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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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科拥有一级学科博士点、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省级

以上学科平台 12个、教学科研团队 4个，获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 41项，形成了

5 个优势特色研究方向。

（1）矿山安全高效开采装备。主要面向矿山装备的智能化和绿色化方向发展。

研发了复杂条件综放工作面安全开采整套装备技术，解决了大倾角煤层开采装备

技术难题，提高了矿山装备信息化与智能化水平，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达

到国际先进水平。（2）表面改性技术及装备。主要开展改性机理研究和成套装备

研制。研发了等离子表面相变强化技术、耐磨涂层刮板输送机和采煤机截齿涂层

工艺与成套设备，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3）运输提升

技术与装备。主要面向长距离、大功率、大运量、空间变向、智能化方向发展。

建立了带式输送机设计理论体系，解决了输送系统中可控软起动、功率平衡、空

间变向、计算机集中控制与通讯等难题，曾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达到了国际

领先水平。（4）现代机械设计理论与方法。主要开展基于知识的以动态分析、精

确计算、优化设计和 CAD 为特征的设计理论与方法研究。研究了复杂产品虚拟样

机协同仿真、优化设计技术，建立了基于并行工程面向成本的产品设计方法。整

体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5）机械动力学与振动控制。主要开展非线性动力学和

主动、半主动振动控制研究。研究了矿山装备关键复合材料零部件振动特性及控

制技术，提出了大型矿用装备非线性颤振抑制理论及技术，建立了通风机新型叶

片设计方法，研究了矿山装备噪声产生机理与控制方法，研制了高性能矿井通风

机，达到国内领先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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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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问 陈蕴博 1935.01
表面改性技术及

装备
教授 学士 院士

学科带

头人
蒋宇静 1962.11

矿山安全高效

开采装备
教授 博士

国家“千人计划”入
选者

方向一

带头人
曾庆良 1965.01

矿山安全高效

开采装备

教授 博士
国家“百千万人才
工程”入选者

成员 万丽荣 1965.11 教授 博士

成员 张 鑫 1970.12 教授 博士
山东省有突出贡献

的中青年专家

成员 李新平 1957.07 教授 学士

成员 宋志安 1959.05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曹连民 1978.12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王成龙 1976.08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高 峰 1977.11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叶铁丽 1967.11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鲍怀谦 1977.10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陈广庆 1975.04 副教授 硕士

成员 刘志海 1974.05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王 亮 1980.01 讲师 博士

成员 刘 冰 1982.12 讲师 博士

成员 高魁东 1986.12 讲师 博士

成员 王丽丽 1979.10 讲师 博士

成员 田和强 1979.02 讲师 博士

方向二

带头人
崔洪芝 1965.02 表面改性技术及

装备

教授 博士
国家“百千万人才
工程”入选者

成员 曾荣昌 1964.05 教授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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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 李辉平 1972.09

表面改性技术及

装备

教授 博士
教育部新世纪人才

支持计划入选者

成员 孙宏飞 1957.07 教授 硕士
山东省有突出贡献

的中青年专家

成员 谷亦杰 1972.03 教授 博士

成员 李 敏 1971.07 教授 博士

成员 谢 鲲 1970.01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刘洪权 1974.01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王灿明 1974.02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李桂杰 1976.01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孙金全 1976.02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宋 强 1977.02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夏鹏成 1977.05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岳丽杰 1979.02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吴 杰 1979.11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王延敏 1978.08 讲师 博士

成员 田 健 1985.08 讲师 博士

成员 张 芬 1981.05 讲师 博士

方向三

带头人
肖林京 1966.01

运输提升技术与

装备

教授 博士

成员 于 岩 1960.10 教授 硕士

成员 周满山 1971.01 教授 博士
科技部“创新创业人

才”入选者

成员 张 媛 1973.08 教授 博士
山东省有突出贡献

的中青年专家

成员 石 锋 1975.11 教授 博士

成员 包继华 1971.03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王昌田 1960.07 副教授 学士

成员 朱绪力 1970.09 副教授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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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 李金良 1975.06

运输提升技术与

装备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姜 雪 1974.12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孙 静 1974.09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于 涛 1972.11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隋秀华 1974.10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张明辉 1972.12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王德堂 1970.01 讲师 博士

成员 郝妮妮 1980.07 讲师 博士

成员 仲惟燕 1978.03 讲师 硕士

成员 谷明霞 1980.02 讲师 硕士

方向四

带头人
钟佩思 1966.08

现代机械设计理

论与方法

教授 博士
山东省有突出贡献

的中青年专家

成员 韩宝坤 1971.05 教授 博士

成员 张建中 1960.11 教授 学士

成员 王全为 1961.11 教授 硕士

成员 王素玉 1962.04 教授 博士

成员 陈修龙 1976.02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杨俊茹 1969.10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李学艺 1972.04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娄淑梅 1979.10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丁淑辉 1977.04 副教授 硕士

成员 曹冲振 1975.08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秦升学 1978.06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苏春建 1980.01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高 丽 1977.11 讲师 博士

成员 魏军英 1973.11 讲师 博士

成员 杨 通 1985.04 讲师 博士

成员 李桂莉 1968.10 讲师 硕士

成员 张金峰 1979.09 讲师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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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 孙雪颜 1980.12
现代机械设计理

论与方法
讲师 硕士

方向五

带头人
任勇生 1956.07

机械动力学与振

动控制

教授 博士

成员 陈庆光 1969.08 教授 博士

成员 刘培坤 1971.01 教授 博士
山东省有突出贡献

的中青年专家

成员 王吉岱 1961.07 教授 硕士

成员 武洪恩 1969.09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杜小振 1978.04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聂志峰 1969.12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胡效东 1971.10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刘廷瑞 1972.06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韩善灵 1972.06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孙 慧 1978.12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李玉善 1970.12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张悦刊 1970.03 讲师 博士

成员 杨兴华 1978.10 讲师 博士

成员 王智伟 1981.12 讲师 博士

成员 刘 杰 1978.08 讲师 博士

成员 张弘斌 1985.02 讲师 博士

成员 戴向云 1977.01 讲师 硕士

成员 王海霞 1979.06 讲师 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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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创新团队: 煤矿复杂条件开

采成套装备关键技术

中华人民共和国

教育部
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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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省级协同创新中心：山东煤炭

安全高效开采技术与装备

山东省科技厅

山东省教育厅

山东省财政厅
2013 年

山东省高校优秀科研创新团队：先进

制造技术与装备
山东省教育厅 2013 年

山东省重点学科：机械电子工程 山东省教育厅
2006 年

2011 年

山东省重点实验室：矿山机械工程 山东省科技厅 2009 年

山东省省级重点实验室：运输提升 山东省教育厅 1996 年

山东省高校重点实验室：矿山机械工

程
山东省教育厅 2006 年

山东省高校重点实验室：先进材料与

表面改性
山东省教育厅 2011 年

山东省矿山辅助运输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
山东省科技厅 2011 年

山东省采掘机械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山东省科技厅 2012 年

山东省金属材料与表面省级示范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山东省科技厅 201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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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倾角煤层综采综放工作面成套装

备关键技术（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012 年 山东科技大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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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矿井下运输系统安全保障关键技

术与装备(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2011 年 山东科技大学（2）

耐磨蚀结构功能材料及涂层可控制

备技术(山东省技术发明一等奖)
2014 年 山东科技大学（1）

复杂条件综放工作面关键设备及其

优化配套技术(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

奖)

2011 年 山东科技大学（1）

长距离多点大角度小半径空间转弯

带式输送系统(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

奖)

2011 年 山东科技大学（2）

大型带式输送系统安全保障关键技

术(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2015 年 山东科技大学（2）

矿山复杂地形长距离大运力带式输

送系统关键技术及产业化(中国机械

工业科学技术一等奖)

2015 年 山东科技大学（1）

大倾角难采煤层综放开采关键装备

技术研究与应用(中国煤炭工业科学

技术一等奖)

2011 年 山东科技大学（1）

仿生增摩驱动滚筒的研究及应用(中

国商业联合会科技进步一等奖)
2013 年 山东科技大学（1）

镁合金失效机理与防护涂层技术(中

国腐蚀与防护学会科学技术一等奖)
2013 年 山东科技大学（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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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建设目标

2-1 基本建设目标

通过5年建设，将山东科技大学机械工程学科建设成国内外高端人

才聚集地、重要科学技术研发地和创新创业人才供给地，在学术团队建

设、创新平台建设、科技成果产出及转化和高素质创新人才培养方面取

得跨越式发展，达到国内一流学科水平，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行业科

技进步提供有力的人才和技术支撑。

1、学术团队建设

通过一流学科建设工程，形成 2～3 个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满足

国家和山东省经济发展需求、年龄结构合理、创新能力突出的学术团队；

造就一批活跃在国际学术前沿、满足国家和山东省重大战略需求的高水

平人才，重点引进或培养 2～3 名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家“千人计划”

人选或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等国家级高层次人才；获得教育部创新

团队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等国家级团队 1个。

2、创新平台建设

通过多学科交叉，形成新的理论技术增长点，提升机械工程学科在

国内外的学术声誉和影响力，按照“国家急需，世界一流”的标准，形

成1～2个跨学科领域的技术集成创新基地，建设1～2个国内一流、国际

上有重要影响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技术）中心等国家级学科

平台，提高解决国内外重要理论及重大应用技术问题的能力，更好地服

务于国家、山东省以及行业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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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科技成果

在强化现有特色研究方向基础上，在智能化开采装备及其关键部件

研制、运输提升装备的机械特性提高技术、复杂机械产品的智能创新设

计与优化、海洋装备耐磨蚀技术及设备开发等方面实现新的突破，产出

原创性的理论技术成果，取得 3～5 项高水平、标志性研究成果；主持

国家级重点项目 2～3项；发表 SCI 高水平论文 350 篇以上，其中有 3～

5 篇以上 ESI 高被引论文；取得国外、国内发明专利 240 项以上；出版

学术专著 8～10 部；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 30 项以上；获得国家科

学技术奖 1～2项。

4、高素质创新人才培养

建立科研成果激励与反哺教学机制，实现科研与教学良性互动，用

高水平科研成果丰富教学资源，带动专业建设和提高教学水平，培养学

生的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建立“产学研”教学基地 20～30 个，培养

学生实践动手能力；进一步完善应用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着力提高研

究生教育质量和水平。每年招收培养硕士研究生 120 名以上、博士研究

生 10～20 名，进站博士后 5～10 名。山东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3～5 篇，

山东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5～10 篇，1～2 篇博士论文获得“上银”优秀

机械博士论文奖，组织现场工程技术人员短期培训每年 300 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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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协议建设目标

本学科以智能制造为引导，服务于行业和区域经济发展为重点，已

形成了矿山安全高效开采装备、表面改性技术及装备、运输提升技术与

装备、现代机械设计理论与方法、机械动力学与振动控制等多个优势突

出、特色鲜明的研究方向。拟通过 5年建设，在人才团队建设、创新平

台建设、科研成果产出等方面取得重大突破。总的协议建设目标是：教

育部学科评估排名进入前 10%或稳定在 ESI 学科排名前 1％。

1、学术团队建设

重点引进或培养 2～3名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家“千人计划”人选或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等国家级高层次人才；获得教育部创新团队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等国家级团队 1个。

2、创新平台建设

建设 1～2 个国内一流、国际上有重要影响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或国家

工程（技术）中心等国家级学科平台。

3、科技成果

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 1～2 项，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50 项以上，取得

经济效益 150 亿元以上。发表 SCI 高水平论文 350 篇以上，其中有 3～5

篇以上 ESI 高被引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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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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机械工程一流学科建设为契机，对现有研究方向进行整合与优化，

巩固现有学科优势，并在此基础上深化与拓展研究领域与方向。

（1）矿山安全高效开采装备研究向远程监测监控与智能化技术领域

拓展

针对当前对煤矿开采安全性、高效性的要求，研发煤矿开采远程监

测监控与智能化关键技术与装备，实现对煤矿开采过程的全程监控与实

时监测，保证煤矿开采的安全、高效实施，全面提升煤矿开采的智能化

水平。

（2）表面改性技术及装备研究向海洋装备技术领域拓展

结合国家海洋资源开采与利用的发展战略，充分发挥学校的地域与

资源优势，将原表面改性技术及装备研究向海洋装备技术领域拓展，重

点研发海洋装备耐磨蚀技术与设备,在该领域取得 1～2 项标志性成果，

在国内外同行业形成重要影响。

（3）运输提升技术与装备研究领域向信息化方向拓展

基于矿山运输系统的可靠性、稳定性及智能化要求，结合本学科在

运输提升技术与装备研究领域的技术优势，将该领域向信息化方向拓展，

重点研发矿山连续输送系统的计算机网络集成智能控制技术与装备，综

合运用机电一体化技术、信息网络技术以及光纤通讯技术等，开展带式

输送机的集成智能控制研究，形成稳定可靠的控制模式。保持并扩大本

学科在运输提升技术与装备的国内领先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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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在充分发挥现有学科特色与优势的前提下，立足行业，服务

社会，不断提升本学科的实力与水平，并集聚人才，积极拓展机械传动

技术与装备和风电技术与装备两个新的研究领域与方向。

（1）机械传动技术与装备

通过引进国家“千人计划”人选，整合现有机械传动研究方向的骨

干教师，组建机械传动研发团队，围绕齿轮传动变速箱的设计、分析、

优化及再制造技术开展科学研究，通过 5 年的建设，具备国内技术领先

的变速箱集成设计技术与研发创新能力，建成国内规模最大的风电齿轮

变速箱再制造基地。

（2）风电技术与装备

通过引进国家“青年千人计划”人选，结合现有能源动力与装备研

究领域的骨干教师，组建风电技术与装备研究团队，围绕垂直轴风电发

电机的标准化及高效化、水平轴风力发电机尾流和远洋风力发电机空气

动力学等领域的研究，通过 5 年建设，取得一批原创性研究成果，达到

国内领先、国际具有一定影响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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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 团队建设成果

通过一流学科建设，形成 2～3个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创新能力突

出的学术团队，获得教育部创新团队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等

国家级团队 1个。

在机械传动技术与装备和风电技术与装备等领域重点引进或培养

2～3 名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家“千人计划”人选或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

得者等国家级高层次人才，同时强化青年骨干教师的培养，造就一批科研

能力突出、创新能力强、成果丰硕的高水平人才。

2-3-3 平台建设成果

在矿山机电技术与装备等领域建设 1～2个国内一流、国际上有重要

影响的国家重点实验室或国家工程（技术）中心等国家级学科平台。

2-3-4 标志性成果目标

（1）引进或培养 2～3名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的国家级高层次人才；

（2）建设 1个国家级创新团队；

（3）在矿山运输技术等方向获国家级科技奖励 1～2 项；

（4）在矿山机电技术与装备等领域建设 1～2个国内领先、国际有重要影

响的技术集成创新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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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任务：项目总体规划。

建设措施：1）做好总体规划、明确任务及分工；2）加强组

织领导、创新管理机制、实施过程监控与绩效考核、严格规范资

金管理与使用；3）成立常设机构，建立学科建设办公室；4）采

用项目驱动方式，激励本学科全体人员参与，全面推动学科建设；

5）引进和培养高层次人才。

（2）目标任务：培育 1～2 个高水平的学术团队。

建设措施：引进高水平人才，凝练原有研究方向，整合相关

资源组建学术团队，加大投入进行软硬件建设，重点培育 1～2

个学术团队。

（3）目标任务：发表高水平论文 70 篇以上、取得发明专利 40

项以上、出版专著 1 部以上、获省部级奖励 4～6 项。

建设措施：制定科研成果产出激励机制，设立专项资金支持

教师凝练科研成果，发表高水平论文、申报专利及科技奖励，强

化科研成果考核机制。

（4）目标任务：建立“产学研”教学基地 4～6 个。

建设措施：联合山东豪迈集团等相关企业与研究所，制定“产

学研”联合培养示范基地，设立专门机构、配备相关人员、划拔

专项资金保证“产学研”教学基地的顺利建设与有效运作。

（5）目标任务：招收硕士研究生 150～170 名、博士研究生 8～

10 名，进站博士后 5 名；获得山东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1～2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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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措施：加大研究生培养投入，完善研究生培养机制，改

革研究生教学方法，改善研究生科研条件，完善研究生奖励及考

核制度，激发研究生创新意识与能力。完善博士后管理机制，发

掘博士后流动站的科研孵化功能。

（6）目标任务：组织现场工程技术人员短期培训 300 人次。

建设措施：针对合作企业技术现状，制定相应的技术培训计

划，派出骨干教师，组织技术人员进行专题培训。

2017

（1）目标任务：引进 1～2 名长江学者或“千人计划”人选，培

养 1～2 名泰山学者等省级人才。

建设措施：多方联络与考察国内外高层次人才，设立专项资

金，在机械传动或风电技术领域全力引进 1～2 名长江学者或千

计划人才，提供充分的软硬件支持，配备骨干教师组建 1～2个

创新型学术团队，积极支持引进人才申报泰山学者特聘教授。

（2）目标任务：筹建 1～2 个跨学科领域的技术集成创新基地。

建设措施：围绕矿山机电技术与装备领域，联合材料、自动

控制等学科，针对国内相关领域或企业的技术瓶颈问题进行技术

攻关，开展协同研究，筹建 1～2 个在国内有影响力的集成创新

基地。

（3）目标任务：培育 1～2 项标志性成果，申报省部级奖励 4～

6项。

建设措施：进一步凝练研究方向，重点支持科研团队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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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智能化开采装备及其关键部件研制方面开展原创性技术研究，

培育 1～2 项标志性成果，积极申报山东省和国家科技奖励。

（4）目标任务：发表 SCI 收录论文 70 篇以上、取得发明专利

40项以上、出版专著 1部以上。

建设措施：实施项目驱动模式，围绕学科发展方向与国内外

研究热点，支持本学科相关教师开展科学研究，完善科研成果奖

励机制，鼓励已取得科研成果的教师凝练研究成果，积极申报发

明专利、发表高水平论文和出版专著。

（5）目标任务：招收硕士研究生 150～170 名、博士研究生 10

名，进站博士后 5 名；获得山东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1～2 篇。

建设措施：加大研究生培养的投入，强化研究生培养体系建

设，制定相关措施提高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水平。改善博士后工

作条件，设立博士后科学基金，支持博士后开展创造性研究工作。

（6）目标任务：建立“产学研”教学基地 4～6个；组织现场工

程技术人员短期培训 300 人次。

建设措施：在强化与原有合作企业深度合作的基础上，拓展

新的合作企业，创建新的“产学研”教学基地；针对合作企业技

术现状，制定相应的技术培训计划，派出骨干教师，组织技术人

员进行专题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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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1）目标任务：形成 1～2个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学术团队；

培养 1～2 名达到国家杰出青年基金水平的学术带头人。

建设措施：以引进人才及团队为依托，重点支持 1～2个学

术团队建设，形成在国内外具有重要影响的团队。加大支持力度，

重点培养 1～2 学术带头人申报国家杰出青年基金。

（2）目标任务：培育建设 1～2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或国家工程（技

术）中心等国家级学科平台。

建设措施：在保持本学科原有研究特色与优势的基础上，整

合与本学科相关的各种资源与人力，围绕矿山技术与装备领域进

行重点建设与强化建设，开展特色研究，培育 1～2个特色鲜明、

技术先进、在国内外有一定影响力的学科平台，申报国家级学科

平台。

（3）目标任务：获得 1～2 项标志性研究成果，获省部级奖励 5～

7项。

建设措施：强化科研团队建设，在智能化开采装备及其关键

部件研制方面进行技术攻关，获得 1～2 项国内领先、有一定国

际影响力的标志性成果，获批省部级科技奖励 5～7 项，并积极

申报国家级奖励。

（4）目标任务：发表 SCI 高水平论文 70 篇以上，其中有 1～2

篇以上 ESI 高被引论文；取得国外、国内发明专利 50项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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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学术专著 1～2部。

建设措施：加大对青年骨干教师的支持力度，强化对学科建

设立项项目的管理与中期检查，支持相关负责人凝练研究成果，

申报发明专利和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5）目标任务：招收硕士研究生 150～170 名、博士研究生 10～

20 名，进站博士后 5～10 名；获得山东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1～

2篇、山东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1～2篇。

建设措施：改革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体系，强化研究生创新

能力培养，培育一批创新意识强烈、科研能力突出的研究生，冲

击“上银”优秀机械博士论文。

（6）目标任务：建立“产学研”教学基地 4～6个；组织现场工

程技术人员短期培训 300 人次。

建设措施：加大与学科领域内相关企业的合作力度，创建新

的“产学研”教学基地；根据合作企业的技术现状与要求，组织

技术人员进行培训。

2019

（1）目标任务：形成 1～2个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学术团队；

培养 1～2 名“泰山学者”等省级人才。

建设措施：在强化原有优秀团队建设的基础上，遴选 1～2

个特色鲜明、技术实力雄厚、创新能力强的科研团队进行重点建

设，形成在国内外有重要影响的学术团队，将其团队负责人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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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泰山学者”等省级优秀人才。

（2）目标任务：在海洋装备耐磨蚀技术及设备开发方面取得 1～

2项高水平、标志性研究成果。

建设措施：顺应国家海洋发展战略的要求，加大对表面改性

技术及装备方向的投入及支持，重点开发海洋装备耐磨蚀技术及

设备，取得 1～2 项标志性成果。

（3）目标任务：主持国家级重点项目 1～2项；发表 SCI 高水平

论文 70篇以上，其中有 1～2 篇以上 ESI 高被引论文；取得国外、

国内发明专利 50项以上；出版学术专著 2～3部；获得省部级以

上科技奖励 5～7 项。

建设措施：加大对科研团队的扶持力度，支持优秀科研团队

申报国家级重点项目，获批 1～2 项；成立专家组，对一流学科

建设立项项目进行验收与总结，支持相关教师对研究成果进行凝

练，发表高水平研究成果。

（4）目标任务：招收硕士研究生 150～170 名、博士研究生 10～

20 名，进站博士后 5～10 名；获得山东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1～

2篇，山东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1～2 篇，1～2 篇博士论文获得

“上银”优秀机械博士论文奖。

建设措施：完善研究生教育教学体系，强化师资建设，完善

研究生奖助体系，严格控制研究生培养质量，使研究生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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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量与质量得到全面提升，培养一批创新能力强、科研水平高

的研究生优秀拔尖人才。

（5）目标任务：建立“产学研”教学基地 4～6个；组织现场工

程技术人员短期培训 300 人次。

建设措施：在深化与相关企业交流合作的基础上，充当桥梁

角色，强化合作企业或科研机构之间的交流合作，建立更大范围

内的“产学研”合作，同时根据领域内的最新研究进展与相关企

业的技术需求，组织骨干教师，对企业现场工程技术人员进行专

题培训。

2020

（1）目标任务：成功申报教育部创新团队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创新研究群体等国家级团队 1个。

建设措施：在前期建设的基础上，加大资金投入与政策支持，

重点建设遴选出的 1～2 个优秀科研团队，形成矿山机电技术与

装备领域国内技术领先、在国际上有重要影响的学术团队，成功

申报教育部创新团队或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研究群体等国家

级团队 1个。

（2）目标任务：发表 SCI 高水平论文 70 篇左右，其中有 1～2

篇以上 ESI 高被引论文；取得国外、国内发明专利 50项左右；

出版学术专著 1～2部；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 5～7项；争取

申报成功国家科学技术奖 1～2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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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措施：完善本学科科研管理体系，强化学术团队建设，

优化科研队伍结构与研究方向，重点支持特色鲜明、成果突出的

团队或教师进行开拓性研究，鼓励相关教师凝练学科建设期内取

得的科研成果，积极申请国内、国际发明专利，发表高水平学术

论文，申报省部级科研奖励，重点支持 1～2 个学术团队申报国

家科学技术奖。

（3）目标任务：招收硕士研究生 150～170 名、博士研究生 10～

20 名，进站博士后 5～10 名；获得山东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1～

2篇，山东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1～2篇。

建设措施：优化研究生培养体系，强化与国内外高校合作交

流，设立专项资金，选拔优秀研究生到国内外高校进行交流学习，

选择有影响力的高校开展深度合作，建立研究生联合培养机制。

（4）目标任务：建立“产学研”教学基地 4～6个；组织现场工

程技术人员短期培训 300 人次左右。

建设措施：根据前期经验，建立健全“产学研”合作模式，

全面提升“产学研”深度融合的质量与水平，形成行之有效的高

校与领域内相关企业及科研机构长效合作机制；为相关企业制订

可持续的技术培训体系，完善并优化培训计划与内容，不断提升

培训师资，为企业的技术创新与可持续发展提供技术支持。

说明：填写完成每项目标任务的时间表、路线图和具体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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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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台与条件建设：矿山机械实验室改造、

机电传动试验台等科研仪器设备、图书资

料等

500

梯队建设：高层次人才引进、创新型学术

团队培育、带头人及青年骨干培养与培训
1000

科研活动：论文、专利、专著、科技奖励 200

人才培养：硕士博士创新能力培养、博士

后流动站建设等
100

学术交流：参加国内外高层次学术会议、

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讲学等
100

日常费用：会议费、差旅费、岗位补助等 300

合 计
2200(其中自筹

200)

2017

平台与条件建设：带式输送机试验台等仪

器设备、图书资料、信息化设备购置等
500

梯队建设：国内外领军人才引进、创新型

学术团队培育、带头人及青年骨干培养与

培训等

1600

科研活动：论文、专利、专著、科技奖励；

标志性成果培育等
400

人才培养：硕士博士创新能力培养、人才

培养基地建设
100

学术交流：参加国内外高层次学术会议、

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讲学等
100

日常费用：会议费、差旅费、岗位补助等 300

合 计
3000(其中自筹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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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平台与条件建设：运输提升实验室改造、

科研仪器设备、图书资料、数据库等
400

梯队建设：国内外领军人才引进与培养、

创新型学术团队建设、高层次人才梯队建

设、带头人及青年骨干培养与培训等

1200

科研活动：论文、专利、专著、科技奖励；

国家级、省级奖励申报、成果推广应用等
500

人才培养：硕士博士研究能力培养、科技

活动支持等
100

学术交流：举办全国性学术会议、参加国

内外高层次学术会议、邀请国内外知名专

家讲学等

100

日常费用：会议费、差旅费、岗位补助等 300

合 计
2600(其中自筹

600)

2019

平台与条件建设：风力机试验台仪器设

备、图书资料、数据库、信息化设备购置
400

梯队建设：国内外领军人才培养、国家级

创新型学术团队建设、带头人及青年骨干

培养与培训等

900

科研活动：论文、专利、专著、科技奖励、

成果推广应用等
300

人才培养：硕士博士培养、博士后流动站

建设、研究生科技活动支持等
100

学术交流：举办国际性学术会议、参加国

内外高层次学术会议、邀请国内外知名专

家讲学等

100

日常费用：会议费、差旅费、岗位补助等 300

合 计
2100(其中自筹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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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平台与条件建设：三维扫描电镜等仪器设

备、图书资料、数据库购置与升级等
200

梯队建设：国家级学术团队建设、带头人

及青年骨干培养与培训等
900

科研活动：论文、专利、专著、省部级和

国家级科技奖励等
500

人才培养：硕士博士培养、创新能力和研

究能力提升等
100

学术交流：参加国内外高层次学术会议、

邀请国内外知名专家讲学等
100

日常费用：会议费、差旅费、岗位补助等 300

合 计
2100(其中自筹

100)

总 计
12000(其中自

筹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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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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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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 月 31 日 2016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