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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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鲁工业大学是山东省 早设置轻工技术与工程专业的院校，1978 年造纸、

发酵招收本科生，1998 年制浆造纸工程、发酵工程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2000 年

皮革化学与工程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2006 年轻工技术与工程获批硕士学位授权

一级学科。

围绕轻工技术与工程学科领域的相关研究内容，依托区域产业背景和需求，

经过多年建设，形成了制浆造纸工程、制糖工程、生物质化学与工程、发酵工程

四个研究方向，致力于相关领域的人才培养、师资队伍、科学研究等方面的积淀

与发展，依托该学科建成了生物基材料与绿色造纸国家重点实验室、教育部重点

实验室、协同创新中心等十几个科研平台，成为服务区域经济，辐射全国轻工产

业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的高地，学科排名在全国排名位居前列。

目前，轻工技术与工程学科国内外研究的热点，集中在围绕可再生生物质资

源的综合高值利用，如木质纤维素、淀粉、植物油脂、蛋白质材料等，利用生物、

绿色化学、物理等途径制备新材料和新化工产品，代替不可再生的化石资源。美

国、日本、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发展战略均提出了将生物质原料利用计划。我国家

“十三五”科技创新规划明确指出：要进行绿色生物制造技术，加快突破原料转

化利用。因此，本学科围绕生物资源的高值利用与绿色转化开展科学研究和人才

培养是 新的学科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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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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带头人 陈嘉川 1962.01
制浆造纸

工程
教授 博士

中央联系的高级专

家

骨干成员 吉兴香 1976.08
制浆造纸

工程
教授 博士

国家高层次人才特

殊支持计划人才

骨干成员 赵传山 1961.11
制浆造纸

工程
教授 博士 山东省教学名师

骨干成员 刘玉 1973.08
制浆造纸

工程
教授 博士

骨干成员 崔波 1971.01 制糖工程 教授 博士
国家高层次人才特

殊支持计划人才

骨干成员 王瑞明 1962.06 制糖工程 教授 博士
享受国务院特贴专

家

骨干成员 李迎秋 1972.03 制糖工程 教授 博士

骨干成员 史建国 1960.12 制糖工程 教授 博士

骨干成员 杨桂花 1966.01
生物质化

学与工程
教授 博士

新世纪百千万人才

工程国家级人选

骨干成员 李天铎 1963.08
生物质化

学与工程
教授 博士

新世纪百千万人才

工程国家级人选

骨干成员 孔凡功 1976.09
生物质化

学与工程
教授 博士

骨干成员 李彦春 1964.04
生物质化

学与工程
教授 博士

骨干成员 鲍晓明 1961.11 发酵工程 教授 博士

骨干成员 杨合同 1967.10 发酵工程 教授 博士

骨干成员 刘新利 1971.11 发酵工程 教授 博士

骨干成员 王加宁 1966.02 发酵工程 教授 博士

成员 刘温霞 1964.08
制浆造纸

工程
教授、博导 博士

成员 傅英娟 1965.05 制浆造纸 教授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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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

成员 史建国 1960.10 发酵工程 研究员 博士

成员 吴朝军 1969.12
制浆造纸

工程
教授 博士

成员 王 振 1973.11
制浆造纸

工程
教授 博士

成员 王兆江 1982.04
制浆造纸

工程
教授 博士

成员 袁超 1979.03 制糖工程 教授 博士

成员 杨亲正 1975.01 制糖工程 教授 博士

成员 郭 丽 1975.12 制糖工程 教授 博士

成员 李宗全 1976.03
制浆造纸

工程
教授 博士

成员 田中建 1978.09
制浆造纸

工程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徐清华 1972.01
制浆造纸

工程
教授 博士

成员 刘 娜 1971.01
制浆造纸

工程
教授 博士

成员 苑再武 1975.01
生物质化

学与工程
教授 博士

成员 周国伟 1965.12
生物质化

学与工程
教授 博士

成员 王守娟 1978.02
制浆造纸

工程
教授 硕士

成员 庞志强 1978.04
制浆造纸

工程
教授 博士

成员 王 强 1983.03
制浆造纸

工程
教授 博士

成员 王腾飞 1981.05 制糖工程 教授 博士

成员 张志良 1978.06 制浆造纸 教授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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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

成员 董翠华 1977.11
制浆造纸

工程
教授 博士

成员 方奕珊 1983.10 制糖工程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王慧丽 1977.09
制浆造纸

工程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韩文佳 1984.05
制浆造纸

工程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吕高金 1984.01
制浆造纸

工程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陈洪雷 1982.07
制浆造纸

工程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刘姗姗 1983.04
制浆造纸

工程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宋兆萍 1984.09
制浆造纸

工程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李丕武 1970.06 发酵工程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李忠海 1978.07 发酵工程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肖 静 1974.04 发酵工程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杨晓慧 1982.09 发酵工程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吴 芹 1982.01
制浆造纸

工程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于得海 1982.07
制浆造纸

工程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马春玲 1978.01 发酵工程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苏 静 1982.01 发酵工程 副教授 博士

成员 程 芝 1980.10 发酵工程 副研究员 博士

成员 刘开泉 1986.03 发酵工程 讲师 博士

成员 汪俊卿 1988.07 发酵工程 讲师 博士

成员 姜在勇 1985.06
制浆造纸

工程
讲师 博士

成员 林兆云 1990.02 制浆造纸 讲师 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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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

成员 孙洋洋 1987.05
制浆造纸

工程
讲师 博士

成员 张 凯 1987.10
制浆造纸

工程
讲师 博士

成员 和 铭 1989.01
制浆造纸

工程
讲师 博士

成员 赵 鑫 1987.12
制浆造纸

工程
讲师 博士

成员 夏南南 1986.11
制浆造纸

工程
讲师 博士

成员 卢 璐 1986.11 制糖工程 讲师 博士

成员 刘鹏飞 1985.08 制糖工程 讲师 博士

成员 董 蝶 1986.09 制糖工程 讲师 博士

成员 邹飞雪 1989.05 制糖工程 讲师 博士

成员 孙来芝 1984.09 制糖工程 助理研究员 博士

成员 张华勇 1976.03
制浆造纸

工程
高级实验师 博士

成员 孙海燕 1984.01
制浆造纸

工程
高级实验师 博士

成员 孙香婷 1982.11
制浆造纸

工程
实验师 博士

成员 朱维岳 1979.07
制浆造纸

工程
实验师 硕士

1-3 现有学科平台情况（限填省级以上平台）

平台名称 批准部门 批准时间

省部共建生物基材料与绿色造纸国家重点实验室 科技部 2018 年

制浆造纸科学与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教育部 2007 年

山东省轻工生物基产品清洁生产与炼制协同创新

中心

山东省教育厅、财

政厅、科技厅
201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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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浆造纸科学与技术山东省重点实验室
山东省科技

厅
2006 年

山东省微生物工程重点实验室
山东省科技

厅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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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速生阔叶材制浆造纸过程酶催化关键技术及应用，

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2015 年 齐鲁工业大学（1）

新型淀粉衍生物的创制与传统淀粉衍生物的绿色

制造，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2014 年 齐鲁工业大学（5）

一种针阔混合氢氧化钠蒽醌化学浆全无氯漂白的

工艺，中国专利优秀奖
2016 年 齐鲁工业大学（1）

海藻糖生产关键技术研发与产业化应用，山东省技

术发明一等奖
2016 年 齐鲁工业大学（1）

速生材绿色高效制浆和配抄纸基新材料关键技术，

山东省技术发明一等奖
2014 年 齐鲁工业大学（1）

速生阔叶材制浆造纸过程酶催化关键技术及应用，

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2017 年 齐鲁工业大学

基于造纸过程的纤维原料高效利用技术，“十三五”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

（2531 万元）

2017 年
齐鲁工业大学、华南理工

大学等

过滤与分离用纸基材料制备技术，“十三五”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重点专项（1801 万元）
2017 年

华南理工大学、齐鲁工业

大学

重点流域造纸行业水污染控制关键技术产业化示

范，科技部水专项（1700 万元）
2014 年

太阳纸业、齐鲁工业大学、

山东大学

造纸行业生物质主流组分分离与高值利用关键技

术研究与示范

，山东省自主创新重大专项（400 万）

2015 年 齐鲁工业大学

造纸新型酶微生物制造关键技术及节能减排集成

应用与示范，山东省自主创新重大专项（300 万）
2015 年 齐鲁工业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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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建设目标

2-1 基本建设目标

在三年的建设运行期内，本学科将按照山东省人民政府《推进一流大

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方案》鲁政发〔2016〕34 号要求，重点围绕人才队伍、

创新平台、科研成果、人才培养等学科建设的关键要素，将轻工技术与工

程学科建设成为我省在该领域高端人才集聚地、科技研创发源地、创新人

才供给地，形成服务我省乃至全国相关产业的智力资源和标志性成果。

本学科将以立德树人为根本，紧密围绕专注轻工技术与工程涉及领

域，立足山东省经济社会发展方向，形成一支相对稳定的高素质人才队伍，

学科达到国际知名、国内领先水平，带动我省该学科领域高等教育持续健

康发展，为我省相关产业转型升级和新旧动能转换提供更加有力的人才保

障、智力支持和科技支撑。

1. 人才与团队建设目标

未来三年，计划培养引进国家千人计划、万人计划、长江学者、国家

杰青、百千万人才等高层次人才 3 人以上，培养或引进学术骨干等 22 名

以上，使学科固定人员达 120 人以上，形成 2 个以上由国家级高层次专家

领衔的学术团队。建成一支国家和我省重大战略需求、年龄结构合理、创

新能力突出的、具有国际化视野的高水平创新团队。

2. 创新平台建设

针对本学科领域的基础科学问题以及重大共性关键技术问题，围绕制

浆造纸工程、制糖工程、生物质化学与工程、发酵工程四个专业方向整合

高水平研究人才和团队，完善创新研究平台，着力与省部共建生物基材料

与绿色造纸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相互配合，将以基础理论与应用技术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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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多领域交叉、多产业融合、吸收国际先进技术与自主创新相结合的

方式，实现学科与实验室的互促协同发展，开展前沿性关键技术研究工作，

争取取得一批标志性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结合重点实验室建设，将

轻工技术与工程学科建设成为高水平创新人才汇聚和稳定的原始创新基

地、高层次人才培养基础和关键技术示范基地。

依托单位未来三年将进一步加大科研条件支持力度，新增实验室面积

10000 平方米，购置大型科研仪器设备 30 台（套）以上，使科研仪器设

备总值达到 1.3 亿元以上，并逐步建设功能配套、满足科研需求、与创新

工程相适应的仪器、装备体系，为学科发展提供与国际接轨的高水平、高

效率的分析测试手段和科研条件。

积极申报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充分发挥其在科研项目、实验条件和解

决国家重大需求等方面的优势，根据研究方向和依托项目设置开放基金，

吸引国内外优秀科技人才，加大开放力度，积极开展国际和国内合作与学

术交流，联合创办 2个研究机构。

3.科研成果

围绕学术前沿、国家战略目标和我省创新驱动需求，组织开展基础研

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在轻工技术与工程领域产出原创性成果并强化产学研

合作，创新成果转化机制。积极争取获批国家级科研项目 36 项以上，申

请国家发明专利 75 项以上；发表 SCI 收录论文 180 篇以上，其中一区期

刊论文 24 篇以上；出版学术专著 5 部；获得省部级科研奖励 2 项以上，

力争国家级科研成果奖励 1项。

4.教研成果

学科建设过程中着力发挥科研促教学的重要作用，实现协同发展，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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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位打造一流学科。围绕轻工技术与工程学科建设和发展任务，建设期内

在教研成果方面发表教研论文 30 篇，出版教材 3 部；获省级教学成果奖

3项，省级教材奖 2项，力争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1 项。

5.人才培养

基于轻工技术与工程学科建设成效和高水平科研成果带动专业建设

与发展，建立学科专业、科研教学互动机制，加快学科发展成果转化为教

学资源，创新产学研合作办学机制，建立多方协同育人的应用型人才培养

模式，在人才培养方案制定过程中，强化与行业企业的联合培养。按照“卓

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和新工科建设的要求创新产学研合作办学机制，

建立行业专家、企业家、专业教师参与人才培养的机制，建设期内建立联

合培养实践基地 6个以上。

建设期内实现校外校内双导师制，实施“3+1”分段式人才培养模式，

推进“企业家论坛”育人常态化，建立协同创新和协同育人的有效对接机

制，推动行业技术进步，同时也转化为教学资源，有力支撑协同育人。经

过三年建设，实现在校学生双导师率达到 100%。

学科将积极推进与国内外知名大学和研究机构展开合作，如美国北卡

罗莱那州立大学、威斯康辛大学麦迪逊分校、日本国立名古屋大学、加拿

大新布伦瑞克、英属大不列颠大学、加拿大湖首大学、普渡大学等大学开

展密切合作，派青年骨干教师进行交流学习，并联合培养研究生，科研人

员、研究生或博士后互派交流学习人数达到 25 名。

努力将本学科建成培养具有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富有科学精

神、创新意识、创造能力和国际视野的创新型、应用型、复合型优秀人才

的高水平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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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协议建设目标

齐鲁工业大学轻工技术与工程专业是该校设立 早发展 快的优势

特色专业之一。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

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建设现代化经济

体系是跨越关口的迫切要求和我国发展的战略目标。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和

传统行业转型升级也是统领山东经济发展的重大工程。轻工行业的进一步

发展面临着巨大的环境压力和诸多技术瓶颈，迫切需要加强自主创新能

力，以节水、节能、降耗、减污、增效为主攻目标，实施绿色高效清洁生

产，建立资源、环境、效益统一协调的循环发展模式。为满足上述需要，

轻工传统行业迫切需要利用现代技术改造传统行业的创新型、应用型复合

人才的支撑和更多的智力支持。

轻工技术与工程学科是我校也是我省的特色学科，是我省高校中轻工

领域学科覆盖 全的高校。目前，正值我省新旧动能转换的关键时期，作

为轻工大省行业的转型升级和动能转换急需一流高水平的学科支撑。这对

本学科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提出了更高要求，是学科发展的

重大机遇期。

通过一流学科建设力争将本学科建设成为涵盖造纸、发酵、皮革、制

糖等学科方向、具有鲜明特色的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基地，服务山东省该

领域的新旧动能转换。主要实现以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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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构建一流学科与国家重点实验室协同助力新旧动能转换新机制

三年建设期内，基于一流学科建设的相关支持和政策，通过继续建设

国家级特色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和国家级精品课程提升专业水平，进

而实现学科的跨越式发展，进而促进科研教学队伍、科研条件等的全面提

升，带动科研平台快速发展。

与此同时，基于本学科的设置和我省的行业现状，构建省部共建国家

重点实验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协同创新中心等科技平台体系，在科技

部、教育部、山东省政府的支持下，围绕轻工技术与工程领域的关键科学

问题，开展科学研究，完善提升实验室的人才队伍、仪器设备、科研用房

等条件，进一步改善并升级办学条件，促进学科发展，服务并引领行业转

型发展。

通过三年建设形成轻工技术与工程学科建设与省部共建生物基材料

与绿色造纸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协同发展机制，实现人才队伍互通、科研

教学资源共享、科研成果转化与人才培养协同发展。基于一流学科建设和

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形成具有学科和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高水平的教学

科研团队 2个以上，致力于学科建设和国家重点实验室协同发展，从人才

培养、科研平台、成果转化等角度形成助力山东省轻工行业领域的新旧动

能转换的新机制。

2. 实现一流学科建设引领我省轻工行业向生物基材料和绿色化工领

域转型发展

轻工业是国民经济传统支柱产业，也是山东省传统优势产业，其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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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总量占全省工业经济总量的 20%以上，纸和纸板、发酵产品、功能糖

醇、纤维素产品等均居国内首位。以造纸为例我省造纸工业是采用可再

生植物资源规模 大的加工业，在木质纤维材料循环利用和低碳生产技

术的开发利用方面，具有独特优势。2017 年，全国纸及纸板生产量 1.25

亿吨，位居世界第 1 位，山东省纸和纸板产量为 2177 万吨，占全国总

量的 17.4%，连续 21 年位居全国第 1 位。但我国纸产品年人均消费量只

有 93kg，相比发达国家人均 200kg 尚有较大差距，行业的发展空间巨大。

以上说明，本学科一方面具有很好的行业背景和支撑，另一方面随着

产业的发展和技术进步，对学科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的支撑作用

提出了新的要求。搭建基础与认知、专业基础与技能、综合训练及创新等

层面的实践教学平台，联合建立稳定的“就业创业见习基地”和“社会实

践基地”，将建成产学研合作教育基地 14 个。依托我省轻工相关产业背

景，规划学科的发展路径和方向，紧抓国家和国内发展前沿，发挥学科在

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等方面的优势，形成标志性科研成果和培养与行业发

展匹配的创新性人才，从科技成果和智力支持两个角度对我省轻工相关产

业进行支撑和引领，实现行业的转型发展和持续发展。

3. 创新科教深度融合力促一流学科建设新模式

科教融合发展是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新模式，也是国家创新驱动战略

的内在要求，更是创新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可靠保障，为本学科的发展

提供了发展契机。2017年 5月 28日山东省人民政府整合原齐鲁工业大学、

山东省科学院组建新的齐鲁工业大学，是省委省政府在新旧动能转换的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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键时期，在科教融合方面进行的重大探索，为学校发展、学科建设、行业

转型提供了新的平台和机遇。

（1）形成科研人员岗位教师聘任办法，聘任省科学院、行业研究员

等科研单位的科研人员为兼职或指导教师，承担本科生的培养任务，该类

型人员建设期内达到 30%，深度参与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2）形成科教融合促进新教材、新课件、新实验更新机制。建成高

水平的科研使教师和科研人员组成的课程建设机构，通过开设新的课程、

更新或补充原有课程、 新学科信息或 新研究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等方

式使教学内容得到更新、深化和丰富，开阔学生视野。通过三年建设，专

业类课程的覆盖率达到 100%，实现课程与科教融合的全覆盖，动态更新，

促进学科发展。

（3）建设期内与科研单位共建中试基地 3 个以上，丰富学生的实习

条件。学生可参加各类科技竞赛活动，进课题组、进实验室、参与科研项

目。

通过以上措施，实现科研资源和教学资源的深度整合，在科学研究、

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等方面注入新的活力，进行创新性的探索释放新动能，

形成以学科建设带动科教融合，科教融合力促学科建设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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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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工技术与工程学科在原有制浆造纸工程、制糖工程、生物质化学与

工程、发酵工程四个研究方向的基础上，预期通过三年的建设，一方面夯

实原有研究方向的基础，提高在该学科领域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基于多

学科交叉发展的必然趋势，紧密围绕生物基材料与绿色造纸国家重点实验

室，进行学科交叉与融合，对相关研究领域存在的基础科学问题开展拓展

研究。

经过三年建设，融合生物基材料与绿色造纸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方

向，将轻工技术与工程的研究方向领域拓展至木质化生物质资源特性及其

应用、纸与纸基新材料、微生物合成材料、变性淀粉及其功能材料，具体

的包括：生物质资源的高质清洁利用是该领域普遍存在的关键问题，木质

纤维资源、淀粉、植物蛋白、植物胶等天然高分子的资源特性与科学研究

是理论基础。生物质资源组分的物理、生物、化学协同高效绿色分离是实

现绿色清洁利用的关键途径。纸与纸基新材料的构建与设计是实现生物质

资源高质化利用的重要途径。通过生物协同效应、造纸用淀粉改性机理、

绿色造纸关键基础理论的研究，实现生物基材料、造纸领域的高质和绿色

发展的目的。

生物质是地球上 广泛存在的物质，它包括所有的植物、微生物以及

以植物、微生物为食物的动物及其生产的废弃物。有代表性的生物质如木

质纤维素类植物，如农作物、农作物废弃物、木材、木材废弃物；植物果

实聚糖类，如淀粉、麦芽糖和葡萄糖；动物类生物质，如动物皮毛纤维、

动物油脂等。由此可见，生物质资源种类繁多，覆盖领域广，涉及多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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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学科，如以植物纤维类为代表的制浆造纸行业、林产品加工行业、木

材加工行业、纤维水解行业等，突破植物纤维的造纸特性以及组分分离的

解构屏障，解决造纸用纤维的造纸特性、绿色组分分离技术、纸产品及纸

基新材料的制备以及造纸过程产物资源化利用和减排等关键问题，充分利

用原料中的每一种组分，实现原料充分利用、产品价值 大化已成为上述

各个行业发展的方向。以淀粉类聚糖为代表的发酵行业、食品行业、能源

转化行业等，以动物纤维为代表的生物油脂、皮革制品等。随着石油化工

资源、能源以及环境问题的日益加重，上述工业的可持续发展均受到了越

来越严重的制约，突破生物基材料和绿色造纸的共性关键科学问题以及瓶

颈技术，实现多学科、多行业交叉融合发展，培育交叉产业，优化资源结

构，对于进一步促进生物质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功能材料制造具有重要意

义。以工业生物技术等为标志的新一轮技术创新，为生物质的开发利用提

供了技术支撑。生物质资源的开发利用、生物基产品的清洁生产与高效转

化、具有特定功效的工业微生物的培育已成为各国抢占的科技和产业发展

制高点。因此，基于学科和国家重点实验室等科研平台，进行学科的拓展

研究，发展生物基产业，促进多行业协同发展符合山东省“十三五”发展

规划和国家可持续发展战略。

生物质资源成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可再生资源。基于生物质资源

的制浆造纸、生物化工、淀粉等传统产业面临重大变革。随着科学技术的

发展、环境与资源问题的凸显，以及新材料研发的蓬勃兴起，拓展生物质

资源的研究领域，包括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淀粉、植物蛋白、植

物胶等天然高分子的基础科学研究，解决相关产业领域的重大问题，推动

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并深入到新型功能材料的研发和附加值高、环境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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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生物基新材料等领域，进行生物基材料与绿色造纸基础理论及技术研

究是国际生物质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本学科长期从事上述领域的研究并

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带动和引领了相关产业的发展。可以预见，该领

域的科学研究与技术突破对于相关传统产业的提质增效、转型升级具有重

大意义。

2-3-2 团队建设成果

学科团队建设是保证学科发展的中的重要一环。三年建设期内，将积

极探索多种人才培养、引进和管理模式，培养高端优秀人才，引进高层次

专家学者，促进学术思想和研究项目的交流，为学科的教学科研水平提高

莫定良好的人才基础。

学科将坚持“引进与培养”并重，人才引进充分体现多渠道、多层次

和多种形式的特点，人才培养着力抓好高水平科研人员的科学研究水平和

学术交流能力等，因材施策，建立符合学科发展、体现学科特色的人才引

进、培养、竞争和激励机制强化和壮大优秀中青年人才队伍，优化科研团

队专业结构、年龄结构和学缘结构。未来三年，计划培养引进国家千人计

划、万人计划、长江学者、国家杰青、百千万人才等高层次人才 3 人以上，

培养或引进学术骨干等 22 名以上，使学科固定人员达 120 人以上，形成

2个以上由国家级高层次专家领衔的教学、科研团队，建成一支国家和我

省重大战略需求、年龄结构合理、创新能力突出的、具有国际化视野的高

水平创新团队。预期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突破与完善。

（1）科教融合促进学科团队建设

科教融合发展是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新模式，也是国家创新驱动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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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在要求，更是创新型、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可靠保障，为本学科的发展

提供了发展契机。2017年 5月 28日山东省人民政府整合原齐鲁工业大学、

山东省科学院组建新的齐鲁工业大学，是省委省政府在新旧动能转换的关

键时期，在科教融合方面进行的重大探索，为学校发展、学科建设、行业

转型提供了新的平台和机遇。形成科研人员岗位教师聘任办法，聘任省科

学院、行业研究员等科研单位的科研人员为兼职或指导教师，承担本科生

的培养任务，该类型人员建设期内达到 30%，深度参与学科建设和人才培

养。

（2）建立多层次教学研究团队

为促进研究人员的流动和学科的相互渗透，学科研究队将借助国家重

点实验室的固定人员和流动人员机制，建立一支专兼结合、相对稳定与合

理流动相结合的高水平教学科研队伍。

在充分发挥固定人员作用的同时，根据学科发展和课题研究需要，与

有关单位的优秀人才进行密切协作，共同申报前沿性科研课题和进行科技

开发协作，以多种形式吸引这些优秀人才进行联合研究。

（3）注重引进和培养青年优秀人才

近年来，先后引进了加拿大 University of New Brunswick 宋兆萍

博士、韩国国立江原大学和铭博士等多位具有国外学历的高水平人才，在

此基础上建设期内，学科将继续加大人才引进，大力引进高层次专家学者

的同时，注重培养优秀青年人才。遵循人才成长的规律，大胆启用有才华

的年轻人，同时给予教学科研支持，并破格将他们推上相应岗位，形成了

成果、出人才的良性循环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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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 平台建设成果

1.科研平台建设

依托单位未来三年将进一步加大科研条件支持力度，新增实验室面积

10000 平方米，购置大型科研仪器设备 30 台（套）以上，使科研仪器设

备总值达到 1.3 亿元以上，并逐步建设功能配套、满足科研需求、与创新

工程相适应的仪器、装备体系，为学科发展提供与国际接轨的高水平、高

效率的分析测试手段和科研条件。

2.对外交流与合作平台建设

积极申报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充分发挥其在科研项目、实验条件和解

决国家重大需求等方面的优势，根据研究方向和依托项目设置开放基金，

吸引国内外优秀科技人才，加大开放力度，积极开展国际和国内合作与学

术交流，联合创办 2个研究机构。与此同时，建设期内与科研单位加强交

流，共建中试基地 3个以上，丰富学生的实习条件。学生可参加各类科技

竞赛活动，进课题组、进实验室、参与教师科研项目。

3.构建一流学科与国家重点实验室平台建设协同新机制

三年建设期内，基于一流学科建设的相关支持和政策，通过继续建设

国家级特色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和国家级精品课程等方面提升专业水

平，进而实现学科的跨越式发展，促进教学科研队伍、条件等提高，带动

科研平台发展。

与此同时，基于本学科的设置和我省的行业现状，构建省部共建国家

重点实验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协同创新中心等科技平台，在科技部、

教育部、山东省政府的支持下，围绕轻工技术与工程领域的关键科学问题，

开展科学研究，完善提升实验室的人才队伍、仪器设备、科研用房等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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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改善并升级办学条件，改善教学条件、促进学科发展，服务并引领

行业转型发展。

2-3-4 标志性成果目标

1.科研成果

围绕学术前沿、国家战略目标和我省创新驱动需求，组织开展基础研

究，在轻工技术与工程领域产出原创性成果并强化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

转化机制。积极争取获批国家级科研项目36 项以上，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75 项以上；发表 SCI 收录论文 180 篇以上，其中一区期刊论文 24 篇以上；

出版学术专著 5部；获得省部级科研奖励 2 项以上，力争国家级科研成果

奖励 1项。

建设期内形成解决行业共性关键技术的原创性标志性成果3 项以上。

2.教学与教研成果

围绕轻工技术与工程学科建设和发展，建设期内建设形成具有学科和

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高水平的教学科研团队 1 个；联合建立稳定的“就业创

业见习基地”和“社会实践基地”5个；发表教研论文 30 篇，出版教材 3

部；获省级教学成果奖 3项，省级教材奖 2 项，力争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

奖 1 项。

3.创新科教深度融合力促一流学科建设新模式

实现科研资源和教学资源的深度整合，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学科

建设等方面注入新的活力，进行创新性的探索释放新动能，形成以学科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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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带动科教融合，科教融合力促学科建设新模式。形成科教融合促进新教

材、新课件、新实验更新机制。建成高水平的科研使教师和科研人员组成

的课程建设机构，通过开设新的课程、更新或补充原有课程、 新学科信

息或 新研究成果转化为教学内容等方式使教学内容得到更新、深化和丰

富，开阔学生视野。通过三年建设，专业类课程的覆盖率达到 100%，实

现课程与科教融合的全覆盖，动态更新，促进学科发展。

4.构建一流学科与国家重点实验室协同助力新旧动能转换新机制

通过三年建设形成轻工技术与工程学科建设与省部共建生物基材料

与绿色造纸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协同发展机制，实现人才队伍互通、科研

教学资源共享、科研成果转化与人才培养协同发展。基于一流学科建设和

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建设形成具有学科和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高水平的教学

科研团队 2个以上，致力于学科建设和国家重点实验室协同发展，从人才

培养、科研平台、成果转化等角度形成助力山东省轻工行业领域的新旧动

能转换的新机制。

5.实现一流学科建设引领我省轻工行业向生物基材料和绿色化工领

域转型发展

搭建基础与认知、专业基础与技能、综合训练及创新等层面的实践教

学平台，联合建立稳定的“就业创业见习基地”和“社会实践基地”，将

建成产学研合作教育基地 14 个。依托我省轻工相关产业背景，规划学科

的发展路径和方向，紧抓国家和国内发展前沿，发挥学科在科学研究、人

才培养等方面的优势，形成标志性科研成果和培养与行业发展匹配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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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人才，从科技成果和智力支持两个角度对我省轻工相关产业进行支撑和

引领，实现行业的转型发展和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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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1）人才团队建设：引进国家千人计划、万人计划、长江

学者、国家杰青、百千万人才等高层次人才 1 人，培养或引进

学术骨干等 7名，使学科固定人员达 95 人。

具体做法：通过多渠道进行人才招聘、引进与培养，建

立学科人才建设的引进流程与机制，保证人才引进的效率和质

量。

（2）条件建设：购置大型科研仪器设备 10 台（套）以上，

使科研仪器设备总值达到 1.1 亿元以上。国际和国内合作与学

术机构联合创办 1个研究机构。

具体做法：基于学科建设经费和相关平台建设经费，整合

相关资源进行仪器设备等的更新与购置，搭建学科发展的条件

建设。

（3）科研成果：积极争取获批国家级科研项目 12 项以上，

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25 项以上；发表 SCI 收录论文 60 篇以上，

其中一区期刊论文 8 篇以上；出版学术专著 2 部；获得省部级

科研奖励 1项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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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研成果：发表教研论文 10 篇，出版教材 1部；力

争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1 项；联合培养实践基地 2 个以上。

实现在校学生双导师率达到 40%。

具体做法：形成教学科研、成果的筛选、培育、竞争、奖

励等机制，充分发挥学科人才队伍的能动性，有步骤、有规划

的形成标志性教学和科研成果。

（5）人才培养：建设形成具有学科和国家重点实验室的高

水平的教学科研团队 1个；联合建立稳定的“就业创业见习基

地”和“社会实践基地”5 个；科研机构兼职或指导教师达到

总教师人数的 20%；科教融合专业类课程的覆盖率达到 40%；与

国内外科研机构联合培养学生和教师人数达到 10 名。

具体做法：充分发挥我校科教融合的优势和产业背景条件，

从人才队伍、实践条件、科研促教学等多方面进行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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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人才团建设：引进国家千人计划、万人计划、长江学

者、国家杰青、百千万人才等高层次人才 1 人，培养或引进学

术骨干等 8名以上，使学科固定人员达 105 人以上，形成 1个

由国家级高层次专家领衔的学术团队。

具体做法：通过多渠道进行人才招聘、引进与培养，建立

学科人才建设的引进流程与机制，保证人才引进的效率和质量。

（2）条件建设：新增实验室面积 10000 平方米，购置大型

科研仪器设备 10 台（套）以上，使科研仪器设备总值达到 1.2

亿元以上。

（3）科研成果：积极争取获批国家级科研项目 12 项以上，

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25 项以上；发表 SCI 收录论文 60 篇以上，

其中一区期刊论文 8 篇以上；出版学术专著 2 部；获得省部级

科研奖励 1项以上。

具体做法：基于学科建设经费和相关平台建设经费，整合相

关资源进行仪器设备等的更新与购置，搭建学科发展的条件建

设。

（4）教研成果：发表教研论文 10 篇，出版教材 1 部；联

合培养实践基地 2个以上。实现在校学生双导师率达到 70%。

具体做法：形成教学科研、成果的筛选、培育、竞争、奖

励等机制，充分发挥学科人才队伍的能动性，有步骤、有规划

的形成标志性教学和科研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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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人才培养：联合建立稳定的“就业创业见习基地”和

“社会实践基地”5 个；科研机构兼职或指导教师达到总教师

人数的 40%；科教融合专业类课程更新的覆盖率达到 70%；建设

期内与科研单位共建中试基地 1 个；与国内外科研机构联合培

养学生和教师人数达到 10 名。

具体做法：充分发挥我校科教融合的优势和产业背景条件，

从人才队伍、实践条件、科研促教学等多方面进行人才培养。

2020 年 （1）人才团建设：引进国家千人计划、万人计划、长江学

者、国家杰青、百千万人才等高层次人才 1 人，培养或引进学

术骨干等 8名以上，使学科固定人员达 120 人以上。

具体做法：通过多渠道进行人才招聘、引进与培养，建立

学科人才建设的引进流程与机制，保证人才引进的效率和质量。

（2）条件建设：购置大型科研仪器设备 10 台（套）以上，

使科研仪器设备总值达到 1.3 亿元以上。国际和国内合作与学

术机构联合创办 1个研究机构。

（3）科研成果：积极争取获批国家级科研项目 12 项以上，

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25 项以上；发表 SCI 收录论文 60 篇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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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一区期刊论文 8 篇以上；出版学术专著 2 部；获得省

部级科研奖励 1 项以上。力争国家级科研成果奖励 1 项。

（4）教研成果：发表教研论文 10 篇，出版教材 1 部；联

合培养实践基地 2 个以上。争取省级教材奖 2 项，实现在校学

生双导师率达到 100%。

（5）人才培养：联合建立稳定的“就业创业见习基地”和

“社会实践基地”4 个；科研机构兼职或指导教师达到总教师

人数的 50%；科教融合专业类课程的覆盖率达到 100%；建设期

内与科研单位共建中试基地 1 个；与国内外科研机构联合培养

学生和教师人数达到 10 名。

具体做法：充分发挥我校科教融合的优势和产业背景条件，

从人才队伍、实践条件、科研促教学等多方面进行人才培养。

说明：填写完成每项目标任务的时间表和具体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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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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科研设备购置与维护 200

科研设施修缮与改造 30

人才引进和培养 200

课程建设 30

学术交流 10

科研、教学研究课题 40

日常运行管理 15

年度合计 525

2019

科研设备购置与维护 300

科研设施修缮与改造 40

人才引进和培养 300

课程建设 40

学术交流 20

科研、教学研究课题 30

日常运行管理 20

年度合计 750

2020

科研设备购置与维护 300

科研设施修缮与改造 30

人才引进和培养 300

课程建设 30

学术交流 20

科研、教学研究课题 30

日常运行管理 15

年度合计 725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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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项建设类学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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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 年 月 日 2018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