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9 年度湖南工程学院“双一流”学科建设
报告

一年来，学校党委和行政高度重视“双一流”学科建设工作，以

学科建设为龙头，8个省级应用特色学科为引领，加强内涵建设，夯

实基础，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及国际化等方

面取得长足发展，取得一系列重大标志性成果。

一、学科建设整体情况

学校按“分类、分级、分层”的原则进行学科建设，已构建了较完

善的省、校、院三级学科建设体系，形成了电气、机械、纺织、化工、

管理等优势专业群，涵盖工、管、文、理、经、艺等学科门类。拥有

电气工程、控制科学与工程、机械工程、化学工程与技术、土木工程、

工商管理、物理学、设计学 8个省级应用特色学科，遴选了计算机科

学与技术、材料科学与工程、纺织科学与工程、化学、马克思主义理

论等 13个校级应用特色学科（含 8个省级应用特色学科），电子科

学与技术、建筑学、信息与通信工程、数学、外国语言文学、应用经

济学等 6个校级应用特色（培育）学科。拥有能源动力和材料与化工

2个专业学位类别，55个本科专业，教育部“卓越计划”实施专业 8个；

国家级、省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 6个，省级一流专业建设点 9个；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2个专业通过国家工

程教育专业认证。拥有省级教学团队 7个，省级科研平台 20个。

二、项目实施情况

1、师资队伍建设

以服务学科建设为目标，进一步优化教师队伍结构，通过内培和



外引方式，提升教师教学科研水平。2019年，新增教授 13人，副教

授 15人，引进和培养博士 68人，柔性引进人才 3人，入选湖南省政

府特殊津贴专家 1人，获湖湘高层次人才和青年英才 3人，湖南省芙

蓉教学名师 1人，入选湖南省 121创新人才工程人才 5人，省青年骨

干教师培养对象人选 6人。

2、人才培养

学校始终坚持人才培养的中心地位，培养应用型人才。2019年，

信息与计算科学、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自动化、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土木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纺织工程、

环境设计等 9个专业被评为省级一流建设专业；立项省级精品在线开

放课程 4门，认定省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 2门；立项校级教学改革研

究项目 56项，获得省级教研教改项目 32项，获省级课堂教学竞赛一

等奖 1名、二等奖 1名、三等奖 3名，获省级信息化教学竞赛三等奖

1名；学生成功申报国家级大学生研究性学习和创新性实验计划项目

17项，省级 50项，校级 100项；共获得国家级奖励 77项，省级奖

励 189项。

3、科学研究

科研到账经费 1.4亿。立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3项、国家社科基

金 3项、省部级项目 47项（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 1项，湖南省重点

领域研发计划项目 1项，长株潭自主创新示范区标志性工程项目子课

题 1项，湖南省自然科学基金立项 22项，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

项目 12项，湖南省社科成果评审委员会项目 10项），湖南省教育厅

“双一流”科研项目 123项，校级项目 58项（科研启动基金项目 14

项，国家项目预研基金 14项，校级科研项目 26项；百名骨干人才工

程项目 4项）。



此外，通过人才引进转入国家基金 3项，立项“湖湘青年英才”

支持计划 1项、湖湘高层次人才聚集工程项目 1项、境外名师专项 1

项。

获省级科研奖励 6项，分别是：“大功率风力发电机性能试验技

术”湖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活性氧物种对有机污染物降解动力学

及反应活性位点与机制”湖南省自然科学二等奖、“超（超）临界锅

炉金属管道运行状态快速检测技术及装置”中国仪器仪表学会科学技

术二等奖、“深度氧化体系中自由基离子对有机污染物降解效率与机

制”中国化工学会基础研究成果奖三等奖、“原民国大陆大学在台‘复

校’之背景与历程”湖南省教育优秀成果奖二等奖、“基于碳氢键活

化及官能团化反应直接构筑碳碳键/碳杂键”湖南省自然科学三等奖

（参与），奖励数量和质量创历史新高。

4、社会服务

高度重视产学研合作，大力实施“校地深度融合”发展战略。学

校先后与湘乡市人民政府、韶山市人民政府、雨湖区人民政府签订了

校地全面合作协议，与湖南吉利汽车部件有限公司、湖南巨强再生资

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湖南爱普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湖南深思电工

实业有限公司、湖南盛泰新马制衣有限公司等 40多家企业共建了产

学研合作基地，为学校开展产学研合作、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奠定

了良好基础，构建了校地共享共建科研平台、科技成果转化基地的良

好机制。

紧密对接湘潭市三大“千亿”产业，与新松机器人产业发展（湘

潭）有限公司联合申报了长株潭标志性工程计划重大标志性创新示范

工程项目“中高端机器人创新孵化基地与产业协同创新平台建设”。

与吉利汽车共建了吉利汽车产业学院，与岳塘区政府共同申报了“国



家智慧物流园”项目，参与了岳塘区政府宝塔北路文化创意街区方案

设计，参加了岳塘区人才俱乐部联席会议 2次。

积极对接湘潭市“智造莲城”的成果转化路演，组织教师参加成

果转化路演活动 10次，5名教师在路演活动上推介了自己的研究成

果。

积极推进科研成果转化，有 4项专利转让给企业。

组织开展了湘潭市科技特派员遴选活动，成功推荐 8名科研专家

入选湘潭市科技特派员。

5、国际交流与合作

学校积极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和合作，鼓励教师赴国外大学访学、

英语培训等。2019年共派出 8名骨干教师赴国外进行交流学习；2019

年共 65位学生获得英国高地与群岛大学学士学位，学校招收首届 25

名来华留学的国际学生。

6、平台建设

全年成功获批省级科研平台 7个，分别为：湖南省院士工作站，

“基于多智能体理论的多机器人协同控制”湖南省重点实验室，“电

力复杂网络安全与保护”湖南省工程研究中心，“病险工程结构灾变

与加固”湖南省工程研究中心，“环境功能材料与污染控制”湖南省

科技创新团队，“人工智能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湖南省社科研究基地

1个，湖南省社科科普基地。此外，作为主要参与单位获批了“复合

材料成型装备”湖南省工程研究中心。获批湖南省高等学校创新团队

1个，获批湖南省研究生教学团队 4个。

加强了科研平台管理和建设，“风电装备与电能变换”湖南省

2011协同创新中心和“混合动力系统设计与控制” 湖南省科技创新

团队顺利通过湖南省教育厅验收。



三、工作亮点及成就

1.科研经费持续快速增长，到账经费创历史新高。全年科研经费

1.4亿余元，其中横向科研工作取得了历史性的成绩，签订合同 474

项，到账经费 1亿余元。

2.奖励奖项和科研平台数量持续稳步增长，质量和数量创历史新

高。获省级科技奖励 6项，其中获湖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获湖

南省自然科学二等奖 1项。立项省级科研平台 7个，其中湖南省重点

实验室 1个，湖南省工程中心 2个。

3.教学改革积极推进，教学成果奖创历史新高。2019年，获第十

二届湖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5项，三等奖 2项，其中研究

生教育改革《“特需项目”高层次应用人才培养的探索与实践》获省

教学成果奖二等奖，全省同类院校唯一；获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纺织

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一等奖 1项，三等奖 1项，获第四届湖南省教育

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1项。

四、问题和困难

2019年“双一流”学科建设中取了较好的成绩，但学校学科建设

工作在发展过程中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和困难。

学校学科平台建设起点不高，基础不牢、数量不足，服务学科建

设的指向性不明确；学科梯队已初步形成，但缺少高水平学科领军人

才，学术带头人、学术骨干有待进一步加强培养；高层次、有影响的

科研项目偏少，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奖数量少，在国内有影响力的

标志性成果还欠缺；学科建设资金短缺。



五、下一步打算和计划

1.精准对标，提升实力。以《湖南省高等院校“十三五”学科建

设发展规划》、《湖南工程学院科研和学科建设“十三五”发展规划》

为指引，精准发力、多管齐下，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提升科学研究水平，加大实验室及基地等教学平台和支撑条件建

设，确保超过新增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申请基本条件和硕士点申报要求。

2.广泛筹措社会资金，争取社会资源办学。加大鼓励和激励措施，

进一步发挥我校的人才和科研资源优势，加强校地共建和产学研合作，

争取社会各方对学校建设发展的支持。

3.加大人才引进力度，拓展引才渠道。要调整人才引进待遇政策，

给予学科带头人在学术队伍建设上更大的自主权。在现有渠道基础上

从海外、科研院所、企业中寻找急需人才。健全激励机制，发挥绩效

工资的激励导向作用，向优秀人才和重点岗位倾斜。

4.建设一批高水平的一级学科和专业学位硕士点。落实《湖南工

程学院学科建设与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全面加强应用高峰学科、领

雁学科和支撑学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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