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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我校学术委员会严格依照教育部《高等学校学术委员

会规程》和《北京化工大学章程》的有关要求，完成了北京化工大学

学术委员会章程的修订和学术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同时认真履行了

学术委员会的各项职能，积极发挥作用，顺利完成各项工作，29 位

委员公平、公正、公开地履行了职责。 

现对我校 2017 年整体的科技创新能力、学科发展、学术委员

会的运行及履行职责的情况进行总结，具体如下： 

一、科技创新能力情况 

2017年学校科研经费到款 6.18亿元，包括国重实验室 2040万

元，北京市共建 1340万元，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 2730万元，双

一流 3000万元、引智计划 855万元，纵向科研到款 2.93亿元（含社

科 435万元），横向科研到款 1.56亿元（含社科 258万元）。2017年

我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获资助项目 91 项，资助额度总计 7923 万元，

其中面上项目 48 项、青年基金 25 项，资助率分别达到 24%和 38%；

承担重大项目 1项、重点项目 2项、联合基金重点支持项目 2项、重

大研究计划培育 2项、应急管理项目 1项，凸显了我校在基础研究领

域的学术深度和水平。 

2017 年度我校重大项目立项情况又获新高，申报项目 10 项、

承担课题及参与课题 70项；获批项目 5项（含项目负责人 2项）、承

担课题 15项、参与课题 36项，经费约 1.6亿元。牵头申报 9个重点



研发计划项目，获批 5项，其中 3项为我校作为牵头单位，2项为我

校教师担任项目负责人，项目总财政经费为 6543 万元；5 个项目中

重点基础材料专项 2项、战略性先进电子材料 1项、生物医用材料专

项 1 项、大气污染治理专项 1 项，共获批由我校牵头课题 15 项，总

财政经费为 6620万元。 

2017年我校新增两个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两个北京市国际科技

合作基地（先进功能弹性体材料北京市国际科技合作基地，城市生物

质能源技术北京市国际科技合作基地），两个北京市科普基地（北京

化工大学化学科普基地，先进材料科普基地）。三个省部级基地通过

科委的绩效考评，碳纤维及功能高分子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以优异的成

绩通过评估；我校与中日友好医院于签署了战略合作伙伴协议，北京

化工大学—中日友好医院生物医学转化工程研究中心正式成立，开启

了双方“医工结合”全面合作，中心遵循“共建、共管、共同发展”

的合作原则，通过“医工结合、优势互补、学科交叉、共同培养、协

同创新”的合作模式，开展在生命科学领域的全面合作。 

二、学科发展情况 

截止到 2017 年，我校化学、材料科学、工程学以及生物学与生

物化学 4 个学科进入 ESI 排名的前 1%。化学工程与技术一级学科在

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排名并列第 3。学校现有 7 个博士后流动站，

7个一级学科博士点，29个二级学科博士点，96个硕士点，5个专业

硕士学位门类，10 个工程领域工程硕士点，55 个本科专业；1 个一

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涵盖 5个二级重点学科），2个二级学科国家



重点学科，1 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3 个一级学科北京市重点学

科（涵盖 14个二级重点学科），2个北京市交叉重点学科，3个二级

学科北京市重点学科；8个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16个北京市级特

色专业建设点，5个教育部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专业。 

三、学术委员会运行及履行职责情况 

（一）机构建设 

2017年度学术委员会秘书处对《北京化工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

完成了修订。并根据新章程的有关要求，进行了学术委员会换届改选

工作。经过名额分配、民主推荐、民主选举、校长聘任等环节，完成

了学术委员会换届选举工作，候聘委员名单经校长办公会批准通过。

我校校长对学术委员会委员进行了聘任，随后召开学术委员会全体委

员会议选举产生了学术委员会主任和副主任。 

（二）学术审议 

1、对《北京化工大学 2017-2020 年专业技术职务正高级岗位设

置方案》进行了审议 

2、对《北京化工大学一流学科建设方案》进行审议 

3、分七批次审议我校拟聘任名誉教授材料 

（二）学术评议 

1、评审了北京市自然基金办优秀项目成果和优秀人才相关材料 

2、评审引进人才项目经费申请书 

3、推荐申报霍英东青年教师基金和青年教师奖 

4、推荐北京市科技领军人才及科技新星计划 



5、推荐申报人才计划项目人选 

6、推荐申报中国青年科技奖候选人 

7、推荐申报创新人才推进计划人选 

 

北京化工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将不断推进运作与管理的科学化、系

统化、标准化和规范化，更加有效行使学术审议、学术评议、学风维

护和学术仲裁等方面的学术权力，排除行政权力代替行使学术权力的

隐患。在完善学术事务的规划决策机制、改进基层学术组织的组织形

式和运作模式、推动学科交叉融合、构建学术团队建设的可行机制等

方面进行深入探索，更好服务学校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