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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科建设指导思想 

信息工程学院的学科建设指导思想要立足于学校现实，正视从专科学校过渡而来办

学经验不足的实际，正视作为新兴学科在师资与人才等方面建设上的困难，坚持解放思

想、实事求是的原则，用“求是、协作、创新、发展”的思路来制定信息工程学院的学

科建设规划。 

 

二、学科建设目标 

山东青年政治学院作为地方性本科高校，其主要任务是为当地发展经济提供智力

支持，因此在学科建设上应结合地方需求和学院实际，为济南和全省的经济建设输送高

级应用型人才。 

（1）继续凝练明确的研究方向。“十二五”期间，学院教师在不确定理论、数据库

技术、智能信息处理、密码学与网络安全、生物特征识别、等离子体控制等方面取得了

较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需要进一步凝练更具特色和优势的 2-3个研究方向。 

（2）努力使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在 3-5 年内达到省内同类高校的先进水平，促使

部分方向达到省内高校先进水平，业界具有一定知名度。信息工程学院目前设有信息管

理与信息系统、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工程等三个本科专业，其中信息管理与信

息系统专业是学校重点建设专业。这些专业涉及到管理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信息与通信工程、电子科学与技术、控制科学与工程等多个学科。信息工程学院确定重

点建设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一级学科，无二级学科）。 

（3）学院整体科研实力进一步增强，学术骨干具备申请到省部级基金项目的能力，

力争国家级项目一至两项。 

（4）内涵建设成效显著，优势方向具有一批较高水平的科研成果，核心期刊学术

论文占论文总数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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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形成 2-4个标志性成果。 

 

三、学科建设现状 

信息工程学院的前身是应用科学系，现已发展为规模较大、整体实力较雄厚的骨干

学院。学院目前共有专任教师 40人，其中教授 7人、副教授 20人。具有博士学位的教

师 12人，具有硕士学位的教师 25人。山东省优秀教师 1人。硕士生导师 1 人。市级首

席专家 1人。市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1人。学院现有在校生 650人，其中本科生

300人。  

学院目前设有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子信息工程、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等三个本科

专业，其中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是校级重点建设专业。学院拥有山东省高校重点实

验室（信息安全与智能控制）1个。  

“十二五”期间，在不确定生产计划建模、高效智能优化算法设计、匿名认证系统

与匿名订购系统设计、炼油过程智能优化调度与求解机制、等离子不稳定性控制等方面

取得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1）高级别项目数量显著增长。近 3 年来，争取到了 5 项省自然基金项目，完成

了 1项省科技攻关计划项目，提升了实验室成员承担高级别项目的能力。 

（2）科研成果丰富，高水平成果数量明显增加。在科学出版社出版著作 1 部，发

表 SCI论文十余篇。 

（3）高层次获奖取得新突破。其中 2013年获山东软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1项、

山东高校优秀科研成果奖二等奖 1项。 

（4）学术梯队建设成效显著。引进 C 类人才 1 名、博士 6 名，改善了学术梯队结

构。 

（5）人才培养取得新突破。与山东师范大学联合培养的研究生已有 5 名毕业，其

中 1名提前 1年毕业。学生首次参加齐鲁软件设计大赛分别获二等奖、三等奖。在全国

数学建模竞赛、山东信息安全大赛等科技竞赛中均获佳绩。 

（6）实验室硬件设备进一步改善。依托信息工程学院建设的山东省高校信息安全

与智能控制重点实验室累计投资 950万元建设和提升了网络工程、智能信息处理、生物

特征识别、信号与系统、计算机组成原理、物联网仿真、数据挖掘等实验室。 

 

四、学科建设主要建设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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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进一步凝练学科方向，优化教学和科研力量组合。 

（2）搞好资源整合与研究方向的团队建设，活跃学术气氛，培养团队精神，进行

科研攻关，力争在某些领域有所突破。 

（3）按照省级重点学科的要求进行学科建设，制定相应的年度目标，落实责任，

使申报高级别课题的能力明显增强。 

（4）在应用研究上注重社会效益，充分发挥学科带头人、青年学术骨干的作用，

采取多种措施，鼓励教师承担横向应用课题，在服务地方经济方面有新的突破。 

（5）加强学术交流活动，主动争取学术会议的主办权，扩大我校的影响力。 

 

五、学科建设主要措施 

（1）建立学术带头人和科研骨干的创新激励机制。实验室实行首席专家负责制和

课题负责人制，并签订相应的聘任合同。对课题负责人实施年度考核，根据聘任合同任

务完成情况，确定下一阶段的团队安排。课题负责人在人员聘任、科研工作安排、内部

分配制度的制定、经费管理、项目管理等方面享有一定的自主权。 

（2）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努力争取省级财政专项资金和学校实验室建设经费，积

极筹措来自合作企业的资金，为学术带头人和科研骨干创造良好的科研条件与环境。 

（3）建立目标任务考核制度。对课题负责人进行全过程的动态考核，保证课题组

按期研究并保证结题。学术带头人每年提出年度工作计划，由实验室学术委员会审定和

通过，并在年末进行总结。 

（4）制定针对个人的支持计划。制定以“培育省内知名专家”为目标的学科带头

人促进政策及资金支持计划。力争培养 5名以上在省内本学科领域有较高知名度和较强

影响力的学术带头人。 

（5）制定针对研究团队的支持计划：采用一定额度的资金补助方式支持申报重要

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山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山东省高等学校科技计划项目、山东

省优秀中青年科学家科研奖励基金等）、重要科研成果奖（山东省科学技术奖、山东省

高校优秀科研成果奖等）。力争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1-3 项，主持山东省自然科

学基金课题 2-5项，力争在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方面实现零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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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制定科研骨干培养计划。积极鼓励拥有硕士学位的科研骨干进一步攻读相关

研究领域的博士学位，力争将拥有博士学位的人员提高到 15－20人。 

（7）制定研究生指导教师培养计划。鼓励拥有讲师、副教授职称的中青年学术骨

干申报副教授、教授职称，并且积极争取校外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的资格。 

（8）加强学术交流。安排相关老师参加有关不确定理论、数据库技术、人工智能、

等离子体控制、计算机网络与信息安全、网络攻防与系统安全等方面的学术会议。通过

参加学术会议，使教师们及时了解学术前沿问题，加强与国内同行的交流，更加明确进

一步的研究方向与目标。 

（9）安排教师到国内外高校或科研机构做访问学者。 

（10）联合国内外知名高校、企业高管、工程技术人员和我院教师共同申报高级别

课题，共同进行科研攻关。 

（11）创造优良的学术氛围，促进团队精神的形成，搞好院内文化建设。重点扶持

青年教师的科研工作，努力提高他们的科研水平。 

（12）努力提高教师科研和教学的整体水平。按照信息工程学院教师分类管理办法，

严格考核奖惩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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