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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南昌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成立于1993年，2005年成为一级学

科博士点，为南昌大学重点建设学科，2017年进入ESI世界排名前1%。

本博士学位授权点包括三个二级学科：材料加工工程（自1993年起）、

材料物理与化学（自1997年起）和材料学（自2006年起）。其中材料

物理与化学二级学科于2002年被认定为国家重点学科。 

近年来，承担包括国家863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和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重点项目在内的重大科研项目一百余项，获得包括国家技术发

明一等奖在内的科研奖励十余项。 

自开始招收培养研究生以来，学位点已培养133名学术学位博士研

究生、494名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及218名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近年

来，在导师及团队指导下，研究生踊跃参与原始科技创新、助力关键

技术突破、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在省级以上项目奖励、高水平论文发

表、专利授权等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服务国家战略能力稳步增强。 

2021年在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斩获

高校主赛道3金3银的佳绩，由王光绪教授等指导、博士研究生王明康

负责的“中科光芯——硅基无荧光粉发光芯片产业化应用”项目以

1380分斩获大赛全国总冠军。由教师黄宇星邀请并参与指导的国际项

目获得大赛国际赛道1金1银1铜的佳绩。同时，材料学院承办了大赛

六个同期活动之一的“慧聚未来”国际青年学者前沿思辨会，受到教育

部及相关部门的一致好评。 

（一）学科建设情况 

南昌大学材料学科是在南昌大学（于1993年由江西工业大学和

江西大学合并而成）创校校长潘际銮院士的亲自指导下创立的。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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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科学与工程系初期属于数理材学院，1999年和化学系合并组成化

学与材料科学学院，到2003年成长为独立的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经过20多年的发展，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已拥有“材料物理与化学”

国家重点学科（江西省仅有的两个国家重点学科之一）、“材料科学

与工程”博士后流动站、“材料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点、“材料科

学与工程”学科硕士点，2017年获选进入国家一流学科建设行列，并

牵头与化学、机械工程、环境科学与工程、物理学、信息与通信工

程等学科组成“南昌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一流学科集群”。学科在材

料科学与工程领域形成了具有自身研究特色的学科方向，是江西省

高校学科联盟首批牵头学科。 

（二）研究生基本情况 

1.研究生录取情况 

2021级本学位点博士研究生（学术型）录取30人，硕士研究生

录取279人，其中全日制学术学位研究生93人，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

生186人。 

2.在读研究生规模和结构 

截止2021年底，在校研究生856人，其中全日制学术学位博士生

91人，全日制学术学位硕士生257人，专业学位硕士生508人。 

3.研究生毕业及学位授予情况 

2021年全年完成两个批次研究生毕业、学位授予工作，毕业生

毕业并获得学位研究生共175人，其中全日制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15

人，全日制学术学位硕士生67人，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93人。 

4.研究生就业情况 

2021届硕博毕业生总体就业率100%，其中读博深造12人，创业1

人。博士研究生就业以高等教育机构、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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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研究生就业以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制造业和公共管理、社

会保障和社会组织为主。 

（三）研究生导师情况 

截止2021年底，本学位点共有40名博导、74名硕导。2021年新

增博导5人，硕导25人。 

表1 研究生导师队伍结构 

专业 

技术 

职务 

人数

合计 

年龄分布 学历结构 
博士

导师

人数 

学术型

硕士导

师人数 

最高学位

非本单位

授予的人

数 

26至 

35岁 

36至 

45岁 

46至 

59岁 

60岁

及以

上 

博士

学位

教师 

硕士

学位

教师 

正高级 52 1 17 29 5 35 5 35 20 30 

副高级 48 10 18 19 1 26 2 3 39 19 

中级 40 27 8 5 0 37 2 2 14 32 

其他 7 6 1 0 0 3 1 0 1 3 

总计 147 44 44 53 6 101 10 40 74 84 

二、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根据“政治要强、情怀要深、思维要新、视野要广、自律要严、

人格要正”的要求和标准，本学位点打造了一支讲政治、有情怀、业

务精的专兼职思政队伍，本学位点现有专职辅导员4名，兼职辅导员5

名。学科内“导师-辅导员-党政干部-优秀学长”老中青相结合的全员协

同思政工作机制发挥显著成效。 

在党政班子领导下，坚持每日研究生健康打卡，每日零报告。实

行党政领导班子领导下研究生安全网格化管理制度，健全学生请销假

制度和出入校园台账。每周分管领导组织召开学生工作例会，始终把

日常管理服务做到位，学生安全稳定放首位，要求省外返校同学必须

出示核酸检测证明，遵守疫情防控规定。 

研究生党支部改革走在前列，于2021年5月完成。做好党员模仿

带头作用，自习室管理由学生党员牵头负责，学习强国排名靠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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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党日活动近三十余场。2021年新发展党员41名，其中4名为博士研

究生。校庆T恤免费发放500余件，极大增强了学生的集体荣誉感。 

三、研究生培养相关制度及执行情况 

（一）课程建设与实施情况 

1.研究生课程开课情况 

基于学科特点和学科发展现状设置课程，开设的核心课包括：材

料科学与技术进展讲座和材料科学物理基础（博士），材料性能学和

现代分析测试技术（硕士）。主讲教师按照《南昌大学研究生指导教

师和任课教师工作条例》中对“研究生任课教师的要求”内容，由学术

水平高、有海外经历以及具有丰富的产学经历的教授或副教授担任，

其中博士研究生的专业学位课须由具有正高职称的人员担任，采取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讲学与自学相结合的模式、研究生与讨论相结合的

教学方式，显著提高了研究生理论基础与科研水平，培养了研究生的

独立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为提高教学质量，根据课程教学评价内容，每年召开教学评价会

议，听取教师和研究生的意见。持续改进机制主要体现在教师任课选

派和每两年检查培养方案执行效果考核，及时修订课程设置和教学大

纲，调整教学内容等方面。另外，每三年进行一次毕业后研究生发展

调查分析，以及时了解情况，得出规律，改进工作。 

2.研究生课程建设与教学改革情况 

本学位点任课教师积极开展教学研究与教学改革活动，2021年获

得第十七批江西省教学成果奖特等奖和一等奖各一项，并有2项校级

研究生教学研究与教学改革项目获得立项建设，2门专业课程入选校

级研究生专业学位优秀建设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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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第十七批江西省教学成果奖获奖项目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完成人 奖项 

1 

基于国家研发平台的研究生培

养“企业化”科教融合新模式 

江风益、全知觉、徐

龙权、张建立、曹盛 
特等奖 

2 

基于江西省有色金属产业发展

的“产学研用”人才培养体系 

唐建成、谭敦强、李

璠、黄惠珍 
一等奖 

表3 2021年校级研究生教学研究与教学改革项目立项建设情况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类别 主持人 

1 

研究生培养“企业化”科教融合新模

式的实践与深化 
委托项目 江风益 

2 

一流学科建设背景下材料类研究生

创新能力构成要素与培养路径研究 
一般项目 彭志平 

表4 2021年校级研究生专业学位优秀建设案例名单 

序号 课程名称 课程层次 课程类别 负责人 

1 薄膜物理与工艺 硕士 专业课 彭文屹 

2 凝固原理 博士/硕士 专业课 刘勇 

（二）导师选拔培训 

1.导师队伍选聘 

学位点博士研究生导师须具有博士研究生导师资格且年龄不超过

59周岁，若59周岁起每年均招到博士生，则至多延长至64周岁招最后

一届博士生。近三年主持纵向科研经费不少于20万元或主持的重大横

向课题的进账项目经费不少于60万。近三年科研业绩符合下列条件之



 
— 6 — 

一：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SCI、EI、SSCI、CSSCI源刊上发表论

文3篇，或有2篇论文被新华文摘或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转载；

获得国家级科研奖（排名前二名）或省部级一等奖以上（排名第一）。 

学科点硕士研究生导师须具有硕士研究生导师资格且年龄不超过

57周岁（正高职称年龄不超过60周岁），若57周岁起每年均招收硕士

研究生则可在59周岁（正高职称者可在62周岁）招最后一届研究生。

近三年主持纵向科研经费不少于6万元，或本人主持的横向课题进账

项目经费不少于12万元。同时，近三年科研业绩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有厅级以上单位主持鉴定的科研成果或获得厅级以上单位颁发的优秀

科研成果奖（排名前二位）；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在核心学术刊物

上发表3篇以上论文（核心学术刊物的标准为《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

览》（北京大学出版社最新版））；或在SCI、EI、SSCI、CSSCI源

刊上发表1篇以上论文。 

校外兼职研究生导师是科研单位、高等院校等单位中经验丰富的

学着、专家，且与我校有产学研合作关系。 

2.导师队伍培训 

为更好服务与学科建设，学位点对研究生导师进行岗前培训，由

学位点组织讲解博士研究生导师培训的重要意义和导师应承担的工作、

责任及义务，并请经验丰富的博士生导师介绍自己指导博士生的成功

经验，同时组织学习博士研究生培养、学籍管理、课程学习、论文答

辩、学位授予等有关规定和规章制度，并对全国和我校博士研究生教

育工作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进行论述和分析。此外博士生导师还可申请

学校的短期的出国交流项目以及国内访问学者。 

3.导师队伍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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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导师上岗考核每年进行一次，研究生院依据有关职能部门

提供的数据，统计近三年主持科研经费总额，并将导师名单和经费情

况通报学院，学院审核研究生导师的科研业绩，未达到上岗条件的研

究生导师应暂停招生一年。 

此外，研究生导师每年还须接受复审，以确定下一年度拟上岗招

生的研究生导师名单，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暂缓上岗：没有科研项

目及课题经费者；三年内未出版专著、教材，未发表论文和未获得新

的科研成果者；不认真履行导师职责，不能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或严

重违反研究生教育规章制度者。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撤销导师资格：

连续三年没有上岗；不认真履行导师职责，不能保证研究生培养质量

或严重违反研究生教育规章制度且经教育批评无效者；受党纪、行政

处分或刑事处分不再适合担任导师者；因身体健康原因不能实际指导

研究生者。近五年，学位点的博、硕士生导师考核全部通过。 

（三）师德师风建设情况 

本学位点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工作的重要论述和

全国教育大会精神，通过建机制、抓教育、强考核，不断加强师德师

风建设，打造了一支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

之心的“四有”教师队伍。并通过优秀学科文化熏陶、构建师德师风长

效机制，在强化人才队伍培养和树立时代楷模等方面的建设取得了良

好成效。 

1.涌现一批先进模范教师 

江风益教授获得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及“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纪念章，王立教授和刘军林教授获得“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李样生教授获得南昌大学十大教学标兵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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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三爱教授”王雨被追授“江西省模范”称号，其先进事迹在江西

教育系统形成学习热潮。 

2.建设多个优秀教师团队 

江风益院士领导的国家硅基LED工程中心技术团队围绕国家重大

战略需求，秉承“多发光，少发热”的理念，发扬井冈山精神，攻克了

在第一代半导体硅上制备高质量第三代半导体氮化镓的世界性难题，

开发出一整套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半导体照明新技术路线，产生了重

大经济效益，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并被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先进

集体。江风益团队获得2021年度省级示范研究生导师创新团队。 

唐建成教授领导的超高温材料与制备科研团队勇于担当，承担省

部合建重点任务，攻坚超高温金属材料行业共性关键技术，探索突破

超高温金属材料“卡脖子”技术难题的实现路径。 

3.形成传承师德和传递师能的良好氛围 

在“多发光，少发热”的学科文化熏陶下，教师崇德、务实，讲奉

献，重贡献，在人才培养、科研攻关领域默默耕耘。一批从教三十周

年以上的师德高尚教师受到校级以上表彰，青年教师见贤思齐，取得

校级以上优秀党员、“立德树人”标兵、教学能手等大量荣誉。 

（四）学术训练情况 

通过完善培养制度，加强培养环节管理，强化科研训练，鼓励学

术交流等，促进研究生学科知识、研究技能和创新能力的综合提升。

研究生创新创业实践能力显著增强，近年来在世界性、全国性的学术

研究与科技竞赛中屡创佳绩。2021年研究生在省级以上竞赛中获奖11

项，发表高水平论文49篇，授权专利1项。2021年，在第七届中国国

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获国家级银奖1项，省级金奖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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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省级银奖4项，在国家数学建模竞赛中获得国家二等奖2项，在江西

省研究生创新专项资金项目中获批10项。 

（五）学术交流情况 

为拓展研究生知识面，提高学术水平，促进学科的交叉渗透，活

跃学术氛围，积极组织国内外高水平学术论坛和研讨会，支持博、硕

士研究生开展学术交流，重视学术交流平台及相关制度的构建。 

1.研究生参与国际交流情况 

2021年本学位点博、硕士生参加国际产学研用合作会议、青年学

者论坛逾300余人次。2020级博士研究生易永源于2021年申请到美国

SpringfieldCollege交流学习12个月。 

2.高水平学术论坛和研讨会组织情况 

组织“材料论坛”，邀请包括美国陶瓷杂志主编、基伦斯基物理研

究所副所长AlexanderN.VTYURIN教授等国际国内知名学者莅临讲学；

邀请校内专家举行材料科学与技术进展讲座；每年组织研究生参加学

术报告会等。2021年，成功组织产学沿用国际合作会议（南昌）、第

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同期活动之一“慧聚未来”

国际青年学者前沿思辨会。 

（六）研究生奖助情况 

根据《南昌大学研究生奖助学金体系改革实施办法（南大校发

[2014]98号）》文件规定，研究生奖助体系包含三类：国家奖助金、

省奖助金、学校奖助金，包括：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研究生国家助学

金、研究生学业奖学金、省政府研究生奖学金、南昌大学研究生高水

平科研成果奖励、南昌大学研究生优秀毕业生、南昌大学研究生优秀

奖学金、南昌大学研究生困难补助金、南昌大学研究生助研金等。另

外，研究生还可通过参与勤工助学获得一定补贴。2021年，博士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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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3人获得国家奖学金，硕士研究生11人获得国家奖学金。国家助学

金发放率100%。 

学位点负责老师按时按要求参与研究生资助工作培训，组建资助

工作队伍。组建奖励评优制度，听学生所需，顺利开展研究生奖助工

作。每年前往贫困家庭慰问，并给建档立卡的优秀党员发放500元的

资助金。 

四、研究生教育改革情况 

（一）人才培养 

本学位点围绕“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实行多学科交叉融合，改

进各方向《本科生培养方案》和《研究生培养方案》，依托国家硅

基LED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国家和省部级科研机构，建设面向材料

及其相关学科如物理、化学、电子信息、控制、机械等多学科交叉

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的教学科研平台，致力于培养“能文能武、又红

又专”的复合型创新人才。“文”指理论基础好、创新意识浓，“武”指动

手能力强、实际贡献大；“红”指政治思想过硬、人格健全高尚；“专”

指掌握专业知识、专门技术。 

国家硅基LED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建立了一套简称为“六个一工

程”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即：一套必修课程、一系列实验技能、一种

模拟仿真方法、一种PPT演讲技巧、一件发明专利、一篇有新意的毕

业论文。从研究生培养方向、方式和评价标准等方面进行全方位改革，

构建并实施了研究生培养“企业化”科教融合新模式。 

制定《中外双导师人才联合培养实施办法》、《研究生外籍联合导

师聘任办法》，实行多导师联合培养制，开办“爱溪湖大讲堂”等系列

学术活动，邀请院士与知名专家授课；新能源材料与器件卓越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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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计划累计六届，学生实践成果产生二十余项技术专利，大部分毕

业生成为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应邀与世界光伏龙头企业晶科能源联

合培养“光伏工程技术”研究生；以先进功能材料智能化应用为核心，

2020年8月成立了南昌大学未来技术学院，实行本硕博连读，目标是

培养“宽口径、厚基础、强技能、善创新、会营销、懂管理”的未来

技术创新领军人才。 

（二）教师队伍建设 

本学位点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始

终把师德师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持续强化师德教育宣传、组织师德

规范专项学习、完善师德考核监督机制，把师德考核与教师年度考核、

职务晋升评优评先和人才引进相结合，实行师德师风“一票否决”制；

开展“立德树人”标兵评选，引导教师正确的价值理念，形成向上向善

的良好精神风貌。 

根据《南昌大学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招生资格认定办法（试行）

（南大校发[2020]53号）》和《南昌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上岗管理办

法（修订）（南大学位﹝2017﹞7号）》文件规定，每年对上岗导师进

行招生资格审核，破除导师“终身制”，2021年，导师招生资格审核参

与率100%。 

（三）科学研究 

2021年，本学位点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13项，获批江西省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19项、江西省重点研发专项重点项目1项、中央引导地

方科技发展资金科技创新基地建设--基地平台建设项目1项、江苏省

重点研发计划项目1项，纵向课题经费共计1133.4万元；2021年立项

横向课题35项，横向课题经费共计1913.34万元。学位点教师202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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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SCI文章86余篇，授权专利35项。2021年荣获江西省科技进步奖

一等奖1项，江西省自然科学进步三等奖1项。 

表5 已完成代表性科研项目列表 

序
号 

批准号 项目名称 姓名 资助类别 
批准经

费（万

元） 

时
间 

1 
2016YFB

0400103 

大失配、弱分凝
InGaN外延生长

和高发光效率绿

光量子阱研究 

王

小

兰 

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项目

课题 

300 
2021.

06 

2 
2017YFB

0403105 

超高能效白光
LED光谱设计与

新型高效器件研

究 

张

建

立 

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项目

课题 

156 
2021.

06 

3 
2017YFB

0406300 

先进电磁介质及

微型电容器开发 

舒

龙

龙 

国家重点研

发计划项目

课题 

93 
2021.

12 

4 
20202BC

D44006 

国家硅基LED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

风

益 

国家级科技

创新平台稳

定支持：重

大科技创新

平台培育（

定向委托） 

100 
2021.

08 

5 11804142 

高k栅介质
SrTiO3与二维材

料MX2界面输运

特性研究 

廖

霞

霞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青年

项目 

25 
2021.

12 

6 21803029 

基于电化学方法

原位增强离子特

异性效应实现对

界面两性聚电解

质性质的调控 

王

涛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青年

项目 

27 
2021.

12 

7 51803085 

钙钛矿的纳米压

印图案化及其光

伏性能研究 

胡

婷 

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青年

项目 

25 
202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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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20212ZD

D02011 

国家硅基LED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

风

益 

中央引导地

方科技发展

资金科技创

新基地建设

--基地平台

建设-工程

中心、重点

实验室 

100 
2021.

12 

9 
20202BC

D44006 

国家硅基LED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 

江

风

益 

重大科技创

新平台培育

（定向委托

） 

100 
2021.

08 

10 
HX20190

6010001 

含氧含水氛围下

高温探针研究外

委项目 

谭

敦

强 

中国人民解

放军xxxxx

部队 

74 
2021.

12 

11 
61409220

118 

基于镁锂合金准

晶形成的合金成

分设计和累积叠

轧数值模拟仿真

研究 

刘

勇 

中央军委科

技委装备发

展部国家“

十三五”国

家装备预研

领域重点基

金项目课题 

50 
2021.

12 

12 
20182AB

C28003 

硅衬底高光效长

波长发光材料与

芯片制造技术研

究及 

李

树

强 

江西省重大

研发专项 
1000 

2021.

12 

14 
20203CC

D45016 

南昌大学国际材

料创新研究院创

新平台 

唐

建

成 

省级科技计

划项目 
100 

2021.

12 

15 
HX20211

2290001 

高品质钽铌新材

料制备技术开发 

谭

敦

强 

江西钨业股

份有限公司 
260 

2021.

12 

16 
HX20201

2100008 

5G前传关键技术

——光模块的散

热分析及高散热

材料研发 

李

勇 

杭州华宏通

信设备有限

公司 

105 
202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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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HL20191

03010385

1000025 

电阻元件材料分

析及低电阻率合

金材料开发 

谭

敦

强 

钧崴电子科

技股份有限

公司 

70 
2021.

12 

18 无编号 

四基色硅基LED

技术研究与产品

开发 

罗

昕 

横向课题-

良业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

公司 

65 
2021.

01 

19 
HX20200

8260001 

黄光LED外延片

外延生长用
MOCVD涂层石

墨基座研制 

吴

建 

湖南倍晶新

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 

50 
2021.

06 

表6 在研代表性科研项目列表 

序
号 

批准号 项目名称 姓名 资助类别 
批准经

费（万

元） 

时
间 

1 62031011 

高速水下无线光

通信关键集成器

件与智能系统研

究 

王

光

绪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

子任务 

60.4 

2021.

01-

2025.

12 

2 
20212BBE5

1013 

高安全长寿命全

固态硅碳 钽锂

电池及其电池系

统的研究与开发 

罗

广

圣 

江西省重

点研发计

划重点项

目 

100 

2021.

11-

2024.

10 

3 
20232BCJ2

2056 

新型锆铌合金高

端人工关节精密

制造及产业化 

胡

志 

江西省科

技计划项

目（不含

基金项目

） 

50 

2021.

11-

2024.

10 

4 
jxsq202010

1056 

新型电解液调控

锂金属电池界面

反应及其机制研

究 

方

姗 

江西省“双

千计划”青

年领军人

才 

100 

2021.

1-

2025.

12 

5 
jxsq202010

1058 

棉花负载有机-

无机超分子复合

可见光催化剂及

其在有机合成中

的应用研究 

黄

宇

星 

江西省“双

千计划”创

新领军人

才(青年）

项目 

100 

2020.

01-

2024.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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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2023-WX-

0045 

热控聚酰亚胺薄

膜热亚胺化产业

化制备技术 

李

晓

敏 

苏州天脉

导热科技

股份有限

公司 

300 

2021.

11-

2025.

10 

7 
HX2021081

80002 

光固化3D打印

材料研发及市场

推广应用 

黄

笔

武 

湖北固润

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125 

2021.

5-

2026.

5 

8 
9182/92220

223 

钕铁硼废料分解

与分离过程与污

染处理 

朱

正

吼 

吉安鑫泰

科技有限

公司 

120 

2021.

5-

2026.

5 

9 
HX2020083

10001 

固态锂电池研发

项目 

罗

广

圣 

江西瑞马

新能源汽

车制造有

限公司 

100 

2019.

11-

2024.

10 

1

0 

HX2021122

20005 

高性能聚酰亚胺

薄膜制备技术 

李

晓

敏 

中汇睿能

凤阳新材

料科技有

限公司 

50 

2021.

12-

2024.

12 

学位点现有4个国家级科研平台、2个教育部平台、5个省级科研

平台，科研平台建设极大推动了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的发展，成为培

养高层次人才、开展高水平学术交流的重要基地。 

表7 科研平台建设情况 

序号 平台名称 平台类别 
获批 

时间 

1 
国家硅基LED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011 

2 物理实验教学中心 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2015 

3 工程力学实验中心 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2006 

4 
力学与工程虚拟仿真实验

教学中心 

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中心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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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电工电子实验中心 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2008 

6 发光材料与器件 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2001 

7 
MOCVD装备与工艺省部

共建协同创新中心 
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 2018 

8 
江西省发光材料重点 

实验室 
江西省重点实验室 2000 

9 
江西省太阳能光伏重点 

实验室 
江西省重点实验室 2016 

10 
江西省先进功能薄膜材料

工程实验室 
江西省发改委省级平台 2016 

11 
江西省二维功能材料及 

器件重点实验室 
江西省重点实验室 2017 

12 江西省非晶硅/晶体硅异质 
江西省产教融合重点创新

中心 
2019 

学位点拥有一批功能齐全、性能先进的用于材料制备、成型加工、

性能测试和结构表征方面的实验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价值达2.92

亿元。其中价值在40万以上的实验仪器设备共有48台套，价值近2.34

亿元；价值在10万元~40万元的实验仪器设备共有203台套，价值逾

0.58亿元。用于材料制备的大型仪器设备有：高温超高压材料合成装

置、高温光学浮区单晶炉、磁控溅射系统、原子层沉积系统、3D打印

系统和亚稳材料制备设备等；用于材料成型加工方面的仪器设备有：

真空感应熔练炉、130吨冷室压铸机、精密注射成型机、双螺杆挤出机、

塑料压力成型机和吹膜机等；用于材料性能测试和结构表征的仪器设

备有：电子万能试验机、X射线衍射仪、扫描电镜（SEM）、同步热分析

仪、激光粒度分析仪、荧光分光光度计和液相色谱仪等。 

（四）传承创新科学文化 

学科带头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江风益同志，发扬“坚定执着追

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关、依靠群众求胜利”的井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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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精神，带领团队“把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以“十九年磨一剑”的毅

力执着创新，形成了“多发光、少发热”的学科文化。秉承这一文化，

紧扣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需求，强化师生学科群体意识，增强师生对

学科的归属感、认同感、向心力。倡导不同学科、不同学术背景的文

化交融，建立开放学术平台，推动多学科和跨学科交叉合作，取长补

短，优势互补。营造重视梯队建设、鼓励创新、宽容失败、乐于奉献、

坚持不懈的学科氛围。 

重视教学科研人员思想政治建设，坚持党建与业务工作相融合，

将党支部建在学科团队，实行业务和党建“双带头人”制，积极发挥党

员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发光新材料团队等党支部被评为省级以上优秀

党支部。 

（五）国际合作交流 

1.加强科学研究国际合作 

聚焦国际前沿学科研究方向，加强与相关领域国际一流的高等院

校、科研院所及专家的交流合作。与土耳其中东科技大学太阳能技术

与应用研究所签订科研合作协议；与巴基斯坦国立科技大学材料与化

工学院合作完成一个一带一路科技合作计划项目；与德国伍珀塔尔大

学合作申请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中德国际合作项目；与日本北海

道大学合作开发多极轴分子铁电材料；与德国伍珀塔尔大学、美国华

盛顿大学、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土耳其中东科技大学签

订国际合作项目。 

2.搭建学术交流国际平台 

积极参与本学科相关国际学会或国际联盟活动，努力成为其成员，

创立与本学科相关的国际论坛，邀请国际知名专家学者来访、作报告

或参加其它学术交流活动。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多次作大会邀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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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连续承办两届教育部、江西省政府指导、主办的国际产学研用

合作会议，组织了超高温材料与应用、信息材料与应用、智能制造与

装备、人工智能等多个新材料技术领域论坛，邀请127位乌克兰、俄

罗斯、白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外籍专家进行学术交流，并分别

与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巴顿焊接所、乌克兰国家科学院弗兰采维奇问题

研究所、俄罗斯伊万诺沃州立理工大学等8家高校或科研院所签订关

于高层次人才引进、人才联合培养、科研项目合作等方面的合作协议，

成功搭建新材料技术领域学术交流的国际平台。 

五、教育质量评估与分析 

（一）学科自我评估进展及问题分析 

1.良性循环的学科生态建设周期漫长 

本学科在发光新材料方向，经过27年的艰苦奋斗、资源整合和战

略方向的选择，初步建成了一个具有良性循环的学科生态。这一成果

的取得，离不开长期的科研积累、团队协作以及对前沿技术的敏锐把

握。发光新材料方向的成功，不仅体现在科研成果的产出上，还体现

在人才培养、产学研合作以及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上。然而，其他方向

虽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但要形成类似的良性循环学科生态，仍

需数年时间，存在其他培养方向资源获取相对滞后；科研周期较长；

团队建设不足等问题。 

2.预期期望值与学科实际贡献度有明显差距 

尽管本学科在创新驱动产业发展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与上

预期期望值相比，仍存在明显差距。具体表现为：科研成果转化率低，

未能充分转化为实际生产力，影响了学科对产业发展的直接贡献；产

学研合作深度不足，尽管与企业的合作项目有所增加，但合作的深度

和广度仍有待加强，特别是在技术转移和产业化应用方面，未能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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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学科的优势；国际影响力有限，本学科在国内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但在国际学术界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相对有限，未能充分展示学科的科

研实力和创新能力。 

（二）学位论文抽检、盲审情况 

为进一步促进和提高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对研究生学位论文进

行盲审，其中博士学位论文全部送审，硕士学位论文按20%抽取，提

前申请学位者、上年度有盲审不合格者学生的导师指导的学位论文全

部送审。博士学位论文聘请5位博士生指导教师（校外至少4位）评阅，

5份送审论文应符合盲审要求，评阅意见书有4份或以上在60分以上且

同意进行学位论文答辩者，批准答辩。硕士学位论文聘请2名副高及

以上职称的评阅人，其中至少1名是校外专家，如评阅人之一不同意

答辩，则暂缓答辩并加聘1位评阅人，如2名评阅人不同意答辩，待论

文修改完成，半年后重新申请。学科的博、硕士论文还需参与省、市

毕业后论文抽检。 

近五年来，省优秀毕业论文66篇，博士研究生盲审通过率100%，

硕士研究生盲审通过率99%，论文答辩通过率100%。研究生论文选

题站在了学科发展前沿，创新性强，围绕研究目标取得了系列有重要

价值的成果，工作量大，写作规范，展示了较高的学术水平。 

六、改进措施 

力求找准学科方向，“不唯书、不唯上、不唯洋、只唯实”，在新材

料技术各方向上努力形成更多的中国特色、中国路线、中国方案，更

为有效整合人力、物力、财力等各方面资源，长期坚持下去，期望产

生更多的从0→1的创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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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学科特区”制度，进一步加快从“学术价值导向”向“市场价值

导向”的转变，增强教育链、人才链有效对接产业链、创新链，建成新

材料技术国际研究院，提升服务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

平。 

通过以下措施，本学科有望在未来几年内逐步缩小差距，进一步

提升学科的科研水平和实际贡献度，实现各方向的良性循环发展。 

（1）加强资源整合与分配：在保持发光新材料方向优势的同时，

加大对其他方向的资源投入，特别是在科研经费、设备支持和人才引

进方面，确保各方向均衡发展。    

（2）提升科研成果转化能力：建立更加高效的科研成果转化机

制，加强与企业的深度合作，推动科研成果的产业化应用，提升学科

对产业发展的实际贡献度。 

（3）深化产学研合作：通过建立联合实验室、技术转移中心等

方式，深化与企业的合作，特别是在技术研发和产业化应用方面，形

成更加紧密的合作关系。 

（4）提升国际影响力：通过加强国际学术交流、参与国际科研

项目、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等方式，提升学科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力

和知名度。 

（5）加强团队建设与人才培养：通过引进高端人才、加强青年

科研人员的培养，提升科研团队的整体实力，特别是在新兴研究方向，

确保学科的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