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材料科学与工程一流学科培优 

 课题来源：校级 2022 年重点研究项目    

         以习近平总书记贺信精神为引领，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

“四个面向”，创新高质量人才培养体系，培养一批拔尖创新人才；深

化人事制度改革，加强青年教师引培，建设一支人才辈出的高水平师资

队伍；面向制造强国和航天强国战略，在特色优势学科方向上聚焦高性

能材料、智能化加工等新的增长点，在前沿交叉学科方向结合集成电

路、双碳、工业软件等国家重大战略和重大需求，建成具有世界一流水

平的交叉研究平台，在战略性、前瞻性领域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加强一

校三区学科融合共建，提升军民融合和服务地方能力，打造中国特色、

世界一流的学科标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做出重

大贡献。以此为基础，培养一大批材料学科拔尖创新人才。 

关键词 

学科建设；材料科学与工程；一校三区；立德树人   

课题完成单位：材料学院 

完成人：耿林，刘 钢，宋晓国，李明雨，初冠南，邱业君，黄陆军        

行动优势与新兴学科方向互励发展机制探索  

研
究
生
教
育
教
学
改
革
研
究
课
题
优
秀
成
果 

. 

2024
年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作为教育部新一轮“双一流”学科建设培优行动候选学科，在哈尔滨工

业大学学科建设方案列入“工科登峰”计划。 

为做好新一轮学科建设工作，材料学科围绕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提出如下建设目标：以习近平总书记贺信精神为引领，

深入贯彻落实学校第十三次党代会精神，在首轮学科建设基础

上，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四个面向”，创新高质量

人才培养体系，培养一批拔尖创新人才；深化人事制度改革，

加强青年教师引育，建设一支人才辈出的高水平师资队伍；面

向制造强国和航天强国战略，在特色优势学科方向上聚焦高性

能材料、智能化加工等新的增长点，在前沿交叉学科方向结合

集成电路、双碳、工业软件等国家重大战略和重大需求，建成

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交叉研究平台，在战略性、前瞻性领域突

破关键核心技术；加强一校三区学科融合共建，提升军民融合

和服务地方能力，打造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学科标杆，在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做出重大贡献。 

要在一定时间内高效率地提高学科人才培养水平，使学科

整体水平再上一个新台阶，其核心是打造居于全球前列、可持续发展的学科方向。为此，材料学科

提出，一方面要针对新一代航天航空飞行器、国防尖端装备、高铁汽车、舰船核电等高端装备对高

性能复合材料和智能热加工技术的迫切需求，重点开展高性能金属与陶瓷基复合材料、结构功能一

体化树脂基复合材料、智能热加工技术与装备等特色优势学科方向建设；另一方面，要面向高端芯

片、第 三 代 半 导 体、柔 性 电 子 器件、新 能 源材

料、新一代光子信息技术、极端环境服役材料与

器件等国家战略需求和世界科技前沿，开展集成

电路先进材料及制造、先进光子学材料与器件、

光电热电转换与存储材料和极端环境仿真与材料

器件加固等新兴交叉学科方向建设。 

         在学科方向建设过程中，特色优势方向与新

兴交叉方向往往有不同的建设需求，但是建设经

费、师资队伍、科研教学平台等投入有限，如何

两者兼顾成为学科建设必须解决的难题。 

本学科建设团队提出，特色优势方向与新兴交叉方向不是孤立的，更不是对立的，如果能够将

特色优势方向建设与新兴交叉方向建设紧密结合、联动建设，相互促进、相互支撑，可望实现协同

发展、互补发展。为此，本项目拟从二方面探索学科方向“登峰”新路径：一方面，将新兴方向的

新理念、新思路、新方法等蕴含生命力的要素提炼出来，为特色优势方向注入新的发展动能，使特

色优势方向拓展新内涵，通过再次发展争夺世界一流前列地位；另一方面，将特色优势方向在高端

平台、基础创新、重器工程等方面的核心竞争力提炼出来，注入新兴交叉方向，促进新兴交叉方向

能够以高起点快速发展，更早地走向世界前列，为学科整体可持续发展形成新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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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研究背景 



       
 02  国内外研究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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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工大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起源于1952年国内最早建立的金属材料及热处理、焊接、铸造、锻

压等专业；2007年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被评

为全国重点一级学科，2012年一级学科评估

排名第三，2017年一级学科评估结果为A，

入选首批“双一流”建设学科。2020年学科

全面高质量地完成了“双一流”首轮建设目

标，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方面

取得重要进展，教育部学科首轮建设成效评

价为“显著”。学科ESI排名第25，保持千

分之一前列；位列US News、ARWU世界大

学学术排名第40、44名，整体实力进入世界

一流前列。在2022年启动的新一轮“双一

流”学科建设任务中，对于已经在全球具有

重要影响力的高性能金属与陶瓷基复合材料、结构功能一体化树脂基复合材料、智能热加工技术与

装备三个学科方向，作为特色优势方向重点建设；对于集成电路先进材料及制造、先进光子学材料

与器件、光电热电转换与存储材料和极端环境仿真与材料器件加固四个学科方向，作为新兴交叉方

向，面向集成电路、“双碳”和工业软件等领域新的迫切需求开展建设。 

国际同类学科以麻省理工学院（MIT）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为代表，该学科位居世界一流前

列，拥有大量世界最先进的实验设备，主要针对材料领域基础理论和工程问题开展多学科交叉方向

研究，多个前沿交叉学科方向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培养了一批自然科学基础深厚、掌握材料科学与

工程领域研究和创新技能的卓越人才；是MIT人均专利最多的学科，学生团队不断地将材料制备与

加工技术实现成果转化；学科创造的高

水平科研成果和培养的高素质学生享誉

国际，2020年学科在US News等学术

排名中均在前10以内。 

        与MIT材料学科相比，本学科坚持

航天国防特色、坚持以国家重大工程为

牵引、坚持特色优势方向和新兴交叉方

向并重，承担了一大批国家重大科技和

工程项目；为航天国防重点行业输送了

一大批急需人才，形成“厚基础、强实

践、严过程、求创新”的人才培养特

色；在特色优势方向取得一批国际领先

理论和技术成果。但是新兴交叉学科方向发展仍不理想，在基础研究、师资队伍和国际影响力等方

面均有较大提升空间。参照世界一流材料学科，学科近期的发展重点为：注重新兴交叉方向建设，

提升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质量，加强有国际影响力的领军人才培养，产生有引领性的高水平科研成

果。可见，学科方向建设是学科发展的核心问题，如何在继续发展特色优势方向的同时打造高水平

的新兴交叉方向是当务之急。 



 

1.人才培养方面，亟需加强优秀教材和精品课程建设 

针对该问题，具体举措如下：在优化课程体系的基础上建设精品课程，组织高水平教学团队开

展优秀教材建设。结合本科生大类招生、研究生分类培养模式改革以及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的发展

建设，规划凝练适应本科生大类培养的基础课程群与本研一体化的一流人才培养体系；在新的培养

体系基础上，通过虚拟教研室组织多省多校的联合建设团队，打造一批精品课程；联合相关基础学

科，建立高水平教师牵头的教材建设团队，规划建设一批优秀教材和新形态教材。 

2.科学研究方面，重大标志性项目缺乏 

针对该问题，具体举措如下：以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为牵引，整合校内优势资源，凝练重大科学

问题，剖析核心关键技术，秉承“大师+团队”特色，建设重大工程项目联合攻关团队，开展有组织

科研；积极与型号单位对接，注重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梳理卡脖子难题，谋划重大项目(>3000万)

指南并向国家部委提交；牵头组织国内强势科研院所，共同申报重大标志性项目，开发了一批新材

料与先进制造技术，保证了我国“高分专项”、“高新工程”、“北斗工程”等十几个国家重大战

略需求，为国家重点工程解决了关键材料及制造难题。 

3.师资队伍建设方面，院士培育无新增、引培优秀青年后备人才比例偏低 

针对该问题，具体举措如下：加强顶层设计，协助学校统筹做好院士申报及规划工作；学科对

院士候选人领导的团队在人才梯队配套、科研条件配套、管理机制配套方面给予政策倾斜，实现院

士有新增。结合新兴交叉学科方向建设和团队建设，大力引培优秀青年人才，通过评聘制度改革，

激发青年人才活力。改革人事制度加强学科引力，加速地方研究院建设、一校三区团队共建、完善

青年人才多元化评价和团队整体性评价办法、教师岗位分类管理与评价办法、新兴交叉方向青年教

师评聘鼓励机制。探索选苗育苗新机制，选拔优秀博士生作

为师资后备、推荐青年教师到国际一流机构跨方向进修、重

点引进新兴交叉学科海外青年人才、支持优秀青年人才依托

优势团队承担重大科研项目等；充分发挥深圳校区引进高水

平人才的“桥头堡”作用，发挥地方研究院等青年人才“蓄

水池”作用，利用国家“海外优青”、QM计划、学校“青

年拔尖人才”和“春雁英才计划”等举措选拔培育优秀青年

人才。 

 4.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亟需进一步提高国际合作平

台建设水平，建设高水平国际化团队，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 

针对该问题，具体举措如下：在提高国际合作平台建设水平的基础上，建设高水平国际化团

队，加强学生联合培养和学术交流与合作。一方面依托“中国-乌克兰材料连接与先进制造一带一路

联合实验室”、“中国-俄罗斯-乌克兰国际焊接技术研发中心”和“哈尔滨工业大学圣彼得堡国立

大学中俄联合校园”等国际合作基地，引进优秀外籍教师来校工作、建设国际化教学科研团队、举

办国际学术研讨会和教学研讨会、联合培养学生，产出标志性国际合作成果。另一方面，通过与

美、英、德、日等国家一流大学和一流材料学科建立更多合作关系，派出更多访问学者和联合培养

博士生；并积极推荐高水平学者担任国际学术组织和国外顶级会议重要职务，提高本学科在国际学

术界的广泛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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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目前学科发展面临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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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研究的主要内容  

（1）一校三区材料学科本硕博统筹规划全面推进，建成世界一流、哈工大规格的高水平人才

培养体系，培养一批国家急需、引领材料科学与工程领域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的高质量人才。建立

思政引领、本研一体化、国家需求与世界科技前沿兼顾的教学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建成世界一流

的本科生与研究生科研教学平台。 

（2）强化国防航天特色，瞄准源头创新，建成国内领先世界一流的创新研究平台，形成国际

领先的学科方向，产生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创新成果。建立科教融合、产学研用一体发展、国内国际

统筹兼顾的科研创新平台；形成一批以航天国防和新兴交叉为特色的前沿方向；产出一批以国家奖

励、高水平论文为代表的有影响的建设成果。 

（3） 积极参与重要学术组织活动和各级建设规划，形成知名教授参与国家科技规划、标准编

制、行业发展咨询的良好生态；建立产学研用一体化发展的科研创新平台，不断产出科研成果，实

现转化和应用。持续不断地产出高水平创新成果，在国民经济和国防建设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若干教师在全国学术组织担任重要职务，为国家科技发展战略、行业和学科规划的制定发挥智库作

用；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转移转化不断深化，产教融合达到新高度。 

（4）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时，将哈工大精神及学科文化传统融入专业课程，建成一批

航天国防教育及实践平台，形成具有材料学科特色的文化传承创新体系。为学校完成好世界一流大

学建设任务提供促进大学精神传播及校园文化建设的系列举措，形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标杆学

科文化传承创新体系。 

（5）结合人事制度改革和团队建设机制创新，建立优秀人才引进和培育平台及机制，造就一

支结构合理、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知名度的学术团队。建立优秀人才引进和培育平台及机制；建设高

水平教学队伍和具有国际影响的高水平师资队伍。 

（6）发挥人缘地缘优势，形成“以对俄、对乌合作为重点”的国际合作与交流特色；建成材

料科学与工程国际交流与合作平台。学科的国际影响力明显提升，集聚一批在国际上有重要影响力

的知名学者，与国际知名高校建立长期稳固的合作关系，国际化办学水平大幅提升。 

      
 05  研究的理论成果及实践措施   

1.师资队伍建设方面，秉承“大师+团队”特色，探索团队建设新机制 

加强新型团队建设布局，依托虚拟教研室建设一流教学团队，建设重大工程项目联合攻关团

队，形成团队建设新机制；开展团队结构优化和调整，培育一批优秀青年教师，加强优势学科方向

的知识传承；利用国家“高层次人才”和学校人才引进工程及国家对东北地区高层次人才入选年龄

放宽的红利政策，积极从国外和发达地区引进新兴交叉学科高端紧缺人才；以推荐学科发展战略咨

询专家、国际学术组织任职、担任学术会议主席等方式，提高本学科高水平领军人才的国内外影响

力。加强青年教师的培养和引进，优化师资队伍结构。针对特色优势学科方向，将知识传承与创新

发展有机结合，依托优势团队优选青年人才承担项目，促进快速成长；为青年教师配备成长导师，

规划和指导青年人才发展；积极推荐学术水平高的青年教师在重要学术组织任职。 

2.科学研究方面，把握需求，凝练学科方向，力争优势学科方向形成学术高地 

聚集资源，强化支撑，加大对新兴领域和交叉学科的资源倾斜；建设高水平科研与创新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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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产出原创性标志性科研成果。基于特色优势方向与新兴交叉方向，根据国家重大专项领域研究

规划和材料领域国际学术前沿，凝练学科方向，形成全新的科研布局；针对新一代航天航空飞行

器、国防尖端武器等高端装备对高性能复合材料和智能热加工技术的迫切需求，集聚学科优势，重

点建设高性能金属与陶瓷基复合材料、结构功能一体化树脂基复合材料、智能热加工技术与装备等

学科方向；不断赋予这三个方向新内涵，形成在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学术高地，成为引领科技前沿、

行业发展的学科标杆。围绕国际学术前沿、国家战略需求、谋划新兴领域和方向，在重大项目争

取、科研平台支持、成果奖励培育等方面予以支持，促进新兴/交叉学科方向快速形成新的学科增长

点；基于特色优势方向与新兴交叉方向，形成全新的科研布局，改善设备条件与试验环境，加强理

论与技术研究，实现条件与水平的协同快速提升；依托材料学科科研战略咨询委员会的力量，加强

与地方政府和行业龙头企业合作，开展校地与校企联合实验室建设工作，共同承担重大工程科研项

目，产出标志性成果。 

3.社会服务方面，拓展校企、校地联合平台，创新多学科交叉机制，促进新成果产出及推广应

用 

打造重点学科方向学术成果交流平台，提高自主知识产权成果显示度，为世界的科学事业作出

中国贡献。依托现有平台，与地方政府和行业龙头企业建立联合实验室和新材料研发中心，组建科

研团队入驻地方研究院等联合平台；基础与应用研究并重，加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材料、新工

艺、新方法的研究，积极推进新产品的开发、新技术、新工艺、新设备的推广应用实现学科优势方

向的军民融合发展；加速专利技术转让和科研成果转化，深入推进产学研合作，服务地方经济。积

极推荐知名教授参与国家科技规划和行业咨询。争取更多教授在科技部、工信部、教育部、军委装

备发展部等专家组中任职，推荐若干专家在省军民融合产业以及行业学会担任委员，为地方建设和

行业规划做贡献；组织教师参与行业规范、标准、手册的编写，提高社会服务水平。创办材料学科

焊接领域的英文期刊，提高中国焊接学术影响力，为实现我国自主装备制造奠定基础；逐步形成高

水平成果文献库，积累科研大数据；通过与现有高水平期刊编辑部深度合作，快速提升期刊话语权

和影响力，为促进我国科技领域原始创新发挥重要作用。 

4.一校三区协调发展：加强顶层设计，聚集资源，强化支撑；统一人才培养规格，推动一校三

区共建 

汇聚一校三区材料学科校内和校外的力

量，成立材料学科科研战略咨询委员会，充分

发挥一校三区材料学科学术委员会、学院教授

会及党政联席会的组织作用，围绕国际学术前

沿、国家战略需求、谋划新兴领域和方向。在

一校三区学术委员会指导下，建立一校三区人

才培养体系及平台共建机制；共建基础课程群

和教学团队，夯实统一标准的专业知识体系，

打造一批精品课程，共同培育教学名师；发挥

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引领作用，建立分

中心，大幅提升实验教学平台水平和规模；以学生为中心，推动一校三区平台共享、教学互通、学

时互认、学生互访，助力一校三区同一标准同一规格联动培养，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加强一校

三区教师交流。定期举办一校三区“材苑”青年教师论坛，完善“传帮带”机制，建设跨校区、跨

地域的创新团队，为青年教师配备成长导师，规划和指导青年人才发展；发挥深圳校区在高水平人

才引进方面的优势，加强人才“蓄水池”建设并改革人事制度加强学科引力，加速地方研究院建

设、一校三区团队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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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以来，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会、全面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贺信精神，本学科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

康，重点围绕航天强国、制造强国等国家战略，在新材料、装备制造、集成电路、双碳等领域，聚

焦世界科技前沿基础理论和国家重大需求“卡脖子”问题，围绕学校四类杰出人才培养目标，建设

世界一流前列的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 

1.党建和文化传承 

终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以党建

“双创”为抓手，全面落实高校党建重点任务，促进党建与业务工作深度融合；2022年至今，院党

委入选黑龙江省党建“标杆院系”创建单位，焊接工程系教工党支部入选黑龙江省党建“样板支

部”创建单位，材料科学系获黑龙江省工人先锋号；获省优秀共产党员及先进党务工作者等荣誉4人

次。坚持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同向同行，全覆盖组织大一新生开展博物馆/航天馆、见学点参观见

学，涵养学生哈工大精神文化，在思政育人引领下，实现了人才培养体系跨越式发展，获中国国际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金奖、中国大学生材料热处理创新创业大赛特等奖在内的省级及以

上各类奖励150余项。获省课程思政讲课比赛一等奖3人，省高等学校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团队、省研

究生导学思政团队各1个。 

2.人才培养 

统筹规划，全面推进培养模式改革，大幅提升教学水平。结合世界一流学科建设和国家发展战

略需求，建设了适用于学校1+1+X大类培养模式改革的院管平台课课程群，并完成培养方案论证。

完善了本-硕-博打通的课程体系和培养方案。获批国家教材建设奖一等奖1项；出版教育部或工信部

规划教材7部；牵头获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参与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和二等奖各1项；牵头

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1项、二等奖4项，参与省级教学成果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已经上线与正在

建设在线开放课程10门，新增新工科专

业2个、4个专业入选国家一流专业建设

点、3个专业通过工程教育认证。获批

国家级一流课程3门、国家虚拟教研室1

个。获省一流课程、课程思政示范课

程、教改项目等52项（门）。发起成立

粤港澳大湾区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联

盟。立足学科优势，面向航天特色，基

础实践并重，获批工业和信息化部校企

协同育人示范基地，获批教育部新材料

国家急需高层次人才培养专项，上述基

地建设为协同育人培养卓越人才奠定了坚实基础。以国家重大科技需求为背景，以高水平师资队伍

与精良的学科平台为支撑，造就一批既有扎实理论基础、又有突出研发能力的拔尖创新人才。每年

近60%毕业生就业于航天国防重点领域，在国防建设中贡献和作用逐年提升。选调生持续增加，3名

学生入选中央选调生。本学科培养的杰出校友晋升为中共二十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

郑海荣教授、李殿中研究员、张福成教授于2023年入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06  推广应用及影响  



 3.科学研究   

强化创新源头培育，鼓励具有代表性的高影响高质量学术论文产出，在Science、Nature、

Nature Energy、Nature Electronics等期刊发表SCI论文1100余篇，论文数量和质量显著提升，ESI

总被引排名2022年上升到世界第22位，2024年持续上升至世界第13位，首次进入ESI全球前1‱ （万

分之一）。综合竞争力持续保持ESI国际排名千分之一行列（万分之二）。强化有组织科研，组建国

家级平台，突破关键技术，提升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能力，牵头的材料结构精密焊接与连接全国

重点实验室、空间环境与物质作用全国重点实验室已获批，牵头的精密热成形全国重点实验室已完成

材料申报。以国家发展需求为引领，以取

得标志性成果为目标，牵头承担国家重大/

重点科研项目74项，其中国家科技重大专

项1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6项、国家自然

科 学 基 金 重 点 项 目 20 项，军 委 科 技 委

JCJQ等国防重点项目1000万以上6项，突

破了新材料与先进制造关键技术，为新一

代运载火箭、载人航天、大飞机等国家重

大科技工程的建设、汽车和装备制造业竞

争力的提升及新材料产业的发展做出了突

出贡献，获国家科技奖2项、省部级科技

奖励15项。 

4.师资队伍建设  

秉承“大师+团队”特色，引培并举打造高素质师资队伍。2022年以来，引进院士1人，新增国

家级高层次人才12人（含杰青2人）、国家级青年人才4人。冯吉才教授被授予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

术奖、苑世剑教授被授予全国创新争先奖。新增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2人，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1人，

强国青年科学家1人，霍英东教育基金会高等院校青年科学奖一等奖1人。新增青年科学家工作室9

个，教师队伍结构更加合理，具有持续强劲发展潜力。 

5.国际交流与合作   

紧抓“一带一路”倡议，发挥地缘优势，形成“以对俄乌白合作为重点”的国际合作与交流特

色，造就了一支结构合理、具有国际影响力和知名度的学术团队。成立国际联合合作实验室或研究中

心3个。加强海外优秀人才的引进，优化师资队伍结构。2022年以来，从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

校、美国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等高校和研究机构引进6位海外高层次/青年人才，其中，海外

优青4人，QM计划2人。聘请3名国外高水平专家为讲席教授。加强学生国际化培养；强化与国际高

水平大学和先进学科方向长期稳定互访，进一步扩大学生国际交流规模，获批留学基金委“先进材料

领域创新人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加强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以国外先进资源带动新兴方向，不断

提升学科国际影响力。主办/承办国际学术会议4次，6名教师在国际学术组织中担任常务理事以上职

务，1人担任国际刊物主编，4人次当选国际刊物副主编，38人次当选国际学术组织委员和国际刊物编

委。1人作为首席科学家获批俄罗斯联邦教育与科学部基金项目（9000万卢布）；获批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6项（其中重点项目1项）。 

6.社会服务 

开发新材料与先进制造技术，提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度。开发了金属基复合材料等新材料，

研发了搅拌摩擦焊机器人、反重力精密铸造装备等成套装备，保证了我国“高分专项”、“高新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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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北斗工程”等十几个国家重大工程的战略需求，为国家重点工程解决了关键材料技术问题，

亦为高铁、汽车等领域高性能构件的一体化成型制备提供了关键装备支撑。加强教师在全国学术组织

担任重要职务，发挥专家智库作用，积极参与国家相关科技计划制定、标准编制、行业发展咨询等社

会服务，主导或参与制定国家和行业标准19项，编写行业手册2本。注重科技成果转化与应用，服务

国家和区域发展。与行业龙头企业、政府机构以及国外高校等建立联合实验室或研发中心5个，年均

授权专利400余项。开发了包括超分子自组装纳米包裹在内的一系列核心技术，实现了关键核心产品

的量产，技术转让和专利成果转化30余项，并孵化了数家新兴企业，成功应用于20余家企业，用科研

带动经济发展，服务地方经济，助力企业转型升级。相关成果获行业协会特等奖1项、一等奖5项、二

等奖2项，省级专利银奖1项，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优秀奖1项。 

7.一校三区学科统筹   

 一校三区材料学科本硕博统筹规划全面推进，建成世界一流、哈工大规格的高水平人才培养体

系，培养一批国家急需、引领材料科学与工程领域未来科技和产业发展的高质量人才。建立一校三区

人才培养协同机制，助力一校三区同一标准同一规格联动培养，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充分发挥一

校三区学术委员会作用，统筹学科规划和建设，加大对新兴领域和交叉学科的资源倾斜，加强材料科

学与工程领域前沿科技研究，并进一步加强军民融合发展，加快实现学科总体水平达到国际领先。定

期举办一校三区“材苑”青年教师论坛，完善“传帮带”机制，建设跨校区、跨地域的创新团队，为

青年教师配备成长导师，规划和指导青年人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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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8  研究建议及今后的工作设想 

针对学科方向建设中存在的特色优势方向与新兴交叉方向由于需求不同、理念不同、基础不同

等因素造成的矛盾，提出协同互励发展理念：以新兴促进特色优势方向产生新动能、拓展新内涵，

实现再次发展；以优势促进新兴交叉方向获取竞争力、踏上高基础，快速形成新高峰。 

针对材料学科各学科方向的国际学术地位和一校三区材料学科建设总体布局，将新兴交叉方向

中富有生命力的要素注入特色优势方向，使特色优势方向获得持续发展新动能，争创世界一流前列

学术方向；将特色优势方向中蕴含竞争力的要素注入新兴交叉方向，建成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交叉

研究平台，使新兴交叉方向获得快速发展的高起点，培育新一代特色优势方向；依托学科方向建设

和发展，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高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水平与规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