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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ɻ ᵣ ‟  

北京工商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源于原北京轻工业学院

1991 年设立的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专业，于 1998 年获批材料加工

工程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点，2008 年获批北京市重点建设

学科，2011 年取得材料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点。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于 2019 年获批教育部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

点。拥有国家塑料制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北京）、塑料卫生与

安全质量评价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室、中国轻工业绿色塑料成型

质量评价重点实验室、中国轻工业先进阻燃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全国塑料制品标准技术委员会、全国生物基材料及降解制品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中文核心期刊《中国塑料》等平台。基于上述基础，

形成了教学、科研、标准、检测、学术期刊“五位一体”、特色鲜

明的学科体系，为全国高分子及相关行业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 

1.1 ῠ Ѓ ɻ ɻ Є  

坚持立德树人，培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祖国，遵

纪守法，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创新能力，具

备完善的专业知识、研究技能以及团队合作精神，能够服务于国

家建设的学术型专门人才。 

具体而言，培养在材料科学与工程领域，特别是在高分子材

料与工程及功能复合材料领域具有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

业知识，全面掌握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及功能复合材料领域的制备

工艺及技术装备、熟悉材料相关的分析测试技术与性能评价方法、了



 

 

解材料学科前沿信息与发展趋势，具备在高分子材料与工程及功能复

合材料的设计、制备、加工成型、结构与性能表征等领域从事科学研

究、技术开发、科研管理等工作的能力的高层次人才。 

1.2 ᵣ ‼Ѓ ᵣ ‼Є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

例暂行实施办法》及其他相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情况，制定《北

京工商大学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办法》。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

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各项环节，成绩合格，通过学位论文答辩，

达到下述学术水平的，可授予硕士学位：1）在本学科上掌握坚

实的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门知识；2）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

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3）至少发表 1 篇中文核心期刊

论文。 

本学位点硕士研究生基本学制 3 年，学习年限最长不得超过

5 年。实行学分制，总学分不少于 32 学分，具体要求如下： 

所修课程总学分不得少于 32 学分。学分组成为：公共课 8

学分，基础课 6 分，专业课 7 学分，选修课不低于 8 分，必修环

节 3 分。其中必修环节包括以下三部分： 

1）学术讲座（1 学分）：硕士生在校期间必须参加至少 10 场

由研究生院、学院或学科组织认可的专题讲座、学术报告或研究

生论坛。 

2）专业创新实践（1 学分）：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专业创新实

践包括学术研讨班、科学研究、专业实践、学科竞赛、社会服务

等活动，应按要求从中至少选择 4 项完成，详情见《北京工商大

学全日制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工作管理规定》。  



 

 

3）综合素养（1 学分）：按照要求参加研究生院组织的“明德

大讲堂”系列讲座学习。 

ԑɻ ᴌ  

2.1 ῠ Ѓ ᴮׂשЄ  

学科立足国家战略需求和高分子材料行业重大需求与科学

发展前沿，重点在新材料研发、材料加工、材料性能分析与检测

技术、塑料和人身健康与环境安全评价技术等方面开展具有战略

性、前瞻性的基础和应用创新研究，培养学科与行业发展所需的

学术与专业技术人才，为推动我国材料产业及绿色可持续化发展

提供科学依据和关键技术。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重点培养方向包

括高分子材料与工程、材料学、材料物理与化学三个方向。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从材料的成分结构、合成制备、及材料加

工满足使用功能使役特性之间关系入手，研究材料的外部、内部

与结构形成规律和控制技术，研究功能材料产业化进程中共性技

术，研究高分子材料循环利用与生物降解、加工过程模拟、装备

自动化。在国内较早成立了开展生物基及降解塑料研究的团队，

生物降解评价技术处于国内领先水平；高性能聚合物轻量化技术

研发团队处于国内领先地位，所研发的超临界二氧化碳发泡技术

和 CFC 替代技术得到行业的广泛认可，多项技术成果已转化并

得到应用。建立了塑料卫生与安全质量评价技术北京市重点实验

室、中国石化联合会重点实验室，获中国轻工业科技进步奖一等

奖 2 项、中国石化联合会科技进步奖 2 项，其他省部级奖项 3 项。 

材料学从高分子材料功能化过程中的关键科学问题及产业



 

 

化过程中的共性问题入手，开展材料复合新机制和功能调控新技

术等研究，主要涉及先进阻燃材料、导热导电材料、电磁屏蔽材

料等先进材料的设计、合成制备、加工制造、功能作用机理以及

产业化。在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北京市自然

科学基金及北京市教委科研计划重点项目等支持下，在相关领域

开展了深入的研究，一些成果已实现产业化。在国内外重要学术

期刊发表了多篇高水平学术论文，其中 2 篇论文收录为 ESI 高被

引论文，授权 24 项国家发明专利，为功能复合材料领域培养了

急需的人才。 

材料物理与化学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磁性材料和发光与显示

材料。磁性材料方向致力于先进磁功能材料与器件的研发和推广

应用，涉及材料物理性能、材料微观结构与相变、材料失效、材

料表面与界面等，所研究的材料包括磁性纳米功能材料、巨磁电

阻材料、信息存储材料、磁性薄膜材料、磁电子材料与器件等。

发光与显示材料方向以材料中的激发过程、能量转移与转换过程

等基本物理规律为基础，以先进的材料与器件制备技术和光谱分

析技术为主要研究手段，以发光与光电功能新材料、新器件、新

应用为主要研究方向，致力于解决国家在发展高效节能发光材料，

新一代信息显示材料、高效光电探测与光电转换材料等领域中重

大科学问题与核心技术问题。 

2.2 ᴣЃ ָɻ / ҟЄ  

（1）基本情况 

本学科现有教师 57 人，其中，北京市教学名师 1 名、北京

市百千万人才工程 1 名、北京长城学者 1 名、北京市科技新星 1



 

 

名、北京市高层次创新创业人才支持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1 名、北

京市青年拔尖人才 4 名、北京市青年骨干教师 7 名。 

本学科 45 岁及以下占比 84.2%，45 岁以上占比 15.8%；具

有博士学位教师占比 98.2%；教授占比 26.3%，副教授占比 43.9%，

讲师占比 29.8%；研究生导师占比 70.2%。具体的年龄、职称结

构如表 1 所示。 

表 1 师资队伍总体情况 

专业技术 人数 年龄分布 学历结构 硕士导 最高学 兼职硕 

职务 合计  

25 岁

及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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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人数 位非本

单位授

予的人

数 

导人数 

正高级 15 0 0 8 7 0 15 0 15 15 0 

副高级 25 0 9 14 2 0 24 1 21 25 0 

中级 17 0 15 2 0 0 17 0 4 17 0 

其他 0 0 0 0 0 0 0 0 0 0 0 

总计 57 0 24 24 9 0 56 1 40 57 0 

（2）学科方向 

材料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下设 3 个学科方向：高分子材料与

工程、材料学、材料物理与化学，构建了以材料加工与制备、材

料性能检测、塑料和人身健康与环境安全评价技术为核心的学科

支撑体系。 

2.3 Ѓ / Є  

2021 年新立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 12 项，其中国家级项

目 4 项；科研总经费 3175.18 万元；发表 SCI、EI 检索论文 112

篇；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18 项，专利转化 4 项；编写专著 3 项。

2021 年新立的代表性项目列于表 2 中。 



 

 

表 2 2021 年获批代表性项目 

姓名 年龄 项目名称 项目来源 获批年度 项目起止年月 项目类型 

合同经费 

（万元） 

付烨  33 

绿色可降解地膜专

用材料及产品创制

与产业化  

国家科学

技术部  
2021 

2021年12月-

2024年11月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子课题  

240 

翁云宣  50 

可反复化学循环生

物降解高分子材料

—PLLA的合成与解

聚循环关键技术及

万吨级规模示范  

国家科学

技术部  
2021 

2021年12月-

2025年11月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课题  

174.2 

徐芳  31 

可反复化学循环生

物降解高分子材料

—可反复化学循环

生物降解高分子材

料的成型加工关键

技术—加工制品的

降解性能研究  

国家科学

技术部  
2021 

2021年12月-

2025年11月  

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

子课题  

85.8 

胡晶  40 

基于高分子粘接的

非晶纳米晶磁粉3D

直写打印技术及其

应用基础研究  

国家自然

基金委  
2021 

2022年1月-

2025年12月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74.65 

辛菲  43 

多元有机无机杂化

阻燃剂配合高含碳

芳香族聚合物增韧

阻燃聚酯的成炭行

为及增韧阻燃机理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委  

2021 
2022年1月-

2025年12月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74.1 

陈雅君  37 

基于氢键作用的膦

酰胺分子阻燃热塑

性聚氨酯弹性体的

行为与机理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委  

2021 
2022年1月-

2025年12月  

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面上项目  

78 

付烨  33 

可降解塑料袋绿色

供应及回收处置技

术研发与应用  

北京市科

委  
2021 

2021年9月-

2023年8月  

北京市科

委科技计

划项目

（课题）  

200 

翁云宣  50 

低成本高强度多层

复合生物降解塑料

袋制备技术研发与

应用  

 

北京市科

委  
2021 

2021年9月-

2023年8月  

北京市科

委科技计

划项目

（课题）  

100 

温变英  58 

PET/BNNT-BNNS

导热膜中双重有序

结构的构筑及其协

效导热机理研究  

北京市自

然基金-

市教委联

合项目  

2021 
2021年1月-

2023年12月  

北京市自

然科学基

金项目  

80 



 

 

章晓娟  33 

基于导通网络的构

建及新型高性能吸

波 /导热一体化柔性

材料研究  

北京市自

然科学基

金委  

2021 
2021年1月-

2023年12月  

北京市自

然科学基

金项目  

10 

钱立军  46 

基于元素协同与氢

键作用的高性能阻

燃聚酰胺的研究  

北京市自

然科学基

金委员会  

2021 
2021年1月-

2023年12月  

北京市自

然科学基

金项目  

20 

付烨  33 

黏土 /生物基聚酯复

合材料结构设计及

其水环境降解性能

研究  

北京市教

委  
2021 

2021年1月-

2023年12月  

北京市教

委科研计

划一般项

目  

15 

2.4 ᴌЃ ɻ Є  

本学位授权点拥有全国塑料工业教育培训基地、全国塑料情

报信息中心以及省部级以上科研平台 7 个，具体如表 3 所示。校

内有北京工商大学食品机械与包装材料协同创新中心、高分子材

料成型加工实验室、材料性能表征实验室等平台；对外，还在多

家企业建立了实践基地，对人才培养起到辅助作用。 

表 3 省部级以上科研支撑平台 

平台类别  平台名称  批准部门  批准年度  

国家科技资源共

享服务平台  

国家塑料制品质量  

检验检测中心（北京）  
科技部  1982 



 

 

2.5 ꜡ᵩ Ѓ ɻ Є  

研究生奖助体系包括：国家奖学金、学业奖学金、学校奖学

金；助学金包括：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学校助学金。此

外设置校友奖学金（爱茉莉，东方淼森）等。奖助对象为全日制

研究生（有固定工资收入的除外）。2021 年度奖助学金发放总数

为 55.1 万元，奖助学金覆盖面为 100%。 

（1）国家奖学金。用于奖励表现优异的研究生。奖励标准：

博士 30000 元/人/年、硕士 20000 元/人/年。 

（2）学业奖学金。用于奖励表现优良的研究生，按参评年

级不同，分为新生奖学金和综合奖学金。新生奖学金用于奖励所

有符合条件的研究生新生，硕士一等奖获得者人数原则上不超过

该专业录取总人数的 50%。首先，推荐免试研究生全部获得；其

次，优先考虑一志愿录取的新生（以入学成绩为依据）。其他硕

士新生全部获得硕士二等奖。少数民族骨干生、大学生士兵计划

生在录取专业下单独进行评选，评选办法与其他硕士新生相同。

综合奖学金用以奖励学习、科研工作成绩突出、综合素质优良的

高年级研究生。以学年综合测评为评定依据，覆盖 100%的硕士

研究生。 

（3）学校奖学金。包括优秀研究生学位论文奖、优秀毕业

生（研究生）、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质量提升奖励、研究生公派

出国留学奖学金等。鼓励学习、科研和实践，提高培养质量，培

育拔尖创新人才。评选对象面向全日制在读研究生和应届毕业生。 

（4）国家助学金。国家助学金用于补助研究生基本生活支

出，硕士研究生 7000 元/人/年，分 10 个月发放，覆盖率 100%。



 

 

国家助学贷款帮助家庭经济困难的新生顺利入学；学校还设立了

助学金用于勤工兼学的学生的助研津贴、助管津贴及临时遭遇困

难的学生的临时特困补助。 

（5）校友奖学金。包括爱茉莉奖学金和东方淼森奖学金，

其中爱茉莉奖学金由爱茉莉太平洋（上海）研发有限公司设立，

其中东方淼森奖学金由我院校友邱显容设立，奖励学院品学兼优，

工作能力突出，为学院、学校的发展做出贡献的学生或团体。优

秀科研成果奖学金用于奖励发表高水平科研论文的学生。 

2.6 Ѓ ɻָ ῠ Є  

2021 年本学位授权点用于教改和人才培养经费共计 138 万

元。 

Ҏɻָ ῠ  

3.1 Ѓ ɻ ɻ ᴮ Є  

招生制度建设 

学校出台有一系列政策和规定，如《北京工商大学招收攻读

硕士学位研究生管理规定》、《接收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

硕士学位研究生条例》、《北京工商大学硕士研究生复试工作方案

及录取办法》等文件，制订了以质量为导向的研究生招生指标配

置办法，规范招生选拔，加强对考生综合素质和发展潜力的考察，

保证招生质量。本学位授权点 2021 年研究生招生指标完成率为

100%，入学考试平均成绩高于国家分数线 48 分。具体的录取情

况见表 4。 

  



 

 

表 4 2021 年招生选拔情况 

招生选拔指标  

招生人数 23 

招生指标完成率 100% 

复试比 1:1.2 

第一志愿录取率 34.8% 

对口或相近专业学生考取比例 91.3% 

入学考试平均成绩 310 分 

为保证生源质量，我们通过内部加强学科建设，提升本学科

的研究水平和人才培养水平，增大在国内外的影响；通过赴兄弟

院校作报告进行招生宣传；增加学科补助力度，实行论文奖励制

度，参加学术会议资助；采用新媒体（如微信）等宣传方式，让

外界更好的了解本学科；通过举办夏令营的方式，扩大学科影响

与招生宣传。 

3.2 Ά Ѓ Є  

研究生群体作为国家未来发展的中坚力量，加强研究生的理

想信念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是培养社会主义合格接班人，

改进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和推动研究生自身全面发展的重要需

求。 

（1）材料科学与工程硕士学位点始终坚持德育为先，立德树

人，知行统一，将研究生的理想信念和思想政治教育融入到日常

教学科研与管理工作中，调动研究生培养的多方力量，开展多种

多样的教育实践活动，引导研究生树立正确价值观，有效宣传、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通过主题宣传、观看视频等

方式将抗疫宣传融入理想信念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通过党团主



 

 

题日活动，学习党和国家历史，培养爱国情感，领悟主席寄语，

勇担青年责任。 

（2）材料科学与工程硕士学位点围绕学生党支部和服务型党

组织建设的要点，夯实研究生入党积极分子和党员的党校教育工

作。党支部积极开展组织生活，主动学习党的理论知识、定期开

展各类服务活动，有规范的支部工作内容。党支部不断总结和探

索，形成了以“夯实支部基础工作，发挥党员核心作用，营建和谐发

展氛围，创建学习型支部”作为党支部的工作抓手。（3）学科现有

研究生 44 人，配备由学院党委副书记领导的 5 名专职辅导员（含

2 名工保辅导员）组成的思政工作和管理服务队伍，同时设置研

究生教育管理专职岗位，协助学科负责人和导师，承担研究生招

生、培养、学位授予等环节质量管理和培养相关档案管理工作。  

3.3 ғ Ѓ ᶡ Ї ῠ Є  

本学位授权点根据自身专业特色，制定了研究生培养方案、

教学计划、课程教学大纲，每门课程按照统一模式设置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教学要求、教学方法、考核方式等内容。 

本学科共开设 19 门核心研究生课程，为确保教学质量，课

程均由硕士导师组成的团队进行授课，且授课前经过严格的试讲

环节，考核通过后方可授课；此外，在授课期间还会有督导老师

听课进行评议，针对具体问题提出改进方案。本学科研究生课程

及教师信息见表 5。 

表 5 核心课程及其主讲教师 

序号 课程名称 授课教师 

1 现代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项爱民，辛菲 

2 材料表征与测试 杨彪 

3 实用流变学 温变英 



 

 

4 环境友好高分子材料 
翁云宣，钱立军，王向

东 

5 高分子材料加工新技术 周洪福 

6 聚合物共混理论 王向东 

7 
研究生学术道德规范与论文写作

指导 
孙辉 

8 实验室安全 张扬，张慧娟 

9 材料表面与界面 杨彪 

10 材料科学与工程前沿 钱立军 

11 先进复合材料 张玉霞 

12 纳米材料 万贤 

13 食品包装材料与安全 张扬 

14 功能材料制备与原理 靳玉娟 

15 计算材料学基础 樊保民 

16 分子与材料 张慧娟 

17 轻量化材料 周洪福 

18 生物降解高分子材料 张彩丽，翁云宣 

19 阻燃材料 陈雅君 

3.4 ЃҘҟ Є  

本学位授权点注重研究生学术能力的培养，并将学术训练作

为人才培养的主要抓手。依托《北京工商大学研究生科研能力提

升计划项目管理规定》，鼓励学生科研创新，并严把质量关。严

格实施每周课题组学术研讨会制度，锻炼学生的阅读文献、写作、

演讲、交流等多方面的能力。举办或资助研究生参加国内外学术

会议、学科竞赛，提升创新能力；为研究生提供“助教”“助研”“助

岗”等各种岗位，实施研究生指导本科生制度，进一步锻炼研究

生自身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等实践能力。15%的学生获得国家奖

学金，20%的毕业生荣获北京市优秀毕业生，毕业生人均 SCI 论

文 2.2 篇，并有 4 名研究生发表在《Chemical Engineering Journal》

等国际著名期刊的学术成果入选 2021 年度 ESI 高被引论文。  

 



 

 

3.5 ֢ Ѓ Є  

本学位授权点鼓励研究生积极参加多种形式的学术交流活

动，并提供经费保障。组织研究生参加国际性、地区性学术研讨

会，鼓励研究生在高水平国际、国内会议上发表学术论文，全程

资助受邀参会并报告或墙报展示的学生。组织并资助研究生参加

国内外学科竞赛活动并取得了优异成绩，获奖情况如表 6。 

表 6 学生国内外竞赛获奖项目 

序号 赛事名称 学生姓名 
组织单位

名称 

组织单

位类

型 

获奖等级 
获奖

时间 

1 

2020SCIP+绿色化

学化工创新创业大

赛 

殷德贤、罗静

云、白世建 

中中国石油和化

学工业联合

会、中国化工

学会、上海化

学工业区、华

东理工大学 

学会 指定命题奖 
2020-12-01 

 

2 

第十一届“挑

战杯”首都大

学生课外学术

科技作品竞赛 

高琦、张

彩丽、翁

云宣 

北京团市

委、北京市

教委、北京

市科协、北

京市学联、

北京科技大

学  

政府  三等奖  2021-05-14 

3 

拜尔斯道夫大

学生原力新生

挑战赛 

吴南 

拜尔斯道

夫·妮维维

（上海）有

限公司  

其他 优胜奖  2020-6-4 

4 
第十七届北京青年

学术演讲比赛 
刘梓凝 

北京腐蚀与防

护学会 
学会 三等奖 2021年 

5 
第十七届北京青年

学术演讲比赛 
赵骁骐 

北京腐蚀与防

护学会 
学会 三等奖 2021年 

6 第二届全国大学 翟思湘  教育部高等 政府  一等奖  2021-07-30 



 

 

生高分子材料实

验实践大赛  

学校材料类

专业教学指

导委员会  

7 

第二届全国大学

生高分子材料实

验实践大赛  

丁凯泽  

教育部高等

学校材料类

专业教学指

导委员会  

政府  三等奖  2021-07-30 

3.6 Ѓ Є  

本学位授权点实行研究生培养全过程评价制度，关键节点

突出学术规范和学术道德要求；做好研究生入学教育，编发并



 

 

shielding capability and superior 

absorption based on pre-constructed 

macroscopic conductive framework 

3 罗静云 

Bioderived and Biodegradable Poly(3-

hydroxybutyrate-co-3-hydroxyvalerate) 

Nanocomposites Based on Carbon 

Nanotubes: Microstructure Observation 

and EMI Shielding Property 

Improvement 

ACS Sustainable 

Chemistry and 

Engineering 

2021, 9(32) 

4 张鑫 

Enhanced nonisothermal crystallization 

and heat resistance of poly(L‑lactic 

acid) by D‑sorbitol as a homogeneous 

nucleating agent 

ACS Macro Letters 2021, 10(1) 

5 刘浩 

Long-term protective mechanism of 

poly(N-methylaniline)/phosphate one-

step electropolymerized coatings for 

copper in 3.5% NaCl solution 

Journal of Alloys and 

Compounds 
2021, 872 

6 王晶玉 

A phosphorous-based bi-functional 

flame retardant for rigid polyurethane 

foam 

Polymer Degradation 

and Stability 
2021, 186 

7 张婷 

Effect of chain extender and light 

stabilizer on the weathering resistance 

of PBAT/PLA blend films prepared by 

extrusion blowing 

Polymer Degradation 

and Stability 
2021, 183 

8 陈聪 

Thermal enthalpy regulation of methyl 

hexadecanoate/silica microcapsules 

with CTAB as emulsifier maintaining 

fixed core/shell ratio 

Journal of Thermal 

Analysis and 

Calorimetry 

2021 

9 阴铎源 

Multifunctional nucleating agents with 

simultaneous plasticizing, solubilizing, 

nucleating and their effect on polyvinyl 

alcohol foams 

The Journal of 

Supercritical Fluids 
2021, 170 

10 武晓梅 

Vermicular Ni@RL-CS: Preparation, 

characterization and its applications in 

electromagnetic shielding 

Ceramics International 2021, 47(20) 

11 赵敏 

Gas barrier properties of furan-based 

polyester films analyzed 

experimentally and by molecular 

simulations 

Polymer 2021, 233 

12 王亚桥 

Peculiar micro and nano cell 

morphology of PBT/PTFE 

nanofibrillated composite foams of 

supercritical CO2 foaming induced by 

in-situ formed 3D PTFE nanofiber 

networks 

Polymer 2021, 232 

13 姜璨 
The role of PTFE in-situ fibrillation on 

PET microcellular foaming 
Polymer 2021, 212 

14 杨洋 

Effects of CaCO3 surface modification 

and water spraying on the weathering 

properties of PBAT/CaCO3 films 

Polymer Testing 2021, 102 

15 唐多  

Effect of multi-functional epoxy chain 

extender on the weathering resistance 

performance of Poly(butylene adipate-

co-terephthalate) (PBAT) 

Polymer Testing 2021, 99 



 

 

16 吴星德 

Construction of crosslinking network 

structures by adding ZnO and ADR in 

intumescent flame retardant PLA 

composites 

Polymer for Advanced 

Technologies 
2022, 33(1) 

17 牛超  

A tough, anti-freezing and conductive 

nanocomposite interpenetrated 

organohydrogel mediated by hydrogen 

bonding 

New Journal of 

Chemistry 
2021, 45(32) 

18 蔡丽云 

The effects of DOPO modified Co-

based metalorganic framework on 

flame retardancy, stiffness and thermal 

stability of epoxy resin 

RSC Advances 2021, 11(12) 

19 员相焱 

Up-conversion luminescence and 

optical temperature sensing properties 

of Ho3+-doped double-tungstate 

LiYb(WO4)2 phosphors 

Journal of Materials 

Science-Materials in 

Electronics 

2021, 32(13) 

20 员相焱 

Self-trapped exciton to dopant energy 

transfer in Sb3+-doped Cs2ZrCl6 

perovskite variants 

Materials Chemistry 

Frontiers 
2021, 5 (16) 

21 员相焱 

Novel high-efficiency up-conversion 

luminescence of Er3+ doped LiYbW2O8 

phosphors for optical temperature 

sensing investigation 

Optik 2021, 242 

22 员相焱 

Crystal Structure and Luminescence 

Properties of Dy3+-Doped Double-

Perovskite Tellurites 

Journal of Electronic 

Materials 
2021, 51(1) 

23 周雪娇



 

 

企业（占就业人数的 55.6%）、三资企业及其他事业单位。毕业生

受到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中广核高新核材科技有限公

司、金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知名单位的青睐。 

ɻ ꜙ (ᴮׂשғ ) 

4.1 ( ῇЇ ‼) 

2021 年本学位授权点科研成果转化和咨询服务到校金额共

计 966.93 万元。 

4.2 ꜙ  

学科依托国家塑料制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北京）、全国塑

料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8)和全国生物基材料及降解

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80)等平台为全国塑料的检测和

相关标准的制定提供了完善的技术支持，在 2020 和 2021 年，检

测中心共完成 2200 余项检测，制定塑料制品和降解材料相关标

准 46 项，为社会和行业提供了优质服务。承担了中国挤出聚苯

乙烯泡沫塑料（XPS）行业淘汰含氢氯氟烃发泡剂 HCFC-22 和

HCFC-142b 的替代技术选择工作，为国家履行《保护臭氧层维也

纳公约》和《关于消耗臭氧层的蒙特利尔议定书》提供技术支持；

承担了具有持久性有机污染的阻燃剂六溴环十二烷（HBCD）替

代品的研发和工业化生产，为我国顺利履行《斯德哥尔摩公约》

做出贡献。 

此外，本学科的《中国塑料》杂志，以推动塑料工业的技术

进步和发展为己任，致力于准确报道国内外塑料工业的最新研究



 

 

成果和前沿技术，为本领域学术和技术交流提供了重要平台。十

三五期间，发表论文 1000 多篇，及时报道国家重点支持的研发

项目、研究院所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国内外先进技术，在促进学

术交流的同时，构建国际与国内学术界与企业界对接的纽带，力

促科研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并及时推广企业创新型、实用性

技术，推动行业做大做强。 

4.3 ꜙ ᴰ ( ) 

北京工商大学专业智库基地是北京市首次获批“专业智库基

地”的 8 家单位之一，是唯一获得北京市科协授牌的高校智库基

地。专业智库基地以食品营养与安全研究为核心，从食品营养、

安全生产、安全监管、法律对策、媒体传播等多层面多角度进行

研究，为北京市新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献计献策。北京工商大学专

业智库基地提交的《依托“菜篮子”工程外埠基地建设，强化奥运

食品安全保障》政策建议，被北京市科协采纳并转化为中国人民

政治协商会议北京市委员会第十三届三次会议团体提案。 

“十三五”期间，本学科还为发改委、生态环境部等部门制定

有关塑料污染治理、绿色塑料等政策提供了咨询，参与国家生物

基材料和降解塑料相关产业发展规划制定工作。 

4.4  

本学科的《中国塑料》杂志，以推动塑料工业的技术进步和

发展为己任，致力于准确报道国内外塑料工业的最新研究成果和

前沿技术，为本领域学术和技术交流提供了重要平台。通过及时



 

 

报道国家重点支持的研发项目、研究院所的最新研究成果以及国

外先进技术，在促进学术交流的同时，构建国际与国内学术界与

企业界对接的纽带，力促科研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及时推广

企业创新型、实用性技术，推动行业做大做强。 

֒ɻ ( )  

对照《学位授权审核申请基本条件》和《学位授权点评估要

求》，2021



 

 

和功能复合材料领域的研究特色，争取获批更多国家级、省部级

等各级项目，增加发表高水平，具有国际影响力论文数量。 

（4）在社会服务方面，发挥“系所合一”双体制并轨运行模

式，创造出行业研究所参与教学，科研融进教学，教学科研面向

行业与行业紧密结合的崭新的“产学研”相结合的办学模式，培养

应用型、复合型人才，扩大学科声誉。 

6.2 Ӄ ( ᵲ ) 

为进一步推动材料科学与工程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事业的高

质量发展，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坚定不移走学科内涵式发展道

路，材料科学与工程学位授权点下一年的建设举措如下： 

（1）注重人才培养 

坚持从生源抓起、培养过程全流程监控的原则，从课程设置、

导师指导、学术训练、学术交流、学风建设、分流淘汰等多个角

度入手，注重人才培养。进一步完善学生培养模式和管理体系；

继续加强课程教学管理、优化课程设置，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继

续加强研究生的学术训练，鼓励研究生积极参与课题研究、参加

各类国内外学术交流；注重学生学风教育活动、学术道德规范教

育活动。完善研究生招生方案，进一步加大硕士研究生的招生宣

传力度、深度和广度，大力吸引校外优秀生源，优化生源结构和

质量。 

（2）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结合现有特色和学科建设方向，进一步优化师资队伍的学缘

结构，提高创新团队实力；继续加强硕士生导师队伍的培养，通

过聘请国内外高层次专家来校讲课、培训，提高教师队伍的教学、



 

 

科研等能力；加大对中青年教师的支持力度，优化考核，奖励机

制，鼓励年轻学者瞄准重大问题，潜心研究，努力做出具有国际

重要影响的成果；注重师德师风建设，强化师德师风考核评估以

及监督机制，推进师德师风建设制度化、科学化。 

（3）凸显研究特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