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位授权点建设 

2022 年工作报告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1.1 培养目标 

坚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方针，注重对硕士研究生在德

智体美劳诸方面的全面培养，使之成为能在科学或专门技术上取得创造性成果的

高层次人才，具体表现为：（1）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及马

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热爱

祖国，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具有高度的事业心和责任感，积极为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2）掌握本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

门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的能力；（3）掌握一门外国语，具有熟练的阅

读能力，较好的写译能力和一定的听说能力，能够以英语为工具，熟练地进行科

学研究和学术交流；（4）具有健康的体格。 

1.2 学位标准 

本学位点达到授位标准需满足以下条件： 

（1）学习年限要求：最短不低于 2 年、最长不超过 5 年。 

（2）课程考核要求：修完培养计划规定的课程并合格，且学位课程考试成

绩的加权平均不低于 75 分；完成培养计划规定的各个环节，满足培养方案规定

的学分要求。 

（3）学术活动要求：须参加 10 次以上(含 10 次)学术报告、讲座等。 

（4）科研成果要求：需取得下列之一成果： 

1） 结合导师正式立项国防保密科研项目撰写并提交该项目《技术报告》，

需经课题组认定同意，并有课题组外具有涉密资质人员的评审意见。 

2）作为项目负责人完成 1 项区级研究生教育创新项目并通过验收。 

3）结合导师正式立项科研项目，参与完成经过鉴定或验收的科研成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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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省部级及以上排序为前 5 名，地厅级要求前 2 名。 

4）以第一作者或第二作者（导师是第一作者）身份在学校科技处认定的

中文核心期刊及以上学术期刊（增刊除外）或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学报（增刊除外）

或高水平学术会议（必须提供 SCI、EI 或 ISTP 检索证明）发表（或已录用）1

篇学术论文。录用论文须提交相关的录用证明和版面费付款证明。 

5）作为主要人员获得 1 项或申请 2 项发明专利，或获得 1 项实用新型专

利，排序为前 2 名，每项专利成果只能使用 1 次。 

6）作为主要人员正式出版（含接受出版）专著 1 部，且出版成果的完成

人标注能够证明其个人独立完成的字数不少于 2 万字。未正式出版的须提交相关

的证明和付款证明。 

7）在全国性大型课外科技作品或学术竞赛中获三等奖及以上奖励 1 项，

且排名第 1。 

8）作为主要完成人获得科技进步奖或社科成果奖 1 项，省部级及以上排

序为一等奖前 5 名，二等奖前 3 名，三等奖前 2 名，地厅级要求二等奖以上前 2

名。 

（5）完成硕士学位论文，并通过硕士学位论文答辩。 

1.3 研究方向 

本学位授权点依托我校电子信息学科优势，立足广西、面向全国、辐射东盟，

服务电子信息产业、新材料和新能源领域，以电子信息材料与器件、金属材料结

构与性能、储能材料科学与技术等为主要研究方向而开展工作。 

1.4 培养方向 

1.4.1 材料物理与化学 

本培养方向主要瞄准国际前沿和国家能源战略需求的核心科学问题开展

工作，运用材料科学、热化学、电化学、催化理论等多学科知识与技术手段，在

新型制/储氢、相变储能材料与传感器、光电材料、太阳能电池光电材料及其器

件、新型高效热电转换材料合成、机理研究与器件设计等，围绕其相关的科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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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与技术难点开展研究，研究开发具有应用前景的新型制/储氢、相变储能材料

与传感器及太阳能电池等光电器件，并着力解决可再生能源和其它绿色能源利用

过程中的储热、热转换和热损失的基础关键科学问题。 

1.4.2 材料学 

本培养方向的一个研究领域是针对广西稀土金属矿产资源优势，以合金相关

系及相结构调控研究为出发点，开展合金体系的相图设计与新型金属功能材料的

研发工作，从原子、电子层次阐释材料构效关系的物理作用机制，在合金相图相

结构的实验测定与热力学计算、高性能稀土永磁材料设计与可控制备、性能优良

合金材料的开发等方面取得了突出成果。本培养方向的另一个领域是研究具有器

件应用背景的电子材料及其相关基础材料的制备共性科学及技术问题，包括压电、

铁电、介电等电子信息材料新型合成方法与制备技术、低成本绿色环保压电介电

材料，开发具有应用前景的电子信息功能材料。 

1.4.3 材料加工工程 

本培养方向主要有三个研究领域：一是致力于纳米或超细电子信息粉体材料

实验室和中试制备，以广西特色资源为依托，在宏量制备粒径和形貌均一、可控

的精细电子材料方面做出了面向实际工程的创新性工作；二是致力于等离子表面

改性、激光表面强化、合金定向凝固、硬质薄膜合成等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在等

离子表面合金化技术方面处于国内先进水平；三是开展高性能 ITO 靶材、真空镀

膜材料的制备与加工技术的研发，进行材料的功能设计、先进加工和测试技术、

寿命和安全可靠性等方面的研究工作。在纳米粉体制备技术、ITO 靶材制备关键

技术、等离子表面改性等方面进行了工程应用，累计为企业新增产值超过 2 亿

元。 

1.5 师资队伍 

本学位点现有教职工 98 人，其中，正高职称人员 37 人，副高职称人员 24

人，具有博士学位的 81 人，博士生导师 21 人，硕士生导师 89 人。拥有俄罗斯

自然科学院院士 1 人，中科院百人计划人选 5 人，“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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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级人选 1 人、国家特殊津贴专家 4 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2 人，全国杰

出专业技术人才 1 人，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1 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

计划人选 1 人，教育部跨世纪人才基金获得者 1 人，英国皇家化学会会士 1 人，

德国洪堡学者 4 人，广西八桂学者 4 人，“新世纪十百千人才工程”省部级人选

3 人，广西优秀专家 3 人、广西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7 人、广西青年科技奖获得

者 4 人。 

1.6 培养条件 

本学位点拥有电子信息材料与器件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广西电子信息材料



2.2 师资队伍建设方面 

本学位点孙立贤教授于 2022 年 9 月被聘为第三批“漓江学者”，新增 18 名

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校内硕导 6 人，外聘硕导 12 人），1 名年轻教师获广西

高等学校千名中青年骨干教师培育项目，并从国内知名高校引进 4 名优秀年轻博

士，师资队伍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截止 2022 年底，本学科学术型硕导 89 人，

其中，具有博士学位导师占比 96%，另外具有正高级职称导师占比 47.2%，40 岁

以下（含 40 岁）的导师占比 40.4%。 

2.3 培养条件建设 

学位点高度重视研究生培养条件的硬件建设。2022 年新增脉冲功率器件综

合性能表征测试系统、光学真空变温综合测试系统、光电器件高精度可控强度光

电化学谱仪、高压充放电测试系统、气敏传感器测试系统、高气密性自动在线光

催化分析系统、在线分析质谱仪、涂布机、化学吸附仪、真空电弧熔炼炉、高温

介电谱测试系统、碳化硅微反应器、行星分散真空混合机等 13 台大型测试和制

备设备，进一步丰富了材料制备合成、表征与性质测定的实验手段。 

注重培养研究生创新创业能力，鼓励研究生参与教学实习、学术学科竞赛等

活动，在创新实践中提升学以致用能力。成功举办了学院第四届“材梦杯”研究

生学术报告竞赛，培养了研究生科学精神和学术道德，提升研究生科研水平，营

造创新氛围，促进学术交流。2022 年间，研究生发表学术论文 153 篇，校级优秀

学位论文 6 篇，校级优秀毕业生 4 名，获国家奖学金 7 人。新增 1 个区级研究生

联合培养基地（新能源材料与器件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对接企业需求开展科

学研究，加强校企合作研究生联合培养。 

2.4 科学研究工作方面 

本年度共承担国家自然基金 10 项，其中面上项目 2 项，省部级基金项目 6

项，企业合作项目等横向课题 7 项，到位科研经费 2596.2 万元。发表论文 SCI、

EI 收录 235 篇；获国家授权专利 72 件，其中授权发明专利 54 件；科技成果转

让 3 项。成功承办了 2022 年难熔金属及硬质材料研发论坛、第二届新材料与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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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工程国际学术会议（AMCE2022）、2022 年广西新材料（特种陶瓷）产业发展

研讨会等国际国内学术会议 3 次，加强学术交流，大幅提升材料学科的知名度和

影响力。在梧州、柳州、南宁、来宾、桂林等地开展了与地方政府和企业的交流

合作，与中沛电子、柳州国轩、南宁国人、5718 厂等 20 余家企业开展校企合作，

与广州尤特等单位签订并实施了发明专利的成果转移。 

2.5 招生就业与培养方面 

本学位点形成了电子信息材料特色鲜明的“三全育人”教育与培养体系，强

化科教融合与产教融合，重视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目前在读学术型研究

生 204 人，2022 年毕业 37 人，就业率达到 97.29%，研究生在“互联网+”、挑

战杯、全国研究生电子设计竞赛、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等省部级以上竞赛中获奖

10 余项，研究生发表 SCI 收录论文 135 篇，EI 收录论文 15 篇，中文核心 9 篇，

授权发明专利 42 项，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2 项，校级优秀学位论文 6 篇，校级优

秀毕业生 4 名，获国家奖学金 7 人。本年度新增 1 个区级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培养了大批广西新材料产业人才，实现了人才培养与国家、广西发展需求的紧密

结合，为广西经济和产业发展做出突出贡献。 

三、学位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1）生源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从历年的招生情况来看，本学位授权点研

究生生源主要依赖于外地调剂生源，有时出现生源专业背景与本专业偏差较大的

情况。 

（2）科学研究方面具有标志性的国家级重大、重点科研项目不多，在成果

转化及面向区域与广西的社会服务方面需进一步加强。 

（3）大型仪器设备管理人员不足。近年来，本学位点已陆续购置一批先进

的大型精密仪器设备，并成立了学校公共测试平台第一个分平台，但目前大型仪

器设备管理岗位设置不足，导致人员配备不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设备的使用效

率和研究工作的开展。 

四、下一年度建设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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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加大吸引优质生源的力度。进一步提升自身软硬件条件以增强对优质

生源的吸引力。进一步完善奖助体系，提高研究生待遇，并通过网络介绍、招生

宣传册、考研招生咨询会等方式，加大招生宣传力度。另外，通过创新计划积极

培育本校的优质生源。 

（2）加强国家级科研成果的引导和培育。主动适应国家和广西经济社会发

展的要求，依托广西丰富的有色金属、稀土资源，与有色金属、新能源、新材料、

电子信息相关企业加强合作，加大成果转化和社会服务力度。 

（3）争取增加大型仪器设备管理岗位和人员配置。积极向学校反映本学科

大型仪器设备管理岗位设置和人员配备方面存在的问题，争取增加 4-5 个大型仪

器设备管理岗位和人员配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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