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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动态 1月快讯

（2018年科研院重点工作及各学院任务指标）

主办：科学技术研究院 顾问：李晋平 责编：李瑞 校对：李文凤 2018年总第 50期

太原理工大学科技信息 QQ群号：203560682；

微信公众号“太原理工大学科技信息”

【竞争类科研项目进账经费】（单位：万元）

时间
2017.1.1

-2017.1.31

2018.1.1

-2018.1.31
同比增长幅度 同比增长率(%)

横向经费 0 84.5 84.5

纵向经费 1.0 0 -1.0

总经费 1.0 84.5 83.5

注：因财务系统升级，部分到账经费未能及时上传，本表仅供参考。

【2018 年科研院重点工作及各学院任务指标】

一、2018年科研院重点工作

（一）2018年科研院总体思想

2018年是我校“双一流”建设、“1331”工程建设以及校院二级管理建设

的重要一年，同时也是科技处改制为“科研院”的开局之年。在这承上启下的重

要年份起始，科研院为了进一步提升科研管理能力、科技创新能力、科技资源组

织和配置能力、多学科协同发展能力、科技成果服务社会经济发展能力，我校的

学术影响力，提升学校地位，将以“更主动、更高效、更热情、更作为”为座右

铭，以落实我校“十三五”规划为核心，以“修订完善科研项目管理制度；整合

科研资源，推动交叉学科协同攻关；推进产学研合作，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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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思路的工作方针，提升科研院精准服务和组织大项目的能力，着力破除阻碍

科技创新的障碍，开创新时代我校科技创新工作的新局面。具体将从以下几个方

面入手，着力推进我校科研创新工作：

第一、创新科研院管理体制，进一步提升科研管理能力、多学科协同发展能

力和科技成果服务社会经济发展能力。

第二、结合校院二级管理和学科特点，完善科研工作绩效评价办法和奖励办

法，推动科技成果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转变。

第三、继续加强科研平台和团队建设，为我校承担大项目、创造大成果奠定

基础。特别要以通过军工保密资格认证为契机，在国防军工研究方面取得突破。

第四、加强与行业、企业实质性深度对接，纵深推进产学研合作，积极促进

成果转化，提高科技服务社会能力。

第五、进一步加强人文社科建设，以省级、校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智

库）为基础，强化建设，推出成果，带动我校人文社会科研究上水平。

（二）2018年科研院工作计划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有计划，就等于明确了工作的方向和方法，就有了

工作的标准流程。2018，科研院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定的工作计划如下：

1、完善制度、规范管理。创新科研院管理模式，以“更主动、更高效、更

热情、更作为”的面貌，进一步提高服务意识，提升服务广大教师和科技工作者

的水平；完善科研项目管理制度和科研激励政策，以深化改革更好激发科研人员

积极性。

2、进一步提高我校科研成果的质量。通过学术氛围营造等措施，在保证高

水平论文发表数量的同时，提升学术论文质量。力争发表 1300篇 SCI学术论文，

保持 ESI高被引论文数量持续增长；挖掘和培育可申报国家科技奖的项目，积极

争取省部级科技奖，力争省部级科技奖项突破 12项。

3、科研活动总经费翻一番。科研经费是衡量大学研究实力的重要指标之一，

2018年科研院将继续认真负责的执行和贯彻学校的科研体制机制改革政策，努

力激发科研人员创新活力，积极响应国家的战略需求，服务山西省、太原市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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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发展的大势，积极参与政府的各项科技创新工作中，加快科研工作进程，为前

沿科学研究、服务创新驱动发展奠定扎实基础。力争使我校的科研活动总经费相

比 2017年的实现翻一番的目标，使我校成为政府可信赖、可依靠的创新主体与

智库，最大限度地争取政府的支持。

4、提升承担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的能力。以增加申报量和提高资助率为

切入点，加强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申报、中期管理、结题各环节的管理与服务，

力争 2018年国家基金项目突破 150项。积极做好重点研发计划、国家基金重点

项目的培育与立项工作，对优秀青年学者重点培育，积极组织申报国家杰出青年

基金项目和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力争国家级重点项目或人才项目创历史

新高。

5、加强科研平台建设。规范我校科研平台建设和管理，强化考核制度。推

进地方政府对我校省部共建（培育）重点实验室的支持工作，加强对科研平台负

责人的管理，赋予大平台相对独立的管理权限，2018年争取省部共建国家重点

实验室有所突破、争取新增新能源技术省部重点实验室、争取新增 1个省部级平

台。

6、加强科研团队建设。以一流学科群为试点，鼓励和支持引进人才融入或

组建科研团队，加大团队扶持力度，出台我校科技创新团队管理办法，遴选 5-8

个国家级科技创新团队的种子团队，为我校承担大项目、创造大成果奠定基础。

7、从制度入手，激发广大教师争取横向科研项目，增加进账收入的积极性。

改善成果转化的环境，从成果源头抓起，增加高价值专利储备，主动对接省内外

高新技术企业，广泛开展合作交流，促进成果转让的数量和质量。加强与行业、

企业实质性深度对接，纵深推进产学研合作，积极促进成果转化，提高科技服务

社会能力，积极落实校企校地战略合作协议，争取横向项目进账经费（含成果转

化）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在产学研合作中培育大项目、大成果，成为山西转型发

展的先遣队。力争完成学校下达的“2018横向项目进账经费达 1.5亿元”的宏远

目标。

8、进一步推进人文社科建设。加强和细化人文社科服务和管理，统筹资源，

挖掘潜力,积极动员和组织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的申报工作，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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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2018年人文社科类项目再创新高。发挥省级、校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智

库）的辐射作用，力争获山西省人文社科一等奖 2～3项。

9、细化知识产权管理。争取 2018年授权发明专利 450项。大力推进专利转

让工作，力争专利转让合同数和合同金额比 2017年有较大提高。

10、以军工保密资格认证为契机，积极开展武器装备科研、生产项目申报工

作，争取实现在国防军工研究方面取得跨越式发展，产生标志性成果，国防科研

项目总经费不低于 500万元。

二、2018年各学院任务指标

科研院按照校党委常委会议决议通过的“太原理工大学学院科研绩效计算办

法”，对各学院 2015年和 2016年的科研绩点进行了汇总和核算，并以此为基础，

结合学校对双一流学科的要求，确定了各单位 2018年的科研工作（绩点）任务

和目标，如表 1所示。希望各学院充分挖掘科研能力和潜力，调动老师的自主性

和自觉性，努力完成学校明确的 2018年度各单位科研任务。

（注：1、绩点平均数为 2015、2016年平均。2、重要指标任务中进账经费

包括横纵向；重点项目指我校牵头的重点项目或经费大于 300万元的项目（包括

横向）；获奖指国家和省部级科技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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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8年度我校各学院科研工作绩点任务及绩效

序
号

学院 绩点任务

其中：重要指标任务
科研绩效
（万元）

拟新增科研
绩效（万元）

科研绩效合
计（万元）进账经费

（万元）
纵向进账

原定横

向进账

横向经

费新增

国基获

批数

国基重点

获批数

重点研

发计划

获奖项

数

1 矿业工程学院 390000 2880 1380 1500 850 10 1 1 2 409.85 48.24 458.09
2 化学化工学院 430000 2300 1900 400 400 12 1 1 1 420.35 22.70 443.06
3 煤化工研究所 400000 2910 2610 300 380 10 1 1 420.35 21.57 441.92
4 机械工程学院 246000 1730 1430 300 3000 9 1 1 258.52 170.26 428.78
5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341000 1390 990 400 1200 10 1 1 2 351.00 68.10 419.10
6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 335000 1880 1580 300 850 13 1 1 2 352.05 48.24 400.29
7 电气与动力工程学院 190000 1510 1010 500 1000 7 2 201.77 56.75 258.52
8 力学学院 170000 840 790 50 30 10 1 1 182.85 1.70 184.56
9 信息与计算机学院 160000 700 600 100 30 6 1 168.14 1.70 169.84
10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148000 800 400 400 200 4 155.53 11.35 166.88
11 水利科学与工程学院 140000 1000 300 700 300 4 141.87 17.03 158.90
12 建筑与土木工程学院 115000 1000 300 700 300 4 1（社） 117.70 17.03 134.73
13 新材料技术研究中心 109000 400 380 20 4 1 1 114.37 114.37
14 大数据学院 90000 670 620 50 200 3 94.58 11.35 105.93
15 采煤工艺研究所 70000 350 150 200 50 3 1 73.56 2.84 76.40
16 数学学院 70000 200 190 10 4 73.56 73.56
17 经济管理学院 64000 200 150 50 3 1（社） 67.06 67.06
18 外国语学院 20000 70 67.5 2.5 10 2 1（社） 46.27 0.57 46.84
19 轻纺工程学院 40000 210 130 80 2 36.78 36.78
20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000 70 67.5 2.5 2 27.47 27.47
21 艺术学院 15000 30 10 20 10 1 26.02 0.57 26.59
22 政法学院 15000 40 35 5 1 22.57 22.57
23 体育学院 15000 30 10 20 1 22.02 22.02
24 软件学院 15000 90 10 80 1 15.76 15.76

合计 3608000 21300 15110 6190 8810 126 7 6 17 3800 500 4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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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申报】

 1月 22日，力学学院王艳芹老师申报医物化学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开放基

金课题。

【项目获批】

 1月 10日，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周兵副教授获批 1项 NSFC-白俄罗斯基础研

究基金会合作交流项目，该项目为我校 2017年度获批的第 124项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特别提示】

 2018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澳门科学技术发展基金联合科研资助

基金项目指南、2018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欧盟委员会环境生物技

术合作研究项目申请指南、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关于装备预研航天科

技联合基金课题指南发布公告、科技部关于发布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公共安全

风险防控与技术装备重点专项（司法专题任务）2018年度第一批项目申报指

南的通知、2018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泰国研究基金会“天然产物

与药物发现”合作研究项目指南、2018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泰国

研究基金会“气候变化”合作研究项目指南、2018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与德国科学基金会合作研究项目指南、2018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与泰国国家研究理事会合作研究项目指南等内容已在科研院项目申报专

栏发布，详情请点击网址：http://kj.tyut.edu.cn/xmsb.htm。

 我校 2018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报工作已经开始，详细通知请点击：

http://kj.tyut.edu.cn/info/1093/3831.htm。

 我校 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项目申报工作已经开始，详细通知请

点击：http://kj.tyut.edu.cn/info/1093/3839.htm。

 2017年度“百部（篇）工程”评审工作将已全面展开。网上申报时间为 2018

年 1 月 3 日至 2018 年 2 月 6 日，纸质材料我校提交时间为 2018 年 3 月 19

日。请各相关单位组织作者进行网上申报（每人限报成果一项，包括第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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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审核确认后，再将申报表、成果、作品简介及反响材料一式三份（论

文至少一份原件，著作三份原件）交至 413办公室。

 2017 年度处级班子科研工作年度考核工作已经开始请各单位于，2018 年 3

月 6 日 16 点前将相关材料交科研院 411 室，详细通知请点击：

http://kj.tyut.edu.cn/info/1092/3867.htm。

 2017年度校科技奖励（理工类）申报工作第一阶段工作（学术论文、高被引

认领）已经开始，请各单位汇总本单位教职工的申报材料，并将各汇总表（包

括电子版）和材料于 2018年 3月 12日前报科学技术研究院 408室。详细通

知请点击：http://www2017.tyut.edu.cn/info/1026/7632.htm。

【1月短讯】

 1月 2日，省教育厅下达“关于下达 2017年山西省“1331工程”重点创新

团队建设经费的通知”，我校共立项建设 5个团队，建设经费为 250万元。

获批团队分别为：原位改性采矿理论与技术创新团队（带头人：梁卫国教授）、

高端微纳传感器与智能信息系统创新团队（带头人：桑胜波教授）、新能源

发电与智能电网创新团队（带头人：韩肖清教授）、多孔金属跨尺度表征及

其复合结构多功能协同设计创新团队（带头人：王志华教授）、节水新技术

与流域生态修复创新团队（带头人：马娟娟教授）。

 1月 6日，我校与立恒集团校企联合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立恒集团三楼会议

室举行。会上曲沃县委副书记、县长吴滨致欢迎辞；立恒集团总经理张天福

介绍了企业发展情况；我校党委书记吴玉程介绍了学校整体情况；我校党委

常委、副校长树学峰和立恒集团总经理张天福代表太原理工大学、立恒集团

共同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1月 14日，我校与山西华翔集团在迎西校区逸夫楼六层会议室举行了共建材

料成型技术与装备研究院签约仪式。临汾市委书记岳普煜、我校党委书记吴

玉程出席签约仪式。科学技术研究院院长王云才与山西华翔集团总工程师薛

新华分别代表校企双方签约。签约仪式结束后，华翔集团常务副总裁陆海星

宣读了材料成型技术与装备研究院理事会名单及研究院人事任命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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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 16日，校党委书记吴玉程带领党办、科学技术研究院、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院、新材料界面科学与工程教育部与山西省重点实验室负责人赴阳曲县调

研，与阳曲县委书记刘晋萍，县长裴耀军，副县长宫俊、周飞，县委、局、

办相关负责人进行了座谈。双方围绕加大校县合作力度，加强产学研结合，

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进行了充分交流。

 1月 17日，我校党委书记吴玉程、校长黄庆学与洛阳铜加工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党委书记、董事长赵东海一行四人进行了交流座谈，相关学院、专业负责

人就平台建设、科技研发、成果转化等方面的合作意向进行了对口交流。洛

阳铜加工集团赵东海董事长一行还参观了我校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有关实

验室。

 1月 17日和 24日，太原市与我校召开两次合作对接推进会。具体推进我校

与太原市共建的复合材料成型工艺及装备研究院、环太原理工大学创新圈等

事宜。太原市科技局、太原技术转移促进中心、大原市高新技术创业服务中

心、大原科技战略研究院、太原科技大学、太原不锈钢产业园区、万柏林区

科技局等相关人员出席了会议。

 1月 18日，煤炭资源清洁高效可持续开发与利用国际联合研究中心提交 2017

年年度报告。

 1月 20日，在阳曲县会展中心举行的太原军民融合阳曲创新基地项目发布会

暨新晋商·阳曲发展论坛开幕式上，我校与阳曲县人民政府签订了战略合作

协议，校党委书记吴玉程应邀出席发布会并讲话，在下午的阳曲发展论坛会

上，我校 4位青年教师的科技项目应邀参加了路演活动。

 1月 21日-23日，我校科学技术研究院杜华云副院长及产学研办公室相关人

员与万柏林区双创办、科技局一行 7人赴武汉武昌区创新创业基地考察学习，

就创新创业基地建设、科技孵化器和众创空间管理模式、运营情况等进行了

交流。

 1月 23日，国家社科基金、国家社科基金艺术学项目、国家社科经济教育学

项目、教育部项目开始陆续申报，我院积极组织，邀请专家专题讲座，并进

行指导。

 1月 23日，科研院召开院所 2018年度科研任务和绩效通报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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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 24日，山西省科技厅组织有关科研院所赴陕西省科技厅资源统筹中心和

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简称“西安光机所”）调研，科研院

产学研办公室相关人员参加了此次调研活动。

 1月 26-27日，我校大数据学院数字科学与技术系主任黄迟副教授一行深入

立恒钢铁集团生产一线进行现场调研及大数据融合合作技术对接，科研院杨

建伟老师陪同调研。

 1月 31日，我校科学技术研究院王云才院长、分析测试中心梁伟主任、科研

院产学研办公室有关人员、机械学院和太原科技大学相关老师一行赴河南洛

阳，与洛阳铜加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就校企合作共建“洛阳镁材料研究院”

进行洽谈。

 本月，科研院审核并提交国家基金委 237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进展报告。

【每月一星】

刘守军，男，工学博士；太原理工大学化

学化工学院副教授；九三学社社员，九三学社

太原理工大学委员会副主委，九三学社山西省

委委员；化工学院技术推广与成果转化中心主

任；中国制笔协会副理事长，全国墨水专业委

员会副主任，全国制笔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

主要研究领域为煤炭化工、能源与环境、精细

化工等。主持或参与十二五国家支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863项目、省科

技厅、市科技局以及横向协作项目等 15余项，涉及科技经费近 2000万元。 国

内外发表研究论文 60余篇，形成国家发明专利 70余项。获太原市科技进步一等

奖 1项，山西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获省部级鉴定成果 8项，其中 2项为国际

先进水平，2项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刘守军老师主要致力于化学化工与能源环保领域的新产品、新技术研发工

作。主要科研成果有：

一、在“十二五”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制笔行业关键材料及制备技术研发与产

业化”课题的支持下，形成了中性墨水生产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填补了国

http://tech.he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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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在该领域的空白，迫使日本米库尼与韩国友爱等厂家将售价由 7.5万元/吨直降

至 4.5万元/吨。刘守军老师也因此获得中国轻工业联合会先进工作者称号，并被

中国轻工业联合会与中国制笔协会联合授予中国制笔行业突出贡献奖。

二、发明了民用洁净焦炭生产新技术，并在焦炉内实现了焦炉煤气氢碳比

的自主调节，为焦炉煤气高质化利用奠定了基础。其中基于“催化助燃+双重固

硫+减氮脱硝+高效增粘+自主增碳+消烟抑尘”核心技术单元的民用洁净焦炭生

产新技术，集成了 41项国家发明专利，达到国际领先水平。该技术对化解过剩

焦化产能，实现供给侧改革与煤焦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迄今，民用洁

净焦炭已列入国家环保部清洁燃料目录，并在我省太原、长治、运城、临汾与晋

中等多地市以及京津冀鲁与大连获得全面推广，截止 2016年底，已推广应用 100

余万吨，实现销售收入 10亿元，取得了良好的经济、社会与环境效益。

三、研发成功“焦炉煤气低温催化磁化难选赤铁矿联产 SNG新技术”。基

于我国丰富的难选赤铁矿赋存以及焦化企业副产的数量巨大的焦炉煤气资源，借

助化工技术耦合，成功开发了“焦炉煤气低温催化磁化难选赤铁矿联产 SNG新

技术”，该技术利用焦炉煤气中具有还原性的 CO和 H2将难选的赤铁矿低温还

原磁化为易选的磁铁矿，经进一步磁选富集生产出高品位铁精矿粉，有效地缓解

我了国目前高品位铁矿石过度依赖进口的局面；同时，焦炉煤气因 CO、H2与污

染物的脱除，成为富含甲烷（80% CH4）的清洁燃料，可用于部分替代天然气，

作为天然气的重要补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