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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1.1 培养目标（层次、类型、规模结构目标） 

北京工商大学机械工程学科是学校最早开展研究生培养的学科点之

一。1981 年开始招收培养轻工机械方向硕士研究生，1986 年和 1998 年先

后获批机械设计及理论、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2007

年获批机械工程专业硕士学位（在职）授予权；2010 年获得机械工程一级

学科硕士研究生学位授予权，2010 年开始招收培养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

位研究生。 

机械工程是为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各类机械装备以及制造

技术的重要工程领域，培养从事机械工程领域的研究、开发和设计等方面

工作的高级应用专业人才。能广泛扎实地掌握机械工程领域的基础知识和

宽口径的专业知识，掌握现代机械设计基础理论和方法、现代制造技术、

现代控制理论和方法、机电液一体化技术以及相关的试验、分析和维修理

论及技术；具有从事新产品开发设计能力、生产工艺设计及实施能力、生

产设备管理及使用维修能力；熟练掌握一门外语，掌握机械工程领域的基

础知识，具有较强的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  

根据上述目标定位，获得本学科学术学位的研究生应掌握本专业方向

更深入的基础和专业基础知识，具有较高的学术修养及学术道德，特别是

应具备较高的学术能力，能独立开展与本学科相关的科研工作，具有一定

的学术成果。上述要求已经在“北京工商大学机械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授予

标准”中做出了具体规定。  

本学科近两年每年招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 16 名左右，专业学位硕士

研究生 35 名左右，学制均为 3 年，目前在读硕士研究生 128 名。近年来，

本学科为社会培养输送了大量的专业人才，明确了“立足轻工、实践育人”

的培养目标，确定了“做中学”、“产学研合作”和“行业化”的培养方

针。力求培养出品德优秀、爱国敬业、学习能力强、专业素养过硬的复合

型人才。本学科毕业的研究生绝大部分进入到制造业相关的专业岗位或在

本专业领域继续深造，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人才培养链条。 



 

 

1.2 学位标准（单位标准） 

执行国家标准，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届学科评议组编写的《一级

学科博士、硕士学位基本要求》作为本学位点授予硕士学位的基本标准。 

（1）学习年限  

硕士研究生学制为 3 年，学习年限最长不得超过 5 年。  

（2）学分要求  

硕士研究生需修满至少 35 学分，学分组成为：公共课 8 学分，基础

课 8 学分，专业课 8 学分，选修课至少 8 学分，必修环节 3 学分。  

公共课由学校统一开设，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自然辩证法概论》、《英语 I》、《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与论文写作指

导》、《实验室安全》、《心理健康》等，外语为英语的硕士研究生，根

据入学考试成绩及六级成绩进行划分，达到免修条件者可申请免修研究生

公共英语。  

基础课包括《数值分析》、《弹性力学》、《精密测量与测试技术》、

《机电控制技术》，专业课包括《有限元分析》、《机器人机构学》、《嵌

入式计算机控制技术》、《机械工程信号处理》等，选修课包括《食品机

械与工程》、《振动与模态分析》、《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现代

制造工程》、《智能机器人技术》、《食品装备与过程控制》等，课程设

置本着厚基础、宽口径、关注学科前沿的原则，让学生在有限的时间内，

学到有用的知识。选修课至少包含 1 门跨学科课程，由导师根据研究方向

指导选课。同等学力或跨专业录取的硕士研究生须在导师指导下补修相应

专业本科阶段主干课程 2 门，须参加本科课程考试且成绩合格，不计学分。  

必修环节包括学术讲座、专业创新实践、综合素养三部分。硕士研究

生在校期间必须参加至少 10 场由研究生院、学院或学科组织或认可的专

题讲座、学术报告或研究生论坛；专业创新实践包括学术研讨班、科学研

究、专业实践、学科竞赛、社会服务等活动，应按要求从 5 项活动中至少

选择 4 项完成；应按照要求参加研究生院组织的“明德大讲堂”系列讲座

学习。  

（3）学位论文  



 

 

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相关环节及学位论文工作包括开题答辩、中期

检查、科研成果审核、论文文字重复率检测、匿名评审、答辩。具体要求

可见《北京工商大学全日制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管理办法》、《北

京工商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文字重复率检测管理办法》、《北京工商大学

关于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  

学位论文选题：研究生在导师的指导下选定研究课题。选题一方面要

考虑本学科研究的前沿性和可操作性，另一方面要力求和国家或省部级的

基金项目、攻关项目等接轨。  

学位论文开题：学位论文工作应在导师指导下尽早开始，在查阅文献、

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做好开题报告。开题报告主要包括立题意义、文献综述

初步、研究计划及目标、主要理论（技术）难题及拟解决方案等。开题报

告应在学科范围内公开宣讲，并广泛征求意见。  

学位论文中期检查：学位论文中期检查应在第五学期初完成。论文中

期检查实行末位监控制度。具体要求详见《北京工商大学学术型硕士研究

生学位论文管理办法》。  

专业论文发表要求：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必须发表学术论文，以第一

作者或以第二作者（导师为第一作者）身份，就读期间在北大核心期刊上，

或被 CSCD、EI、SCI、SSCI 以及 A&HCI 检索的核心期刊上，发表 1 篇学

术论文。具体要求详见《北京工商大学关于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工作实施

细则》。  

论文答辩与学位申请：学位论文经过文字重复率检测合格后进行匿名

评审。所有研究生学位论文必须经过答辩，答辩实行末位监控制度。论文

匿名评审和答辩具体要求详见《北京工商大学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管理办法》。积极推行学位论文的“双盲”送审和公开答辩制度。  

二、基本条件 

2.1 培养方向（特色优势） 

本学科点包括机械设计及理论、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两个培养方向。 

机械设计及理论主要研究领域包括食品机械设计制造与应用、机械创



 

 

新设计以及轻工自动机械设计及理论，以轻工和食品机械为研究对象，综

合应用计算机数值仿真技术、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先进传动技术、现

代设计理论等现代设计方法，实现轻工和食品机械设计中的技术创新和跨

越，为轻工和食品机械设计提供现代设计手段，特别是在计算机数值仿真

技术方面具有鲜明的特色。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主要研究领域包括 3D 打印技术、复合材料加工

技术、微机械加工技术。重点研究金属 3D 打印技术的基本原理和选区激

光熔化成形的工艺优化策略及其改进方法、芳纶纤维复合材料高精度成形

技术、金属材料表面镀膜及改性处理及相应的精密检测技术；研究轻工机

械异型零件精加工、动态检测、集成 CAD/CAM 系统、加工检测数据处理和

网络控制、先进复合材料加工技术等，其中在选区激光熔化成形的工艺优

化和芳纶纤维复合材料加工的研究上取得了较多进展和突破。 

2.2 师资队伍（带头人、骨干/行业） 

学科专任教师数量 54 人，其中正高级职称 9 人，副高级职称 31 人，

中级职称 14 人，海外经历教师 23 人，硕士生导师 35 人。此外，还有兼

职硕导 52 人作为研究生企业导师。学科带头人黄志刚教授（中国食品和

包装机械工业协会副会长、机械工业食品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

刘玉德教授（全国机械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应用技术人才培养促进与

指导委员会委员）、石文天教授（中国机械工业金属切削刀具技术协会切

削先进技术分会高级会员）、冯涛教授（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噪声防治

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都具有非常扎实的科研实力。还拥有知名学者项辉

宇教授、张丽梅教授、孟春玲教授等一批高水平导师，为培养高质量研究

生提供了有力保障。 

2.3 科研项目（纵/横） 

近五年来，本学科积极开展科研工作，科研项目持续增长，纵向项目

共立项近 40 项，其中省部级以上项目 19 项，五年来总到位经费 2154 万

元，其中纵向项目累计到校经费 1025 万余元，横向项目立项共计 130 项，

累计到校经费 1129 万余元。 

 



 

 

代表性项目清单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负

责人 
项目来源 

获批

年度 

项目起止年

月 
项目类型 

合同经费

（万元） 

1 

草莓贮藏过程中聚乳酸

包装材料对其保鲜和品

质风味影响机制的研究  

黄志刚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2021 

2022.01-2

025.12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75.4 

2 

真空干燥室压力变化加

速蓝莓脱水通路萌生的

机理及优化调控  

张卫鹏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2021 

2022.01-2

024.12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30.0 

3 

复合材料柔性转子系统

的非线性振动及其约束

阻尼减振研究  

代其义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2021 

2022.01-2

024.12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30.0 

4 

基于钢索微损伤模型的

索杆结构破坏机理与可

靠性研究  

张丽梅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2020 

2021.01-2

024.12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69.6 

5 

基于模辊机构与原料相

互作用的颗粒饲料制粒

成型机理研究  

彭飞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2020 

2021.01-2

023.12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30.0 

6 
粮油质量安全溯源控制

系统研发  
李楠  科技部  2020 

2019.12-2

022.12 

国家科技计划

项目申报中心

重点研发计划  

40.0 

7 

基于控形控性的芳纶复

合材料刀具设计及确定

加工技术研究  

石文天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2019 

2020.01-2

023.12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面上项目  
72.0 

8 

新型人工晶状体视觉仿

生微机构设计方法及调

焦机制研究  

杜秋月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2018 

2019.1-20

21.12 

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  

30.0 

9 

中央厨房前处理及餐厨

剩余物适时预处理技术

装备研发（子课题）  

黄志刚  科技部  2018 
2018.07-2

020.12 

国家科技计划

项目申报中心

重点研发计划  

65.0 

10 

食品新型微细化加工技

术基础和压榨过程模型

研究  

吴雪  科技部  2016 
2016.07-2

020.12 

国家科技计划

项目申报中心

重点研发计划  

98.6 

12 

中央厨房前处理及餐厨

剩余物适时预处理技术

装备研发（子课题）  

黄志刚  
国家科技

部  
2018 

2018.7-20

20.12 

国家科技计划

项目申报中心

重点研发计划

（子课题）  

65.0 

13 

蛋白－多糖共混体系凝

胶微观分形模型的建立

和分析  

毕崇浩  

北京市自

然科学基

金委  

2018 
2018.1-20

19.12 

北京市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  
10.0 

14 

生物降解聚酯异向双螺

杆挤出建模与调控热降

解行为研究  

黄志刚  

北京市自

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

2018 
2018.1-20

20.12 

北京市自然科

学基金项目  
80.0 



 

 

北京市教

育委员会  

15 
机械安全风险预警关键

技术研究  
罗红旗  

南京理工

大学  
2018 

2018.1-20

20.12 

国家科技计划

项目申报中心

重点研发计划

（子课题）  

13.0 

16 

2017 年度创新基地培育

与发展专项 -食品包装用

淀粉基材料安全性测试

技术及标准研究  

黄志刚  

北京市科

学技术委

员会  

2017 
2017.5-20

18.5 

北京市科委科

技计划项目（课

题）  

50.0 

17 

新型热处理装备加工过

程的数值模拟及结构开

发  

张丽梅  企业  2021 
2021.4-20

22.4 
横向  60.0 

18 
机器人用双圆弧谐波齿

轮传动齿形及加工工艺  
辛洪兵  

有限责任

公司  
2018 

2018.3-20

18.12 
横向  50.0 

19 

换流站内基于频谱的噪

声反演方法和多源噪声

分离技术研究服务  

冯涛  
有限责任

公司  
2018 

2018.11-2

019.11 
横向  40.0 

20 
胚芽米机产业化前期迭

代试生产  
汤晓华  企业  2017 

2017.9-20

17.12 
横向  30.0 

21 
双圆弧齿廓谐波齿轮传

动设计与制造技术  
辛洪兵  

有限责任

公司  
2017 

2017.1-20

18.1 
横向  30.0 

22 
轨道类游乐设施速度测

量装置加工与测试  
项辉宇  科研机构  2020 

2020.1-20

21.3 
横向  29.6 

23 

输电线路可听噪声的时

域测试与站界处声强测

试服务  

冯涛  
有限责任

公司  
2020 

2020.9-20

21.12 
横向  27.0 

24 
游乐设施测试用多规格

人体模型研制  
项辉宇  国有企业  2019 

2019.12-2

020.12 
横向  25.8 

25 
缓释肥料和农林保水剂

降解试验（2020）  
黄志刚  

各级管理

部门  
2020 

2020.5-20

20.12 
横向  25.0 

26 
热处理装备加工技术的

开发  
张丽梅  

有限责任

公司  
2019 

2019.12-2

020.12 
横向  25.0 

27 
缓释肥料和农林保水剂

降解试验  
黄志刚  

各级管理

部门  
2019 

2019.9-20

19.12 
横向  24.0 

28 
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申

报材料编制服务  
李刚  

有限责任

公司  
2021 

2021.11-2

021.12 
横向  20.0 

29 

不锈钢杀菌锅裂纹和均

质机斜齿轮损伤的力学

特性分析  

张丽梅  
有限责任

公司  
2018 

2018.10-2

119.10 
横向  20.0 

 

2.4 教学科研条件（重点实验室、重点平台） 



 

 

本学科拥有 3D 金属打印机、台式扫描电子显微镜、高精度测力系统、  

X 射线应力测定仪、3D 扫描仪等先进实验设备，仪器设备总值达 8360 余

万元，实验室面积约 1800 平方米。拥有“中国轻工业绿色塑料成型与质量

评价重点实验室”国家级科研平台，有“塑料卫生与安全质量评价技术北京

市重点实验室”、“ 国家塑料制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北京）”、“中国轻工

业工业互联网与大数据重点实验室”等省部级科研平台。这些平台对学科

发展及人才培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支撑作用。  

2.5 奖助体系（总量、覆盖） 

学校和学院为学生提供各种助研、助管、助教机会，使学生在锻炼才

干的同时，获得一定的助学奖励。学校还设置有国家奖学金、国家助学金、

学业奖学金和优秀毕业生奖学金等各类奖助学金，本学科在 2021 年获得

的奖助学金总额达到了 53.45 万元以上。此外，导师也为研究生的科研工

作提供了相关研究经费和补助。学校、学院和导师多方位提供了多种奖助

学金，覆盖率达到了 100%。 

2.6 经费支持（教改、人才培养等） 

   本学科坚持以人为本，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全面提升教学管

理水平，大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依托新一代信息技术不断提升智慧教学

水平，持续深化学科教育教学改革。2021 年凝练教育教学成果，获学校教

育教学成果特等奖一项、一等奖一项、二等奖一项，并积极开展北京市教

育教学成果奖申报工作。本年承担了多项由研究生院归口的研究生教育教

学改革项目和创新能力提升计划项目等，在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和教育教

学改革方面获得了一定的经费支持。  

本学位点教师立足学术前沿，发扬学科优势，不断提高自主创新能力，

2021 年总到账科研经费 484 万余元，其中纵向到账经费 235 万、横向到账

经费 249 万余元，专任教师人均科研经费超 10 万元。本学科还积极鼓励

研究生参与国内和国际学术会议及各类竞赛和科研项目，积极将科研经费

用于研究生培养。  



 

 

三、人才培养 

3.1 招生选拔（考录比、生源结构、择优措施） 

   2021 年机械工程学科考录比 73:32，较往年呈逐年增加趋势，显示本

学科招生形势更加良好，前来报考的学生数目逐年增多。生源结构本校约

占 50%，其他学校占 50%，含京内京外生源，其中机械工程学术型硕士多

为京外调剂生源，其中不乏多所国内双一流学科的考生。择优措施方面，

每年暑期有研究生招生夏令营活动，针对当年考研的学生专门设置，在该

活动中表现优异的学生可享受择优录取原则。  

3.2 党建和思想政治教育（含辅导员） 

2021 年，学科贯彻学院党组织会议和党政联席会议制度，制定落实系

务会管理办法，规范党组织建设；深入开展“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和“不

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活动；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始终

把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融入到学生培养的方方面面；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引领学生成长，不断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充分发挥组

织育人功能，增强思想引领，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与全面发展。深入学习贯

彻习近平总书记七一讲话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  

学院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多次召开专题学习，书记、院长带头领学，

组织各基层党支部开展好学习活动，按照要求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总书

记七一讲话和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作为今后一个时期的重大政治任

务。深入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系列活动，制定学院实施方案，召开动员大会、

专题组织生活会，将党史学习纳入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内容，班子成

员以上率下，组织引导学院党员、积极分子永远跟党走，“学起来”“唱

起来”“讲起来”“做起来”，坚定理想信念，勇担时代使命；开展主题

党日活动和各类社会实践活动；落实“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配合完成

学校第四轮校内巡察工作，对标对表，直面问题，立行立改，真改实改，

切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持续加强学术道德和科学精神教育，

将思政元素融入研究生课堂，加强导师培训，加强研究生课程思政建设；

配备 5 名具有博士学历的青年教师担任研究生兼职辅导员，负责研究生思



 

 

想政治教育和日常管理工作，配备 3 名具有硕士学历辅导员负责研究生党

建工作和就业指导工作。  

3.3 课程与教材（案例教学，培养方案） 

本学位点在研究生课程教学方面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整、规范、科

学的运作体系，所设置的核心课程数量和内容都符合各自学科研究方向的

要求，每门课程都配备有较高教学和科研水平的主讲教师。各门课程的教

学质量都逐年提高，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持续得到改进，从而取得了良好

的教学效果。  

（1）课程教学管理制度建设及执行情况  

本学位点严格按照教育部和学校的要求标准进行教学管理制度建设，

所有课程的教学运行过程都需要接受我校研究生院的“研究生教育管理

系统”中的质量监控体系的监督，所有课程都需要接受学生从 11 个方面

所进行的教学评价，并直接反馈给该课程的主讲教师，以帮助其改进、提

高教学水平。该制度自建立以后一直运行良好，学生的参与度较高，也得

到了各主讲教师的接受和执行。  

（2）课程体系建设情况  

本学位点在课程体系建设上积极投入，课程内容以当代科学技术发展

为依托，服务于社会生产、生活和经济建设为主要目标，满足了当前阶段

整个经济社会发展、学科发展前沿和研究生人才培养的需求。除包含专业

基础核心课程内容外，每门课程都尽可能开设反映学科发展前沿专题，或

满足研究生个人发展需求的特色内容。以上课程的设置主要大都围绕着我

校的传统学科优势，并从多个方面反映了机械工程、轻工技术、商科等多

个相关学科的相通和融合，从而体现出明显的工商融合特色。所有课程的

内容都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与实践而及时更新，体现学校优势和学科特色，

并在传统理论课程的基础上适当增加了部分实践类课程，突出了应用型人

才的培养目标。此外，各类课程在考核方式、考核标准、授课教师、授课

方法等方面也多有创新，从而能够全方面的考核和培养学生的综合学习、

实践能力。  

（3）教材建设情况  



 

 

本学位点的核心课程推荐使用本学科领域的知名教材和经典教材，同

时为了拓宽研究生的视野，导师向学生推荐一定的教材书目、相关著作和

文献供以阅读，并且要求学生撰写读书报告；在图书资料方面积累了丰富

的资源，在校研究生都可以凭证件随时借阅和使用各类设施和学术资源，

从而为其从事相关学术探索提供了方便、充足的平台支持；鼓励老师积累

多年的教学经验，撰写有特色的研究生教材。近 3 年，已经先后出版了《食

品加工机械与设备》和《先进制造技术》等研究生用教材。  

（4）教学计划执行情况  

本学科所有课程都按照教学计划执行。所有课程都需要在开学之前一

个星期内修订完毕最新的教学大纲和教学方案，并要求授课教师在每次课

程结束之后认真填写教学计划执行结果表。此外，学院领导和教学督导也

不定期听取所有老师的现场授课，并组织学生座谈了解实际课程执行情况，

从而保证教学活动严格按照最初制定的计划进行。  

（5）课堂教学的授课方式及效果  

鉴于本学科专业属性，以及较强的实践性特征，绝大多数的课堂教学

都安排了课堂讲授与实验教学相结合的方式，案例讨论贯穿始终，调研报

告、专题讨论、实验研究、学术座谈相补充的多种教学方式，基本符合本

学科的特点和我校该学位点的实际情况，取得了良好的实际效果。  

（6）教学文件和教学档案管理  

本学位点配有专门的研究生教学秘书，及时传达学校及学院制定的各

项相关教学文件，并定期收集各门课程的教学档案，汇总之后进行科学的

分类保管，已经积累了较为完整的教学档案，该档案按课程属性由学院或

学校统一管理。  

3,4 学术训练（专业实践） 

本学位点十分重视研究生的学术训练，搭建研究生科学研究的平台，

建立了校内校外实践基地，营造良好的科研环境，设计各种研究生学术创

新项目，把研究和开发过程作为研究生学习的主要途径，让研究生广泛参

加各种学术活动、学术讲座、创新竞赛、展览等活动，扩大研究生视野，

激发创新的兴趣，营造科学严谨、学术空气浓厚的学术氛围，提高研究生



 

 

的学术能力。  

本学位点实验教学中心位于良乡校区工科实践中心，具有教学实验设

备及科研仪器设备资产 8300 余万元，包括机械加工、精密检测、食品机

械、包装工程等各方面的仪器设备，除了完成学科实践教学任务外，作为

开放型实验室，接收学生的自选实验课题、实验实践创新活动、各类专业

竞赛和课外科技活动以及教师的科研工作。  

为了方便研究生理论联系实践，本学位点一直重视校外科研实践基地

的建设，为不同方向的研究生提供了有针对性的研究实习单位。本学位点

与实践教学基地长期保持着良好密切合作，从而使学生既有足够的选择空

间，也有在特定实践基地充足的实习时间。本学位点对研究生科研实习建

立了较为完整、规范的制度和章程，并与相关的实习单位签订了正式的实

习协议，从而保证这一科研实践平台能够顺利、有序地运行。 

3.5 学术交流（竞赛） 

学科积极组织学生参与各类竞赛，进行学术交流，获得多个国家级和

省部级奖项，其中有全国大学生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及创业”挑战赛全

国总决赛特等奖、首届“青山杯”全国高校外卖包装环保创意挑战赛一等

奖、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北京赛区一等奖等。  

3.6 学风建设（道德规范） 

学科极力重视学风建设和道德规范教育，严格执行《北京工商大学研

究生学术道德规范》和《北京工商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写作规范》。针对

研究生，开设相关的必修课程，邀请专家举办相关主题讲座，并要求导师

在指导过程中突出学术道德教育，培养研究生合规合理的学术行为习惯和

道德修养。此外，学科严格把控学位论文质量，坚决杜绝学术不端行为，

所有申请答辩的毕业论文，均要进行重复率检测，结果合格的方可参与答

辩。  

3.7 培养成效（论文、获奖） 

2021 年度，学科培养成效显著，2021 年指导学生在本学科领域顶级

和著名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共 96 篇，出版高水平学术著作 3 部。指导多

名学生获得北京市优秀毕业生及北京市优秀硕士论文，并陆续有研究生获



 

 

得国家奖学金。2021 年，指导学生在国内外竞赛中获奖近 20 项。  

近两年发表的代表性论文清单 

序

号 
论文标题 指导老师 发表期刊 

发表年份及

卷（期）数 

期刊

收录

情况 

1 

Effect of high pressure homogenization 

treatment on the rheological properties 

of citrus peel fiber/corn oil emulsion.  

毕崇浩  

Journal of the 

Scienc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2020，

100(9) 
SCI 

2 



 

 

caused by TiAlN-and TiCrAlN-coated 

tools 

INSTITUTION 

OF 

MECHANICAL 

ENGINEERS 

PART 

J-JOURNAL OF 

ENGINEERING 

TRIBOLOGY 

12 

Roughness characterization and 

formation mechanism of abrasive air 

jet micromachining surface studied by 

power spectral density 

李全来  

Journal of 

Manufacturing 

Processes 

2020，57 SCI 

13 
Smart Online Fuel Sulfur Prediction in 

Diesel Hydrodesulfurization Process 
李楠  IEEE ACCESS 2020，8 SCI 

14 

Design and performance evaluation of 

a pilot-scale pulsed vacuum infrared 

drying (PVID) system for drying of 

berries 

张卫鹏  
Drying 

Technology 

2020，

38(10) 
SCI 

15 

The influence of formation 

temperatures on the crystal structure 

and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ultrahigh-molecular-weight 

polyethylene/high-density 

polyethylene-blend fibers prepared by 

melt spinning 

王非  

Journal of 

Industrial 

Textiles 

2020，49(8) SCI 

16 
Effect of Wheat Bran Fiber on the 

Behaviors of Maize Starch Based Films  
付宗强  

STARCH-STARK

E 

2020，72

（11-12）  
SCI 

17 
Fretting friction properties of laser 

surface texture microfilaments 
董秀萍  

Industrial 

Lubrication and 

Tribology 

2020，72(3) SCI 

18 
Development and experimental study 

on a pilot-scale feed pellet mill 
彭飞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Biological 

Engineering 

2021，13(6) SCI 

19 

Rheological properties and 

fractal-rheology analysis of peanut 

protein isolate suspension 

毕崇浩  
Int J Agric & Biol 

Eng 
2021，13(6) SCI 

20 

Effects of potato powder on wheat 

dough properties and fresh noodles 

quality 

陶春生  
CyTA - Journal of 

Food 
2021，19(1) SCI 

21 

Effect of flax gum on the functional 

properties of soy protein isolate 

emulsion gel 

毕崇浩  

LWT --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21，149 SCI 



 

 

22 

Cyclic and creep combination effects 

on the long-term undrained behavior of 

overconsolidated clay 

韩剑  
ACTA 

GEOTECHNICA 

2021，16

（4）  
SCI 

23 

Parametric study of damping 

characteristics of rotating laminated 

composite cylindrical shells using Haar 

wavelets 

代其义  
Thin-Walled 

Structures 
2021，161 SCI 

24 
Effect of strain rate on the adhesive 

bond shearing resistance of stiff clay 
韩剑  

Transportation 

Geotechnics 
2021，27 SCI 

25 

Towards high-quality biodiesel 

production from microalgae using 

original and anaerobically-digested 

livestock wastewater 

李刚  Chemosphere 2021，273 SCI 

26 

Real-time Vehicle Object Detection 

Method Based on Multi-scale Feature 

Fusion 

郭克友  IEEE Access 2021，9 SCI 

27 

Effects of Potato Powder and Starch on 

the Pasting, Rheological, and Thermal 

Properties of Dough 

陶春生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search 

2021，26(5) SCI 

28 

Vacuum and Infrared-Assisted Hot Air 

Impingement Drying for Improving the 

Processing Performance and Quality of 

Poria cocos (Schw.) Wolf Cubes 

张卫鹏  FOODS 
2021，10

（5）  
SCI 

29 
Effect of Glycerol Content on the 

Properties of Potato Flour Films 
付宗强  Starch 

2021，73

（5-6）  
SCI 

30 

Study on performance optimization of 

316L stainless steel parts by 

High-Efficiency Selective Laser 

Melting 

刘玉德  

OPTICS AND 

LASER 

TECHNOLOGY 

2021，138 SCI 

31 

Modeling research on laser quenching 

process of GCr15 bearing steel basing 

on material properties obtained with 

experimental methods 

李志强  
Materials 

Research Express 
2021，8(9) SCI 

32 

Experimental research on 

micro-cutting wear of 38CrSi steel 

caused by TiAlN- and TiCrAlN-coated 

tools 

石文天  

PROCEEDINGS 

OF THE 

INSTITUTION 

OF 

MECHANICAL 

ENGINEERS  

2021，235

（5）  
SCI 

33 

Study on Friction Characteristics of 

Laser Textured Metal Rubber 

Microfilaments under Solid 

Lubricating Grease 

董秀萍  

Protection of 

Metals and 

Physical 

Chemistry 

ofSurfaces 

2021，57

（2）  
SCI 



 

 

34 

Method for accurately measuring of 

acoustic time difference based on 

optimal threshold 

闫晓玲  Measurement 2021,171 SCI 

35 

Nonlinear Damping and Forced 

Response of Laminated Composite 

Cylindrical Shells with Inherent 

Material Damping 

代其义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pplied 

Mechanics 

2021，13(5) SCI 

36 

Effect of S on H-induced 

grain-boundary embrittlement in γ-Fe 

by first-principles calculations 

何洋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ydrogen Energy 

2021，

55(46) 
SCI 

37 

First-principles study of hydrogen 

trapping and diffusion at grain 

boundaries in γ-Fe 

何洋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ydrogen Energy 

2021，

10(46) 
SCI 

38 

First principles molecular dynamics 

simulations of H2S dissociation on Fe 

(111) in aqueous environments 

何洋  
Applied Surface 

Science 
2021，554 SCI 

39 

Effect of Ag doping on SnO2 sensing 

for detecting H2S: A first-principles 

study 

何洋  Vacuum 2021，194 SCI 

40 

Effect of acetylated cellulose 

nanocrystals on solid-state foaming 

behaviors of chain-extended 

poly(butylene 

adipate-co-terephthalate) 

邓亚峰  

URNAL OF 

VINYL & 

ADDITIVE 

TECHNOLOGY 

2021，27

（4）  
SCI 

41 

Rheological properties of peanut 

protein isolate aggregation suspension 

and acid-induced gel 

黄志刚  

INTERNATIONA

L JOURNAL OF 

AGRICULTURA

L AND 

BIOLOGICAL 

ENGINEERING 

2021，14(3) SCI 

42 

Effect of Process Parameters and Layer 

Thickness on the Quality and 

Performance of Ti-6Al-4V Fabricated 

by Selective Laser Melting 

景艳龙  Coatings 
2021, 11

（11）  
SCI 

43 

Research on feature extraction of 

mechanical operators with abnormal 

behavior 

罗红旗  

2020 2nd ITCA，

IEEE Computer 

Society 

2021，1 EI 

44 
挤压改性麦麸膳食纤维对饺子皮品质

的影响  
陶春生  中国食品学报  2020，20(1) EI 

45 
芳纶纤维增强复合材料的微铣削与铣

磨精加工  
刘玉德  材料导报  

2020，34

（16）  
EI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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叠层复合材料圆柱壳的细 -宏观阻尼

特性预测  
代其义  振动与冲击  

2021，40

（7）  
EI 

49 
TIN 和 TIALN 涂层刀具铣削铝锂合金

表面质量试验对比研究  
石文天  表面技术  

2020,49

（12）  
EI 

50 结构型声学超材料研究及应用进展  冯涛  振动与冲击  
2021，

40(20) 
EI 

51 

Abnormal sound detection of washing 

machines based on 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in production environment 

李楠  

Int. J. Wireless 

and Mobile 

Computing 

2021，20

（3）  
EI 

52 
丝径对 316L 不锈钢丝摩擦磨损行为

的影响  
董秀萍  摩擦学学报  

2021，41

（2）  
EI 

 

3.8 就业发展（去向类型） 

2021 年度，学科共有 44 位硕士研究生毕业并授予硕士学位，包括留

学生 2 名。处留学生外的 22 人全部就业，就业率达到 100%。其中，在国

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分别就业 22 人，在党政机关和科研设计单位分别就业 8

人，在高等教育单位和三资企业分别就业 10 人，升学 2 人。  

四、服务贡献(优势与特色) 

4.1 科研成果转化(转让收入，标准) 

本学科的研究成果广泛应用于工程实际，成果转化和咨询服务到校经

费总额 2020 年 169.55 万元，2021 年 149.48 万元。近 5 年，本学科获授权

专利 146 项，“机器人用双圆弧谐波齿轮传动齿形及加工工艺”、“  双圆弧

齿廓谐波齿轮传动设计与制造技术”等多项发明专利已转化应用，为企业

提供了显著的经济效益。近年来，持续为企业及科研院所提供咨询及服务，

五年内立项咨询项目 18 项、服务项目 64 项，总金额达 576 万余元。  

4.2 服务国家和地方经济建设 

本学科研究方向特色鲜明、面向国际科技发展前沿需要，在智能制造、

增减材制造技术、智能机械装备、食品加工与装备开发等方面培养出大批

优秀人才。学科发展的价值是在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彰显的，本学科服务



 

 

于北京市与国家经济建设，与企事业单位密切合作，主动为部分企业提供

技术支持，鼓励教师学生积极参与创新创业、开展横纵向课题研究，重视

基础研究、理论研究与应用开发相结合，积极引导研究产业化落地，加快

科研成果转化。通过深度推进科教融合，使学科发展始终站在科技前沿，

促进知识与产业相结合，服务国家和北京市的经济发展。 

4.3 服务社会发展(智库) 

本学科的科学研究的成果应用于社会各个方面。先进制造技术课题组

进行了金属增材制造技术研究，具体开展了 316L 与 TC4 材料在致密度、

微观组织、拉伸性能、缺陷机理方面的研究，提高了试件拉伸性能和综合

力学性能；确立了适用于避免翘曲、缺陷产生的极限角度悬垂结构的最佳

工艺参数。这些研究成果进一步拓宽了 3D 打印技术的能力和范围，并应

用于航空航天和食品机械领域。  

刘玉德教授牵头在餐厨垃圾处理方面开展针对性研究，解决了餐厨垃

圾处理中的自动化操作、餐厨垃圾与生活垃圾机械化分拣、臭气污染及能

耗高等问题，为餐厨垃圾处理技术及设备的广泛应用奠定了基础。目前该

技术已经在中纪委、国家税务总局、体育总局、质量监督总局、安监总局

及各省市得到应用，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和 3.2 亿元经济效益。  

石文天教授针对航天 529 厂加工芳纶纤维复合材料时遇到的加工缺陷、

刀具磨损等问题开展研究，取得了较多成果和多项突破，为芳纶纤维复合

材料在我国航空航天、武器装备等领域的广泛应用提供了技术支持。建立

了芳纶复合材料确定加工工艺规范，并实现了科研成果的相关转化，起到

了一定的社会效益。  

智力资源是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本学科点近年来在智库建设

方面给与了足够的支持与关注。一方面，不断发展学校资源储备，比如发

展学生的外校导师、企业导师团队，积极开展学术讨论，邀请专家学者来

校指导，带领学生参与学术交流等，这些举措不仅提高了学科的科研水平，

还拓宽了学生的视野，全面发展了学生的能力。另一方面，  本学科积极

向社会提供支持，将学术成果回馈社会。比如，赵罘老师利用自己在

SolidWorks 软件方面的研究经验，开展了多个学术报告，并给“北京中企



 

 

研联科技有限公司”等多个企业做了咨询服务。学科申请的专利，有些已

被企业采用，比如“游乐设施三项测试加速度读取处理与组合判定系统”

软件著作已被中国特种设备检测研究院采用。 

4.4 文化建设 

本学位点不放松文化建设，通过加强研究生的理想信念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教育，培养社会主义合格接班人，改进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和推

动研究生自身全面发展的重要需求，推动和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本学

科始终坚持奉行求真、立德、勤奋、创新的校训，将研究生的理想信念和

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研究生的日常教学科研与管理工作中，积极引导学生

参加创新创业、科研学术活动，调动学生培养的多方力量，组织开展了多

种多样的思想文化教育实践活动，引导研究生树立践行正确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为使研究生积极投身校园文化建设，发挥校园文化积极的育人导

向功能，切实关注研究生群体的实际需求，凸显学校的“求真、创新”教

育文化特色，不断追求真理，崇德立身，勤奋学习，开拓创新。 

4.5 国防建设 

学院依托于国家国防建设要求，紧跟科技前沿发展，学科立足国家、

国防与科学技术进步需要。以轻工与食品机械为研究对象，食品机械设计

制造与机械创新设计相结合，实现轻工与食品机械设计相辅相成，为军队

后勤支撑做好保障；在智能制造与先进制造技术方面，重点研究金属 3D

打印技术、芳纶纤维复合材料高精度成形技术，在选区激光熔化成型工艺

优化，复合材料加工方面取得突破，为航空航天发展与装备支持做好准备；

在智能机械装备研究方面，重点研究机电系统集成与开发、检测理论与方

法、振动噪声、图像视觉检测技术等，在智能机器人研究、噪声检测与图

像处理取得重大研究成果，为国防设备机械自动化与装备检测及图像识别

处做好预备工作。结合本学科专业研究特色，为贯彻落实新时代科技强军

方针和总体国家安全观，培养优秀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而奋力发展。 



 

 

五、存在的问题(诊断)  

5.1 对照《学位授权审核申请基本条件》 

   对照《学位授权审核申请基本条件》，本学科在学科方向与特色、学

科队伍、人才培养以及培养环境与条件方面均远超机械工程硕士学位授权

点的申请基本条件。 

5.2 对照《学位授权点抽评要素》 
对照《学位授权点抽评要素》中规定的一级要素和二级要素，本学位

点培养研究生的目标定位清晰，学位标准完善。培养方向明确，师资队伍

力量较强，在科学研究方面成果丰硕，科学研究支撑条件完备，奖助体系

覆盖面较广。人才培养方面无论是从招生选拔、课程教学、导师指导和学

术训练、学术交流以及分流淘汰方面都做到了有条不紊、规定详尽，有章

可循。在论文质量控制、学风教育以及管理服务、就业发展方面都有专门

的制度保障和各式各类的检查、统计与反馈等。 

5.3 上年度问题整改情况、 

   上年度评估合格，无需整改。     

5.4 分流淘汰 

   本学科针对某些学业不达标的学生进行了学业警示和帮扶指导，对于

实在完不成培养计划要求的学生进行分流淘汰，对于培养过程中开题答辩、

中期检查答辩不理想的人员实行末位监控制，有效控制了学业警示的人数，

完善了淘汰机制。 

5.5 导师培训 

根据导师的工作性质与职业发展需求，学校和学科每年举办多场讲座

和交流研讨会，在师德师风、学术科研和教学技能等方面对导师进行培训，

鼓励和支持导师到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进行交流学习，精进自身

技能。学校每年邀请多位知名专家做讲座，全方位的为新晋导师提供学习

与交流的机会。 

5.6 立德树人 

本学科把立德树人作为学科队伍师德师风建设的首要原则，严格执行



 

 

《北京工商大学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实施细则》，通过规章

制度、组织培训、自我评价和学生评价等多个角度确保立德树人在师德师

风建设中的长效机制、常态化、制度化。本学科在日常的教学科研活动中

坚持高标准严要求，获得了显著成效：黄志刚教授获得北京市优秀教育工

作者称号，聂学俊、刘学军、董秀萍、刘玉德、熊光洁、王建利等老师获

得多项荣誉，包括“北京工商大学优秀党员”、“第七、第八届全国计算机

仿真大奖赛优秀辅导员奖”、“北京工商大学优秀教师”、 “北京工商大学

工会工作积极分子”、“北京工商大学工会志愿服务先进个人”、“北京工商

大学就业先进个人”、“北京工商大学优秀导师”、“北京工商大学优秀硕士

学位论文指导教师”等称号。 

六、下一年建设计划  

6.1 计划(改革方向) 

按照学校“一条主线、两项建设、三大战略、四个行动”的总体思路

推进学校事业快速发展，即围绕“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一条主线，

“校园基础与环境建设”与“和谐与智慧校园建设“两项建设，“学术立

校”，“人才强校”，“特色兴校”三大战略，“人才培养创新行动”，

“学科建设攀登行动”，“队伍建设卓越行动”，“国际交流提升行动”

四个行动。用上述指导思想规划学科发展的改革方向。 

当今制造业由于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以及信息技术与制造业的结合，

学科建设必然面临信息化，制造业智能化所带来的发展机遇与挑战。面对

机遇与挑战，提高创新能力，科研能力、服务社会水平是提高机械工程学

科竞争力的有力手段和主要抓手；以制造业前沿技术和关键共性技术研发

与应用为核心，加强基础应用研究，协同推进现代先进制造技术和颠覆性

技术应用创新，打造创新资源聚集、组织、运行、开放，结构多元的综合

性产业技术创新平台。 

机械工程学科建设必须要能够应对时代给予的危机与挑战，积极探索

诸如“与自然或其它工程学科深度交叉融合”，“机械与制造系统的集成

科学”，“医工结合、智能制造”等新的研究方向。以《北京工商大学 2025



 

 

行动计划》为指导，制定机械学科发展规划战略和下一步的改革方向。 

1.明确我校两校区不同功能定位，开展学科建设 

（1）良乡校区 

以加强“一流学科”建设，开展新工科建设为目标，强化培养优秀机

械学科人才的中心地位，以培养德才兼备的高水平机械创新型人才为目标，

开展机械学科人才培养规划的顶层设计，根据机械工程学科特点制定科学

合理的实施路径及策略。 

推动机械工程教学和课程改革，优化本科人才培养方案，完善研究生

培养机制，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应构建机械创新型人

才培养机制，积极开展教育规律、教学改革理念等研讨活动，创新教育理



 

 

④智能制造核心关键技术攻关中心。抽调精干技术人员组建核心技术

攻关小组，实时监控相关方向的最新进展，并制定实施服务于中心的技术

攻关方案，对行业动态进行测评和自我评估，取长补短，凝神聚力，提高

中心技术攻关能力。 

机械工程学科作为基础应用学科，积极探索学科交叉与融合，培育新

的学科增长点，以此提升机械工程学科整体实力。推进学科管理体制机制

改革，完善学科组织模式，落实学科建设责任，创新科研评价与激励机制，

激发学科建设的内生动力和活力。建立“基础研究评价、应用研究评价、

研究成果评价”的科研分类评价体系，加大科研成果奖励和支持力度，以

高水平科研成果助推学科发展。完善科研成果转化机制，推进科技成果产

业化，建设科技创新平台和高端特色智库，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科

技支撑。 

2.基于未来的学科布局 

为应对机遇与挑战，同时构建以研究带动学科发展，同时结合专业特

色以及发展需求的模式，聚焦前沿应用基础研究，主要开展以下几方面的

研究工作： 

①3D 打印技术应用基础研究。目前已实现塑料制品高精度增材成形技

术，加大力度进行金属材料成形的应用研究，致力于减少成形中的工艺缺

陷，提高成形精度和质量，向微型异型、精确成形、复杂精密等方向推进，

深化混合材料成形技术、增减材复合加工技术、卯榫结构精确成形技术等

方面的研究，继续知识产权积累和科研成果转化，在应用方面取得突破。 

②先进材料加工技术研究。对高性能复合新材料的加工技术进行研究，

以创新中心为依托，在现有研究基础上继续进行纤维复合材料、超高强度

金属材料、铝基颗粒增强复合材料等战略性新材料的加工技术应用基础研

究，建立不同材料的加工工艺规范，突破制约其加工的工艺瓶颈，拓宽材

料的使用范围。 

③机器人控制技术研究。以现有机器人研究实验室为基础，加强空间

机械臂控制方式和控制精度研究，在工业机器人的动作路径规划、前端反

馈、特殊情况处理等方面取得突破，对工业机器人自动运输、书法绘画、



 

 

按摩等应用于社会服务等方面进行探索性研究。 

④无人机技术发展应用。规范现有 Robot Master 团队，引导建立系

统化、层次化的团队管理方式，加大储备人才培养力度，提高知识产权意

识，增加科研成果转化数量，对飞行控制技术，通信技术，发射回收技术

等进行集中攻关，在行业规范制定中发挥一定作用。 

⑤视觉检测技术研究。在现有视觉检测实验室的基础上，重点对图形

图像数据处理软件进行研究，提高图像识别精度，继续加强对机器视觉在

医疗、自动驾驶、治安监控等方面的应用研究。 

⑥人工智能技术研究。人工智能技术做为发展较快的高科技，在软件

设计和使用方面，应该坚持同步效应和优势积累，根据社会实际需要进行

算法的优化和改进研究，不断提高深度学习的计算精度和应用范围。 

⑦精密检测技术。在现有精密检测实验室的基础上，向更精细化方向

发展，在光机电一体化、系统化程度越来越高的条件下，不断提高测量分

辨力，由点测量向面测量过渡，提高整体测量精度，发展图像处理等新技

术，在精密测量技术中心推广和发展遥感技术。 

⑧虚拟现实仿真技术研究。以现有仿真研究室为基础，对产品设计、

制造、装配等过程统一协调建模，达到在产品设计阶段，实时并行地模拟

出产品生产制造以及使用的全过程的目的，预测产品性能、制造成本，从

而实现最优设计，提高生产率。 

6.2 举措(工作重心) 

（一）项目推动 

1.大力扶持培养青年教师 

青年教师是推进学科建设的生力军，是未来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希望。

适应新形式，加强对青年教师的培养，已成为当前学科发展系统的一项十

分重要的战略性工作。大量的实践证明，一流的学科需要有一流的青年教

师队伍。所以对青年教师的扶持力度要进一步强化，具体可以由两个方面

开展： 

在学术方面，由学科带头人组织帮助青年教师组建团队，并让他们在

团队中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位置，力求青年教师作用最大化；利用现有软硬



 

 

件资源大力扶持青年教师，支持鼓励他们申报各类项目、发表学术论文、

参与到服务社会中去，帮助青年教师顺利开展科研，希望他们能够取得较

好成果。 

在生活方面，学科带头人应深入到各科研团队进行调研，与青年教师

座谈，围绕学科建设、科研、教学和待遇等问题听取青年教师的意见，就

职称评聘、课题申报、科研条件、国际交流等问题与青年教师进行交流；

对于取得标志性、高层次研究成果及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青年教师给予重

大奖励。 

2.学科与企业相结合 

学科与企业结合，解决企业面临的急迫技术问题，实行“走出去，引

进来”的发展战略，结合学科特点，面向社会所需，将学科与企业相融合，

项目与产业相融合，力求将学科发展与社会进步结合起来。 

随着现代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 学科的发展与进步必须要跟得上社

会的变迁和人民群众需求的提高。只有加强和企业的交流学习，才能将学

科发展的更好。要将社会中优秀的企业和学科优秀的项目结合起来，力求

项目的产业化，使学科的研究更加接地气。 

在我国全面深化改革，尤其是深化高等教育改革的重要背景下，结合

学校办学实际，积极谋求与北京市经济社会发展中相关产业发展的有机衔

接，树立以服务求支持、以支持求发展的整体策略和发展思路，学科专业

发展坚持走科研化、应用化发展道路；转变原有高校相对独立、相对封闭

发展的建设方式，加强与社会的合作，学院要结合产业行业发展规划制定

人才培养方案，提出学科建设目标；学院要做好与市内同专业的比较工作，

提出在市内有特点、学科重点发展的项目与专业的建设方案和建设需求，

形成与相关高校、科研单位、企事业单位的密切协作，在共建中形成学科

专业特色，在共建中全面提升学科专业内涵，实现特色发展；学院要坚持

对外开放，注意与国外科研机构、高校建立良好学术交流和合作关系，着

力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国际性人才。 

（二）政策需求 

1.完善的激励机制 



 

 

学科建设的根本任务是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

才。拥有高水平、高素质的师资队伍是学科建设的关键。激励是教师管理

工作的核心。只有建立一个全面有效的激励机制，才能充分调动广大教师

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从而提高学科的教学质量。学科的发展离不

开教师的创造性工作，因此建立健全科学的教师管理激励机制，对于学科

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 

2.合理的教学资源运用机制 

整合现有教学资源，将优质教学资源集中起来投入到具有发展潜力的

项目上去，建立起合理的教学资源运用机制。以优质项目为主导，形成主

次分明、分工明确、互助互利的良好科研氛围，快速的推动学科向更好的

方向迈进。 

（三）重大改革创新举措 

1.以专业、课程、师资建设为抓手推动教学和课程改革，推进专业认

证及课程合格性评估，打造“金专”“金课”“金师”，稳步提升教学质量

和水平。 

2.以培育人才培养标志性成果为导向，鼓励和支持教师开展教学研究，

完善教育教学评估、评价体系，推动教学奖惩机制建设。 

3.加强实验室规划与建设，推进实验室和校内外实习实践基地建设，

支持高水平学科竞赛、实践基地及案例库建设，完善科研反哺教学机制。 

4.扩大研究生招生规模，完善研究生培养机制，构建分层分类培养体

系，推进研究生培养质量提升计划，提高研究生教育教学质量。 

5.立足学校，服务社会。结合青年教师特长，各自团队所做项目分工

明确，实现“定位分流”，不同的研发重点对应不同的社会所需。严把毕

业关，提高学科毕业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