人才，服务地区和行业经济和技术发展。 

2-3-3平台建设成果 

（1）强化已有国家级学科平台的内涵和服务我省乃至国家科技和经济建设的能

力，使之成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影响的高校科技创新和产业服务平台。 

（2）夯实橡塑材料与工程教育部和山东省重点实验室、高性能聚合物及成型技

术教育部工程技术中心升格为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中心的基础。 

（3）实现山东省绿色轮胎协同创新中心成为国家级协同创新中心，提高解决制

约我国橡胶工业发展重大科技问题的能力，使山东由橡胶工业大省向橡胶工业科学与

工程强省迈进。 

（4）橡胶科学与工程国家实验室筹建获得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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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4标志性成果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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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出一批高水平科研成果 

围绕材料科学与工程学术前沿、瞄准国家新材料和先进制造战略目标和我省创新

驱动需求，本学科在材料物理与化学、材料学、材料加工工程等领域组织开展基础研

究；围绕解决制约中国橡胶产业发展的应用基础类创新问题，加强核心技术、关键技

术、前沿技术研究，推动一批重大科学创新、关键技术突破转变为先进生产力。 

在纳米材料制备、结构表征与功能性质，高性能介电材料、医用生物材料，无机

与新型碳材料复合聚合物，新型高效催化体系及新型高分子材料制备、结构与性能表

征，功能及特种高分子材料的制备、功能超分子体系及刺激响应行为，安全与环境功

能材料及可降解功能高分子等领域，形成具有自己特色性的基础研究工作，产出一批

原创性学术成果，在国内外学术界占有一席之地。 

发挥学科优势和特色，在橡塑材料混配与成型新技术、绿色轮胎新技术、废旧橡

胶资源化循环利用等方面，与实力雄厚大型企业联合攻关，解决制约产业发展的应用

基础问题，突破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问题，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性技术成果，推动相关

产品升级换代和企业技术进步。 

（1）发表 SCI、EI 论文 500 篇左右，影响因子大于 3 的论文约 200 篇，大于 5

的论文约 70篇，按 JCR分区的 I区论文 50篇左右，II区论文约 100篇。ESI高被引

论文 5篇以上，ESI 前 3%论文 10篇以上。 

（2）自主开发及与企业联合攻关，解决制约产业发展核心技术和关键技术问题，

申请和获授权科技发明专利 80项以上，实现重大科技成果转化生产力 4-6项。 

（3）获得省部、市厅级科学技术二等奖 15 项以上，获得国家级科学技术奖 1-2

项。 

（4）ESI学科排名持续稳定在前 1%，并在目前 0.83%的基础上提升到 0.7%以内。 

说明：建设目标与申报书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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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分年度建设措施 

年度 建设措施 

2016 

1.邀请中科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 5-7 人，国家杰青和长江学者

10-12 人对学科建设和发展进行研究论证，完善特色的学科定位、

主攻方向和人才培养模式。 

2.各团队提出自己特色发展目标和本年度人才引进、科学仪器

设备需求、实验室建设方案、拟进行的学术交流和年度国家级项目

立项草案。 

3.引进不同学缘结构优秀青年博士 10-15 人，其中具有泰山学

者和青年泰山学者竞争力的 3-4 人，落实人才基金，使之尽快开展

工作。 

4.国家级科研项目立项 20 项左右，省部市级科研项目超过 20

项，获得省、市（厅）级以上科技奖励 2-4项，授权发明专利 10-15

项，SCI论文 80-90篇。 

2017 

1.各团队根据自己的特色发展目标，提出本年度人才引进、科

学仪器设备需求、实验室建设方案、拟进行的学术交流和年度国家

级项目立项草案。 

2.加强科研平台建设，引进不同学缘结构优秀青年博士 10-15

人，加大人才基金资助力度，使 3-4 人成长为泰山学者和青年泰山

学者。 

3.国家级科研项目立项 25 项左右，省部市级科研项目超过 25

项，获得省、市（厅）级以上科技奖励 3-5项，授权发明专利 10-15

项，发表 SCI、EI论文 90-100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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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1.优化人才引进、科学仪器设备购置、实验室建设，将资源向

成果突出的团队和个人倾斜，主办全国材料科学与工程等学术会议。 

2.加大优秀青年博士的引进力度和支持力度，争取 1-2 名院士

全职或兼职加入本学科，引进和培养 1-2 名有望成为学科方向带头

人的中青年高端人才。 

3.国家级科研项目立项接近 30项，省部市级和横向科研项目超

过 70项，获授权发明专利 15-20项，SCI论文 100-110篇，学科 ESI

排名持续稳定在前 1%。 

4.获得省、市（厅）级以上科技奖励 4-6 项，培育国家级科技

奖励项目 1-2 项，建设产学研新实践基地 2-3 个，支持青年人成长

为学科团队带头人，省级优质课程和案例教学项目立项 5-7 个，继

续推进研究生创新创业培育。 

5.建成 2-3 个省级及以上基础科学和应用型人才培养平台，加

强知识产权成果的转移、转化，将科技成果转化为经济社会效益和

课程教学资源，校企联合购置大型仪器和设备。 

2019 

1.完成实验室规范化建设，主办全国性高分子学术会议等国内

外会议。评价前几年人才引进和培养成效，有重点和目的地引进优

秀青年博士 12-15 人，继续引进和培养 1-2 名有望成为学科方向带

头人的中青年高端人才。 

2.国家级科研项目立项突破 30项，省部市级和横向科研项目超

过 80项，获授权发明专利 15-20项，SCI论文 100-120篇。 

3.获得省、市（厅）级以上科技奖励 4-6 项，培育国家级科技

奖励项目 1-2 项，建设产学研新实践基地 2-3 个，省级优质课程和

案例教学项目再获立项 3-5个，建设研究生创新创业培育基地。 

4.积极申报国家橡塑材料与工程重点实验室、国家级双创中心。

加强校企合作，推动 2-3 项关键生产技术突破，实现重大科研成果

转化 2项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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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1.建立满足学科高水平持续发展所需要的完备科学仪器设备平

台，实验室管理和运作规范化，学科建设走在全省前列，具备国家

一流学科水平，并积极申报国家一流学科。获得橡胶科学与工程国

家实验室筹建立项。人才引进、培养，仪器设备补充向学科内优势

特色的二级学科倾斜。 

2.引进和培养 2-3 名可成为学科方向带头人的中青年高端人

才，实现学科带头人的新老交替，获国家杰青、优青、省杰青和泰

山学者总人数达到 20人，增强学科发展后劲。 

3.国家级科研项目立项突破 40项，省部市级和横向科研项目超

过 100项，获授权发明专利 20-25项，发表高质量 SCI论文 110-130

篇，获国家级科技奖励项目 1-2 项，将产学研实践基地（2-3 个）

和研究生创新创业培育基地建成国家级示范基地，国家橡塑材料与

工程重点实验室、国家级双创中心立项。 

4.校企合作，推动 2-3 项关键生产技术突破，实现重大科研成

果转化 1项以上。 

5.在 5年建设周期内，学科 ESI排名持续稳定在前 1%，并在目

前 0.83%的基础上提升到 0.7%以内。 

说明：填写完成每项目标任务的时间表、路线图和具体做法。 



 — 19 — 

第四部分  经费使用预算 

单位：万元 

年度 支出内容 支出额度 

2016 

学科平台条件建设费 600 

学科梯队建设费 600 

科研活动费 600 

人才培养费 100 

学术交流合作费 50 

日常费用 50 

2017 

学科平台条件建设费 600 

学科梯队建设费 600 

科研活动费 600 

人才培养费 100 

学术交流合作费 50 

日常费用 50 

2018 

学科平台条件建设费 800 

学科梯队建设费 500 

科研活动费 500 

人才培养费 100 

学术交流合作费 50 

日常费用 50 

2019 

学科平台条件建设费 900 

学科梯队建设费 400 

科研活动费 500 

人才培养费 100 

学术交流合作费 50 

日常费用 50 

2020 
学科平台条件建设费 600 

学科梯队建设费 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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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活动费 600 

人才培养费 100 

学术交流合作费 50 

日常费用 50 

说明：支出内容必须严格按照《山东省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奖补资金管理办法》

中资金使用范围执行。支出额度包括省财政投入经费、学校自筹经费和其他渠道的经

费投入。 



 — 21 — 

 

 

 

此任务书是开展我省一流学科立项建设工作、监督检查管

理、考核评估验收的重要依据。任务书一式 3份，依托学校 1份，

省教育厅 1份，省财政厅 1份。 

 

 

 

 

 

依托学校                    省教育厅 

责任人（签章）              责任人（签章）          

单位（盖章）                单位（盖章）            

2016年   月   日            2016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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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山东省一流学科建设任务分解表 1-人才与队伍建设 

人才项目 
年度计划 

小计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国家级

人才及

团队 

两院院士  
柔性引进中科

院院士 1人 
 

柔性引进中科院

院士 1人 
 2 

千人、长江、杰青、

973首席科学家 
  

引进国家杰青 1

人 
引进国家杰青 1人 

培养引进国家杰

青等人才 1人 
3 

国家青年拔尖人才、

青年千人、优青、中

科院百人 

引入青年千人 1

人，中科院百人 1

人 

引入青年千人 1

人，中科院百人

1 人，科技部领

军人才 1人 

引入青年千人 1

人以上，培养国

家优青 1人 

引入青年千人 1人 
培养国家优青 2

人 
10 

国家级教学团队、教

育部创新团队 
   

高分子教育部学

术创新团队 1支 
 1 

省级人

才及团

队 

山东省泰山学者优

势学科创新团队 
  

泰山学者优势学

科领军人才 1人 
  1 

泰山学者、省杰青  

引进或培养泰

山学者 2人，培

养省杰青 1人 

引进或培养泰山

学者 2人，培养

省杰青 1人 

引进或培养泰山

学者 2人，培养省

杰青 1人 

引进或培养泰山

学者 2人，培养

省杰青 1人 

12 

省级教学团队、创新

团队 
  

高分子化学省级

教学团队 
  1 

市级人

才及团

队 

市级创新团队 

青岛市创新创业

人才 1人，青岛

市拔尖人才 2人 

青岛市创新创

业人才 1人，  

青岛市创新创业

人才 1人，  

青岛市创新创业

人才 1人，青岛市

拔尖人才 1人 

青岛市创新创业

人才 1人，青岛

市拔尖人才 1人 

9 

国内外知名大学优秀博士 5 10 10 10 10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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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一流学科建设任务分解表 2-本科与研究生教育 

项目 
年度计划 

小计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本科教

学 

教学成果奖 省部级  
山东省教学成

果奖 1项 
 

山东省教学

成果奖 1项 

山东省教学

成果奖 1项 
3 

优秀教材奖 
国家级     1 1 

省部级   1 2 2 5 

在线开放精品课程 
国家级    1  1 

省部级   1 1 1 3 

教改立项 省部级   1 1 1 3 

国家级规划教材    1 1 1 3 

 大学生双创项目 
国家级  10 10 10 10 40 

省部级  10 10 10 10 40 

研究生

教学 

教改立项 
国家级    1  1 

省部级   1 1 1 3 

研究生论文 SCI、EI收录  50 50 50 50 200 

 国内一级期刊  15 15 20 20 70 

         发明专利  15 15 20 20 70 

研究生招生规模  150 150 160 160 620 

研究生双创项目 
国家级  5 5 5 5 20 

省部级  5 5 5 5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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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一流学科建设任务分解表 2-科研成果 

项   目 
年度计划 

小计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学术论文 

ESI高被引论文   2 2 3 3 10 

SCI 

I区 5 5 10 10 10 40 

II 区 10 10 10 10 10 50 

III 区 30 30 30 30 30 150 

其它 40 40 40 40 40 200 

EI  50 50 50 50 50 250 

科研项目 

国家级 

重点项目   1 0 1 2 

面上项目 5 5 5 5 5 25 

青年基金 5 6 6 6 6 29 

省部级 
重点项目  1 2 2 2 7 

一般项目 3 3 3 3 3 15 

市厅级   3 3 4 5 15 

横向课题  10 10 10 10 10 50 

专  利 

发明专利  20 20 20 20 20 100 

实用新型  10 10 10 10 10 50 

转化或应用  2 2 2 2 2 10 

科研获奖 

国家级    1  1 2 

省部级  2 2 2 2 2 10 

市厅级  2 2 2 2 2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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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一流学科建设任务分解表 4-学科平台建设 

项   目 
年度计划 

小计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博士学科点       

学术创新团队  
生物基高分子材料学

术创新团队 

炭基材料学术创

新团队 
 

高分子材料学术创新

团队 
3 

教学团队    

高分子材料教学

团队建设成为国

家级教学团队 

 1 

重点实验室  
生物基高分子材料山

东省重点实验室 
  

生物基高分子材料教

育部重点实验室 
2 

工程技术中心   新材料工程中心   1 

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材料实验中心获批国

家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1 

材料学科创新综合 

服务平台 
 

筹建材料学科创新综

合服务平台 

建成市级材料学

科创新综合服务

平台 

建成省级材料学

科创新综合服务

平台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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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一流学科建设任务分解表 5-预算支出（万元） 

年  度 支出内容 支出额度 支出明细 

2016+2017 

学科平台条件建设费 1500 购买大型仪器，包括核磁共振，橡胶加工设备，高温凝胶色谱 

学科梯队建设费 1000 用于引进科学院百人和青年千人 

科研活动费 1000 用于科研专项和科研奖励 

人才培养费 300 用于青年人才和博士后奖励 

学术交流合作费 100 学术会议，学术交流 

日常费用 100 日常活动 

2018 

学科平台条件建设费 800 购买大型仪器，包括高分辨透射电镜，真空镀膜系统，STM  

学科梯队建设费 500 用于引进科学院百人和青年千人 

科研活动费 500 用于科研专项和科研奖励 

人才培养费 100 用于青年人才和博士后奖励 

学术交流合作费 50 学术会议，学术交流 

日常费用 50 日常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