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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

之魂。对于高校而言,科技创新更是促进快速

发展的不竭动力。近年来，烟台大学以创新

驱动为引擎，坚定不移地走内涵发展、特色发

展之路，不断提高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水平，

在支撑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服务经济社

会发展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刚刚过去

的 2015年，烟台大学获得 3项山东省科学技

术奖励，其中《阻燃性汽车内饰革的研发及产

业化》项目荣获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获奖

层次和数量在省属高校中名列前茅，进一步

提升了学校科技创新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科研兴校 创新强校
——烟台大学以创新驱动发展提升核心竞争力

□ 通讯员 陈 颖 刘俞斌

进入 21 世纪以来，我国已成为汽车生

产大国，由于汽车内饰材料对于安全性能和

使用性能要求苛刻，技术壁垒过高，我国的

汽车用皮革几乎完全依赖进口。

2003 年，国务院提出汽车内饰材料国

产化目标，烟台大学王全杰教授带领“阻燃

性汽车内饰革的研发及产业化”科研团队在

“十五”国家科技攻关项目及山东省科技攻

关项目的支持下，经过多年潜心钻研，理论

上推导出皮革阻燃动力学函数，研究和开发

了新型阻燃材料，创新了制革工艺，实现了

化工材料和汽车皮革的产业化，形成了今天

的阻燃性汽车内饰材料技术体系。

阻燃理论创新。王全杰教授带领他的

研发团队发现了非定温固相热降解动力学

模型对皮革阻燃的契合性，由此推导出了复

鞣、加脂、涂饰三个关键工序的阻燃动力学

函数，指导了皮革阻燃工艺的研究和阻燃材

料的开发，并为今后的相关研究奠定了理论

基础。

检测技术创新——引入烟密度新标准，

描述和表征皮革的阻燃性能。汽车密闭空

间里发生火灾，夺取人类生命的往往不是火

焰燃烧，70%是由于火灾产生的烟雾导致窒

息死亡。王全杰教授提出以烟密度作为衡

量皮革阻燃性能的重要指标，填补了该领域

的研究空白。

阻燃材料创新。王全杰带领团队发明

了皮革专用阻燃性复鞣剂、阻燃性加脂剂和

阻燃性涂饰剂，实现了阻燃和复鞣、阻燃和

加脂、阻燃和涂饰的一体化，避免了单纯添

加阻燃剂给皮革造成的手感发硬、透气透湿

性降低以及阻燃效果不持久等弊病，减少了

6%的化工材料用量，节约了生产成本，降低

了污染排放。

制造工艺创新——该项目采用阴离子、

阳离子和非离子表面活性剂相结合的完全

脱脂技术、无铵盐脱灰技术、结合性复鞣加

脂及高温水洗技术，提高了化工材料与皮革

纤维的结合牢度，将皮革纤维内部的低分子

化合物提前释放出来，杜绝成品革高温雾化

现象，同时降低了废水中氨氮的排放。

此项目成果以世界上标准最苛刻的德

国大众为参照系进行测试，产品全部达到大

众标准，耐光性、雾化值、阻燃性等六项指标

显著超过了大众指标，而且还增加了烟密度

和干热稳定性两个关键指标，产品得到大众

公司高度认可。项目先后获得国家授权发

明专利 16项，发表学术论文 15篇，通过质量

技术监督部门授权标准 1项。

2008年 7月，该项目成果在海宁森德皮

革有限公司试生产，2010 年大规模生产。

经多年的边生产、边研究、边改进的熟化过

程，目前各项技术指标达到或超过设计要

求，项目研发的成品供应大众 、马自达、通

用、福特等著名汽车生产厂家，并连续 5 年

获得出口德国免检的资格。海宁森德皮革

有限公司至 2014 年底共生产 376.48 万张，

可装备 200 万辆轿车，总销售额 34.5 亿元人

民币。近 3 年在皮革行业不景气的大环境

下，利税仍达 2.2亿元，海宁森德皮革也一举

成为国内最大的自主知识产权的汽车革生

产企业。

2011 年，烟台杰来泽皮革有限公司采

用该技术成果生产出车用工具袋，获得了德

国奥迪汽车的技术质量认证，成为德国奥迪

工具袋在中国的唯一供应商，累计出口 245

万件，销售额达 290万欧元。

该项目成果同时在北京蓝剑防水材料、

山东齐河力厚化工、山东烟台惠合皮革、广

州恒锦化工、中山博海精细化工、安徽省龙

鹏高分子材料、武汉华中科大精细化工、南

充华塑建材、四川亭江新材料等 14 家企业

推广转化。据王全杰教授介绍，该项目成果

同时也适用于其他纤维材料的阻燃工艺，包

括棉布、化纤、地毯以及家庭装饰用的针织

布、无纺布、人造革、合成革。

2014 年，轻工业联合会组织同行专家

对该项目进行评价，指出该项目“整体技术

国内领先，阻燃技术国际先进”。石碧、孙晋

良、孙宝国三位院士书面推荐，认为该项目

的前驱性成果为开发高阻燃性皮革的制革

工艺奠定了坚实基础，其产业化提高了我国

汽车配套的国产化程度，提高了皮革附加

值，对于我国制革行业转型升级具有重大意

义，同时具有重要的全国性推广价值。

大力推进
阻燃性汽车内饰革的研发及产业化

32 年前，这里还是一片寂静的荒滩。

而今，山东省属重点综合性大学——烟台大

学已巍然屹立于黄海之滨，并日益成为众多

优秀学子争相报考的知名高校。

把学校建成高水平大学，是几代烟大人

的梦想和不懈追求。回首烟台大学的创建

历程，其血脉中有两样东西最为独特：一个

是烟威人民的集资创办，另一个是北大、清

华的联合援建。

改革开放之初，烟威地区人民渴望“办

一所属于自己的大学”，实现广大学子在家

门口上大学的梦想。1984 年 1 月，烟台市、

山东省开始申请创办烟台大学，同年 5 月 5

日教育部批准筹建。烟威地区人民热情高

承继“北大、清华基因”
建成有特色的高水平大学

烟台大学党委书记崔明德认为，学校健

康发展需要具备三个要素：一个好规划，一

套好制度，正确的价值观。他指出，全面实

施“人才强校、质量立校、科研兴校、学科带

动”四大战略，是烟台大学实现高水平大学

这一目标的基本途径和有力抓手，必须继续

坚持，不断强化。

近年来，烟台大学始终倡导创新精神，

坚持“科研兴校”的办学理念，把科研工作作

为学校发展的重中之重，不断加强对科研工

作的领导和管理，注重体制创新和学术创新

能力的建设，出台了《烟台大学学术道德规

范》《烟台大学科研项目奖励与经费管理办

法》《烟台大学知识产权管理办法》《烟台大

学科研创新团队遴选与管理办法》《烟台大

学重点建设项目管理办法》《烟台大学教研

科研业绩量化计分办法》《烟台大学协同创

新中心培育与建设实施办法》和《烟台大学

科研机构管理办法》等文件，突出了科研的

支撑地位，极大地激发了全校教职工的科研

创新积极性和潜力。

打造高标准科研创新平台——新型制

剂与生物技术药物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成为

首批立项建设的 14个省属高校协同创新中

心之一，是烟威地区唯一获批立项建设的高

校协同创新中心，获得省资金支持 2000 万

元。同时，烟台大学遴选 5个校级协同创新

中心，为申报国家级、省级协同创新中心奠

定了坚实基础。“分子药理和药物评价”省部

共建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获批立项建设，并于

2015 年通过教育部专家组验收。国家民委

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基地获国家民委批准建

设，是国家民委在山东省设立的唯一的研究

基地，也是国家民委在非民委直属高校设立

的第一家民族问题研究基地。山东省人大

常委会地方立法研究服务基地落户烟台大

学，使该校成为全省首批立法研究服务基地

院校，对推动学校法学学科平台建设以及服

务地方法制建设等奠定了坚实基础，具有重

要的现实意义。联合绿叶制药获批天然药

物与新制剂综合大平台，成为当年国家批复

的 8 个企业类综合性新药研发技术大平台

之 一 ，获 科 技 部 专 项 资 金 支 持 6000 多 万

元。化工制造工程实验室和应用法学研究

中心等 7个科研创新平台列入山东省“十二

五”高等学校科研创新平台建设工程，获批

数量在省内同类高校名列前茅。烟台大学

获批山东省知识产权优势培育单位，是省知

识产权局确定优势培育的 16所大专院校中

资助力度最大的高校。

组建科研创新团队——精神与神经药

理学团队和学术带头人亓佳入选山东省高

等学校优势学科人才团队培育计划，首批山

东全省只有 10个。苹果良种选育与脱毒苗

木工厂化繁育种业人才团队荣获首批 10个

山东省泰山学者种业人才团队支撑计划团

队之一。化工新材料过程强化团队荣获山

东省高校优秀科研创新团队。

科研成果与奖励丰硕——近年来，烟台

大学获省部级以上奖励 60多项，其中，联合

绿叶制药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项，荣

获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人文社会科

科研兴校
从理念到行动不断强化

烟台大学以服务社会为己任，连续 5年

被烟台市委、市政府授予“烟台发展突出贡

献单位”。

该校积极开展产学研合作，促进科技成

果转化，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相继与烟

台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有

限公司、烟台保税港区、烟台东部高新科技

开发有限公司（国资委）、北航科技园等单位

签订科技合作协议。2013 年，该校与烟台

市农科院合作共建了农学院，开展高起点特

色办学，直接开办研究生教育，探索出了人

才培养和技术开发紧密结合的产学研用一

体化的道路，并建设了农业科技研发中心。

烟台大学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工作

取得显著成效，横向课题立项数和到位经费

数突飞猛进增长。任万忠教授带领的碳四

分离科研团队，从事碳四分离技术的研究和

开发十余年。截至 2015 年 10 月，碳四分离

技术已转让国内 37 家石化企业，共计 43 套

装 置 ，设 计 碳 四 处 理 能 力 达 到 828 万 吨/

年。郭忠教授带领的海洋石油钻井平台桩

腿热压模具科研团队，自 2006 年起承担了

烟台来福士海洋工程有限公司海洋平台

“M2 模具项目”的研制，利用本项目研究成

果，每生产一根半弦管，产值约 13 万元，相

比进口节约资金 6万元，从而使得每建造一

座海洋石油钻井平台，创造产值将近 1 亿

元，节约资金 3600 万元，该成果的推广有力

地推动钻井平台关键技术的国产化进程，逐

步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提高了我国海洋

石油装备的国际竞争力。2015 年，李又欣

教授带领的科研团队与绿叶制药合作研发

的利培酮长效微球项目取得历史性突破，成

为在美国通过 FDA 审核的首个真正意义上

中国研发的创新药，填补了我国尚无高端制

剂产品进入欧美发达国家的空白。

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取得显著成效

2016 年是“十三五”规划的开局之年，

烟台大学将如何开好局、起好步？

“我们将按照‘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

‘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全

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紧紧围绕提高教育质

量这一战略主题，认清形势、转变观念，立足

全局、精心谋划，凝心聚力、深化改革。”校长

房绍坤介绍。

牢固树立“ 科 研 兴 校 ”的 发 展 理 念 。

坚持政策创新、体制机制创新，在全校范

围内营造良好的科研学术氛围；进一步加

大投入，建立和完善科研目标责任制和激

励机制，强调目标管理和过程管理，强化

业绩标准。

构建高水平的科研创新平台。构建高

水平的科研创新平台，既是学校高水平科研

创新能力的重要标志，也是汇聚科研创新团

队、承担重大项目、产生高水平成果的重要

平台。烟台大学将紧紧围绕学科建设与科

研工作需要，积极争取国家级、省级重点实

验室、人文社科研究基地、工程技术中心等

科研基地。

以设立“学科特区”为契机，大力加强科

研创新团队建设。遵循“强化特色，突出重

点，带动整体”的原则，从政策和制度上加以

引导，建设一批结构合理、有较好发展潜力

和前景的高水平创新团队，开展具有专业优

势与特色的开创性研究，提升学校科技创新

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不断完善科研绩效考核激励机制，加大

对标志性科研成果的培育力度。加强标志

性成果的设计、组织、协调，尤其加强交叉性

或互补性成果的整合。加强科研绩效考核，

制定标志性科研成果奖励办法和激励机制，

激发科研人员争创标志性成果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

重视基础，强化应用，加强交流与合作，

营造浓厚的学术氛围。坚持“稳定基础,强

化应用,推动交叉,发展新兴；突出特色,打

造品牌,局部突破,整体推进”的发展战略，

重视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进，围绕国家

重大需求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

开展科学研究，积极争取政府基础研究项

目及一些较大的服务地方应用项目。采取

有力措施，鼓励教师通过“走出去，请进来”

等多种方式参与学术交流。鼓励教师多参

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同时鼓励各学院多

争取在学校举办高层次、高级别的学术会

议，活跃学术思想，分享信息资源。鼓励教

师通过共同承担科研项目等多种形式，加

强同国内外高校、科研院所的交流与合作，

不断提高科研工作的层次和水平；坚持多

学科交叉、产学研用结合，通过与企事业单

位的交流与合作，深入推进技术创新和科

技成果转化。高度重视区域和企业主导的

应用研究，充分发挥学校基础学科和应用

学科的优势，加强与行业、地方、企事业单

位、科研院所的结合与合作，共同承担国家

和部门的产业化项目，研发出一批对重点

产业起支撑作用的科技成果，为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做出更大贡献。

以科研求发展
靠创新谋局“十三五”

涨，慷慨解囊，集资 8000 万用于创办烟台大

学 。 学 校 从 1984 年 7 月 1 日 破 土 动 工 到

1985 年开始招生，仅仅用了一年的时间。

这样的建校速度，在中国高教发展史上，不

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说起第二个独特——北大、清华的联合援

建，烟大人不会忘记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万里

同志。在烟台大学即将诞生之际，万里同志提

出明确要求：“把烟台大学建成高水平大学”。

时任教育部负责人的张承先同志也多次强

调，要“切实把烟大办成一所具有特色的高水

平大学”。于是，教育部将援建高水平大学的

重任交给了北大、清华两所名校，这两所名校勇

挑重担，把支援烟大纳入了长期工作计划。

北大、清华的一大批专家教授，离开芳

草茵茵的未名湖和清华园，来到杂草丛生的

黄海滩，白手起家，支援建设。当时，学校领

导、系主任大都由两校的教师担任，主干课

程也由两校选派的教授讲授。1990 年，“北

大、清华支援烟台大学建设委员会”成立，定

期研究指导烟台大学的教学、科研、学科建

设及改革发展，为烟台大学未来的高起点办

学和高水平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北大、

清华两校直接援建一所大学，这在中国高教

发展史上也是独一无二的。

经过 30 年多年的发展，烟台大学已成

为一所学科门类比较齐全、本科教育基础扎

实、研究生教育快速发展、科研实力不断增

强、服务社会水平显著提高的省属重点综合

性大学。大学设有人文学院、法学院、化学

化工学院等 21个学院（部），46个研究院所，

57 个本科专业，涵盖文、理、工、法、农、医、

经济、管理、教育、艺术等 10个学科门类，形

成了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留学生教育和

继续教育等多类型、多层次的办学格局。

目前，全日制在校本专科生、研究生、留

学生共 2.8万余人，本科生源跨全国 31个省

(市、区)。另有成人高等教育学生和全日制

自考助学班学生近 6000 人。学校现有 1 个

“服务国家特殊需求博士人才培养项目”，16

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学科，7 个硕士专业学

位授权点，涵盖 142 个硕士招生专业（领

域），具有博士生、硕士生、本专科生招生资

格及相应学位授予权。

烟台大学现有专任教师近 1300 人，副

高级以上专业技术职务人员 663人，具有博

士学位者 485 人，占专任教师的 40%。学校

拥有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

青年专家、泰山学者特聘教授、泰山学者海

外特聘专家、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

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人选、全

国优秀教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等各

类高端人才 60余名。

学校拥有 7 个省级重点学科，拥有国

家、省重点实验室、研究基地、研究中心 30

余个，拥有 1个省级大学科技园。该校注重

发展国际间的学术交流和友好往来，先后与

32个国家和地区的 97所院校和学术机构建

立了友好合作关系。

学）一等奖 2 项；出版学术著作 200 余部，其

中，崔明德教授的著作《中国古代和亲史》入

选国家社科基金成果文库，房绍坤教授的著

作《公益征收法研究》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

学优秀成果文库；在《中国社会科学》《新华

文摘》等刊物发表或转载高层次人文社会科

学学术论文 60 多篇；被 SCI、EI 等收录的自

然科学学术论文 1000 多篇，其中，多篇论文

入选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发布的年度

“中国百篇最具影响国际学术论文”。艾瑞

深中国校友会网发布的 2016 中国各地区最

佳大学排行榜中，烟台大学的两项科研核心

指标“国家社科奖励”和“最具影响力百篇论

文”的排名跻身全国 100强大学前列。

▲海洋石油钻井平台桩腿热
压模具生产的高精度半弦管。

◀2015 年度山东省科技进
步一等奖获得者王全杰教授在指
导学生科研。

▶崔明德教授的著作《中国
古代和亲史》入选国家社科基金
成果文库，房绍坤教授的著作《公
益征收法研究》入选国家哲学社
会科学优秀成果文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