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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学科评估为契机，立足我校“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现状，围绕学

科建设与未来发展，从师资队伍、学科平台建设、科学研究水平、人才培养质

量等方面的现状进行了分析与探讨，对材料学科未来的发展提出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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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学校是知识创新和创新人才培养的基地，其核心是学科建设。大学在

国际及国内的排名主要取决于该校学科的发展水平。世界上一流的院校，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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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拥有一流的学科。“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既是基础科学汉是新技术革命的

先导。津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近年来围绕学科建设这条主线，以

学科评估为契机在师资队伍、学科平台建设、科学研究水平、人才培养等方面

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但国家对新材料的要求不断提高、国际材料领域发展

迅猛掌校对材料学科的总体发展寄予了更高的希望。学建设工作仍存在较大的

努力空间，如：①学科尚缺乏在国际、国内具有较大影响力的领军人物；②学

科尚无国家级的科研平台；③学科在教学方面尚无国家级的教学名师及教学成

果。在我校“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现有的基础下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保持

我校材料学科在市属高校现有的领先地位实现跨越式可持续发展尽早步入国家

重点学科的行列仍然是材料学科目前面临的紧迫任务。

1  师资队伍的现状与未来发展

1.1  师资队伍的现状

有了高水平的学科领军人才建设高水平学科才能出高水平成果提高学科的

整体水平。有了高水平的学科才能吸引高水平的学科骨干人才。因此师资队伍

建设对学科水平的提升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目前，材料学科有教职员工 84 人

掌历层次、职称层次较高掌缘结构、年龄结构合理，已拥有国家百千万一层次

人才 2 人、中科院百人计划入选者 1 人、教育部新世纪人才 2 人。但部分学科

人员分散在学校其他部门，总人数在相同学科中仍属于中等偏少的状态。国家

级人才较少仍达不到高水平师资队伍的要求。

1.2  师资队伍的建设及未来发展

学科现有 5 个特色研究方向；高性能与功能纤维材料、膜材料与膜过程、

新型功能材料物理与化学、材料设计、结构与性能和无机功能材料。2012 年学

科以自由组合的方式形成了 7 支年龄、学历、职称结构合理的学术团队，每个

团队根据自己的优势科研方向建立了学术梯队取得了显著的科研成果有效地提

升了学科的科研水平。近年来我校材料学科积极贯彻落实学校人才工作会议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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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广开引进人才渠道坚持培养本学科优秀学术人才与选拔、引进国内外材料学

科优秀中青年科研工作者相结合的方法。2010—2013 年已引进加拿大滑铁卢大

学、日本东北大学、中科院山煤化所等国内外著名科研院所的优秀中青年学者

来校工作。2014—2015 年材料学科将继续依据各方向的发展需要适度引进树脂

基复合材料、生物医用材料和金属材料方面的优秀科研、教学人才充实和加强

师资队伍。目前已意向引进美国宾州大学、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等国际知名院

校优秀博士毕业生。“十二五”末学科教职工总数预计达到 100 人左右，整合

分布在院外的本学科骨干教师总体形成专职教师 95 人左右的队伍。材料学科将

继续对教师实行分类考核，加强完善教师的考核机制。根据教师的能力和特点，

强化教师自身的特长确定以教学、应用基础理论研究、应用研究等为重点的发

展方向。重视青年教师的培养结合青年教师的专业和科研方向助青年教师尽快

融入现有科研团队，促进他们专业专长的发展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充

分发挥每一位人才的作用。近年来，学科通过实施国内外访问学者、中青年学

术骨干教师出国访学研修等项目着力培养了一批年轻有为、有较大科研潜力的

中青年学术骨干学者，储备了学科拔尖人才和学术领军人才后备力量。目前材

料学科已具备冲击国家级人才称号的实力将在教育部新世纪人才、国家教学名

师、青年千人计划等方面有所突破预计到“十二五”末新增国家级和省部级称

号人才 5 人次，为材料学科建设以及整个教师队伍科研能力的提升发挥重要作用。

2  学科平台的现状与未来发展

2.1  学科平台的现状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是天津市重中之重学科、天津市高等学校“十二五”

综合投资 I 类建设学科建有一级学科博士点、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 . 高水平的

科研创新平台和基地不仅是凝聚人才、科研工作者展示智慧的舞台，更是学科

创新和进入当代国际科学研究前沿的重要基础平台。多年来天津工业大学材料

学科重视。研发平台的建设和管理月前已建有“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中

空纤维膜材料与膜过程”省部共建重点实验室、“改性与功能纤维”天津市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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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实验室、天津市膜技术工程中心、膜分离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等科研平台。实

验室面积 16000 m2，设备总金额达 9000 万以上，万元以上设备 400 余台套二实

验室管理体制健全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和管理制度加《天津工业大学实验室工作

规程》、《天津工业大学校级、学院（系）管实验室管理办法》等。

2.2  学科平台的建设与未来发展

材料学科既重视提高本学科的科研水平还不断加强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

发现和形成新的学科生长点。2017 年“材料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与“环境科

学与工程”学科交叉设置了“环境材料科学与工程”二级学科硕士点与“电子

信息工程”学科交叉设置了“材料检测与系统”和“生物医学工程”二级学科

硕士点。通过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进一步优化了“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的

结构提高了学科整体水平捉进了相关学科的发展。目前材料学院的“无机非金

属材料工程”专业教师承担着多项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863）计划课题、国家

自然基金等国家级、省部级课题无机功能材料与器件相关研究已处在国内该领

域的前沿，已形成自己的优势与特色。2018 至 2019 年材料学科拟在现有工作的

基础上，继续组织力量论证、筹建“能量存储材料”天津市重点实验室加速材

料学科建设的发展。材料学科及时跟踪国家重点学科建设情况，对比学科发展

找差距积极组织实施确保全面完成天津市“十二五”综合投资 I 类学科建设任务

争取市重点学科建设取得更大成绩，早日具备申报国家重点学科的条件。此外

未来几年材料学科将进一步健全管理体制和激励政策，争取尽快建成省部共建

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级协同创新中心，实现市属高校国家级科研平台的突破，

通过协同创新做大、做强学科科研平台。

3  科学研究水平的现状与未来发展

3.1  代表性学术论文质量

代表性学术论文质量的衡量标准包括 ESI 情况、SCI 影响因子、被引次数等

几个方面。材料学科已出台激励政策加强引导、鼓励教师发表高水平科研论文、



·94·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建设与未来发展对策 2020 年 9 月

第 2 卷第 3 期

https://doi.org/10.35534/mse.0203011c	 www.sciscanpub.com/journals/mse

出版专著和教材。在学科奖励政策的指导下 2018—2019 年教师和研究生发表的

科研论文被 SCI，EI，ISTP 检索的数量及 JCR 一、二区论文数出现了较大幅度

的增加科研论文的质量迅速提高但高影响因子和高他引次数的论文数仍相对较

少，国内学术刊物论文的他引次数也有待提高。2019 年材料学科制定了“材料

科学与工程学院学术资助计划”并从学科建设经费中给予支持。一年来学院教

师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 30 余人次提升了学院的学术氛围，同时教师发表论文的

质量也有较大提高鼓励教师“多出成果、出高水平成果”，巩固和提高学科整

体科研水平。

3.2  专利转化与签订技术合同情况

“专利转化”是我校的强项，材料学科 2017 年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12 项

2018 年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22 项 2019 年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38 项取了迅猛发展的

好形势。未来几年材料学科将有计划、有组织的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工作，加大

对取得显著成绩的教师的奖励力度提高成果转化率。对转化前景好的专利积极

寻找转化对象对于暂时难以转化的专利，以授权使用的方式转让高新技术企业

为提高转化水平积累经验。近年来材料学科引进青年教师人数较多，学科通过

实施“青年教师下企业”“青年教师进企业博士后工作站”“滨海新区科技特

派员”等措施加强培养青年教师的实践能力加强其与企业合作的意识及时引导

青年教师进行成果转化。

4  人才培养的现状与未来发展

4.1  教学与教材质量

近年来笼统的“学科专业建设”已被“学科建设”与“专业建设”所取代概

念的分离反映出提高教学质量在“学科建设”中的作用日益提升。在政策的导向

作用下，材料学科教师出版专著和教材的积极性逐年增加但缺少国家级精品教材

与国家级教学成果教学与教材建设有待加强。学科拟尽快组织开展全国调研和学

科内研讨会从真探索、总结经验、迅速研究出台相应的奖励政策，以减免工作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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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学校实验教学团队建设经费，奖励教师出版国家级和省部级规划教材和实验教

材，积极发展交叉学科的教材建设使教材建设与学科建设同步发展。

4.2  优秀学位论文及优秀学生

学位论文作为研究生学习的最终结果掌位论文质量是研究生教育的重要体

现池是评价研究生培养质量的综合指标。本学科近年来部分优秀硕士毕业生攻

读了本校纺织学科的博士研究生，累计为纺织学科培养了 4 名博士生获得国家

优秀博士论文提名奖，材料学科目前只获得两篇天津市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总

体上差距较大。2019 年本学科分别出台了“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硕士、博士研

究生优秀学位论文培育基金和助学金管理办法”和“博士研究生国际会议交流

资助计划”。学科对有潜力的研究生重点培育鼓励研究生参加高水平国际会议

加快取得发明专利等科研成果的进度，鼓励研究生安心论文工作早出成果。。

材料学科将在现有水平的基础上继续提升天津市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和硕士学位

论文数量，期待在“十二五”末在国家优秀百篇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方面取得

突破。

师资队伍、科研平台建设、科学研究水平、人才培养是高校建设高水平学

科长期性、基础性的工作。本论文针对天津工业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

的现状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与探讨应足于充分发挥学科的优势，以政策为导向对

本学科未来的发展和建设提出行之有效的对策，也为其他地方院校材料学科的

建设和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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