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土木工程学术型硕士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 

（2021 年） 

一、学位授权点基本情况 

（一）目标与标准 

    1.培养目标 

    本学位点的培养目标：面向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在土木工程

领域培养具有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进行科学研究、工程实践及跨文

化交流的基本能力；社会责任感、创新思维、国际化视野、人文素养

等基本素质，能够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企业等单位从事教学、科

研、生产和管理等工作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2.学位标准 

    学位论文与毕业要求如下： 

   （1）学术成果业绩要求。学术成果业绩要求在攻读硕士学位期间，

研究生至少须作为第一或第二作者（第一作者为导师）并以浙江科技

学院为第一单位在SCI/SSCI/EI/CSSCI/CSCD/一级期刊（浙大版）/核

心期刊（浙大、北大）/《浙江科技学院学报》上发表（含录用）与

其学位论文有关的学术论文1篇及以上（刊物级别以论文投稿日期的

最新版为准）；或作为第一或第二发明人（第一发明人为导师）并以

浙江科技学院为第一专利权人单位，获授权的与其学位论文有关的发

明专利1项及以上。 

    （2）本学科硕士学位论文应当是一篇相对完整的、较为系统的

学术论文，应能表明作者具有一定的从事科学研究工作的能力，并在



土木工程及相关领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3）研究生在校学习期间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各项学习任务，

成绩合格并修满规定的学分，通过论文答辩，准予毕业。 

（二）基本条件 

    1.培养方向 

土木工程一级学科下设四个研究方向，分别为岩土工程、结构工

程、市政工程和桥梁与隧道工程。每个研究方向具体情况如下： 

081401 岩土工程（二级学科） 

岩土工程方向主要研究沿海及近海软土的力学与工程特性与沿

海滩涂地基上围垦及堤坝建造技术。在这两个领域范围内，结合浙江

省及其他沿海地区在软土工程方面的理论和实际工程问题开展研究。 

081402 结构工程（二级学科） 

结构工程方向主要研究不同结构体系的鲁棒性特征与现役结构的

再设计、结构健康监测与加固技术、结构耐久性和新型建筑材料等，

结合浙江省及其他地区的重要现役建筑结构体系存在的实际问题开

展理论研究与技术应用。 

081403 市政工程（二级学科） 

市政工程方向主要研究污水/废水处理理论和技术、给水处理理论

和技术、市政管网系统优化、城市生活垃圾处理与处置、固废循环利

用、土壤生态修复等。城市污水处理以污水处理先进技术和理论为基

础开展污废水的治理研究；给水处理针对当前水源水质的特点采用相

应的技术处理达到饮用的目的而开展相关的研究工作，重在改善饮用



水水质；管网优化采用数值模拟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实现城市管网的优

化和检漏，快速修补的研究；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着重于垃圾填埋及垃

圾渗滤液的处理的研究；固废循环利用主要研究生活垃圾的资源化利

用及污染防控技术、固体废物处置环境安全保障技术；土壤生态修复

主要研究几种土壤污染的几种生态修复方法。 

081406 桥梁与隧道工程（二级学科） 

桥梁与隧道工程方向主要研究隧道等地下岩体工程灾害发生机理

和控制技术。基于岩体结构力学理论，通过研究层状岩体承载结构的

演化过程来阐述围岩变形与失稳的机理，提出层状岩体的锚固机理为

组合拱梁理论，取得了多项创新性成果，形成了一定的研究特色。近

年应用模型试验、数值模拟等手段,对山岭隧道施工相关问题开展了

研究,对不同工况下的山岭隧道施工方案进行了分析优化,并提出了初

期支护优化参数。 

2.师资队伍 

土木工程专业现有专任教师 50 名，其中正高职称 10 名、副高

职称 22 名，高级职称占教师总数的 64%；具有博士学位教师 38 人，

博士比例达 76%；具有企业实践经历的教师占 42%以上；具有海外留

学访学经历的教师占 44%。博士生导师 2 人，硕士生导师 28 人。同

时，土木工程学科聘有校外硕导 33 名，校外硕导行业涉及高校、国

企、施工单位等，如浙江大学、浙江交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华

隧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校校合作、校企合作、中外合作联合培

养研究生。 



师资团队承担的社会学术工作有：浙江省建筑业协会地下工程分

会常务理事，杭州市结构与地基处理学会理事，浙江省岩土力学与工

程学会理事，浙江省土木建筑学会土力学及岩土工程学术委员会委

员；浙江省岩土力学与工程学会常务理事、副理事长；中国振动工程

学会土动力学专业委员会委员，浙江省土木建筑学会工程测试分析学

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岩石力学与工程学会测试委员会委员、中国力学

学会及浙江省土木建筑学会会员；浙江省风景园林专家咨询小组成

员；中国海洋工程学会常务理事，发现杂志副理事长，中国管理科学

研究院高级研究员，中国土木工程学会港口工程学会塑料排水学术委

员会委员，中国发明协会会员，中国汽车工程学会会员，中国建筑工

程学会会员，中国爆破工程协会会员。中国力学学会会员, 浙江省

建筑学会会员,浙江省建筑行业协会地下工程分会会员。 

3.科学研究 

土木工程专业是建校伊始（1980 年）设置的专业，也是中德政

府间合作项目的重点建设专业和国家级特色专业。土木工程一级学科

为浙江省“十二五”重点学科（2012），岩土工程二级学科为浙江省

A类重点学科（2009）。土木工程专业为浙江省第一批重点专业（2008）、

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2008 年，全国第三批、我校第一个），通过

了住建部的本科专业教育评估（2012年，浙江省第三个）。土木工程

一级学科 2013 年获批硕士授权学位点，为校首批硕士点授权学科。

2014 年开始招生，2021 年获批土木水利专业学位授权点。经过 40

年的学科建设发展，现已形成了鲜明的应用型、国际化的学科优势特



色，取得了一批重要成果。学位点在结构健康监测、工程水力学、水

污染控制、隧道围岩稳定与支护、近海软土特性与地基处理等领域具

有较明显优势，并已取得一系列成果。近 5 年来承担了省部级以上科

技项目 20 余项，出版学术专著 6 部，发表三大索引收录科技论文 60

余篇，获得发明专利授权 10 余项，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奖 10 余

项，年均科研经费超过 700万元。学位点先后与德国、日本、法国、

比利时等国外多所大学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部分研究生将有机会派

赴合作学校参加学习或课题研究。 

（三）人才培养 

土木工程学硕点本年度招生 34名，在读 75名，毕业和学位授予

16 名，就业率 100%。 

2021年，学位授权点硕士研究生以第一作者发表核心论文 9 篇，

其中 SCI收录论文 2 篇；2021 年本学科点获批校级研究生创新基金 1

项、浙江省新苗计划 1 项；2021 年学位授权点硕士研究生 1 人获国

奖奖学金、1 人获浙江省省级优秀毕业生、2 人获校级优秀毕业生荣

誉称号。 

2021 年，学位点充分利用企业优质资源，助推人才培养质量提

升。与浙江交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华隧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等建立了联合培养研究生示范基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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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 年，学位点按学校总体部署对本学位授权点培养方案进行

修订，具体教育过程中严格落实培养方案，在具体培养过程中严格落



实毕业论文双盲外审、所有硕士学位论文全员预答辩制度，强化培养

过程的科学性与规范性。 

思想政治和党建工作是研究生教育的有力保障。学院书记总负责，

副书记分管，同时落实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人，加强班主任、

辅导员队伍建设。本年度注意全体研究生的思想政治教育，宣传 2021

年度国家的大政方针，利用浙江省开放前沿的地缘优势，结合“抗疫”

的大背景，根据我校的校情和土木工程学科的特点，把思想政治工作落

到实处，牢固树立研究生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举行针对研究生做人

做事等价值观引领的讲座两场。积极引导研究生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增

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根据当年的学习主题，2021组织外出活

动 2 次，上半年参观杭州历史馆，下半年观看爱国电影《长津湖》。到

2021 年 12 月，研究生支部共有党员 38人，其中正式党员 20 人，预备

党员 18人，研究生党员超过研究生总数的 50%。研究生支部对入党积极

分子坚持注重培养，严格要求，按照发展党员程序，把品学兼优的研究

生吸纳到党的队伍中来。 

2021年，本学位授权点制定了《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土木工程学科

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土木与建筑工程学院全英文留学研究生土木

工程培养方案》、《建工学院研究生综合测评细则》等文件，实现制度

管人、制度育人，构建研究生教育长效机制制度保障，切实抓好学生课

堂、学术规范。 

（四）服务贡献 

2021年，学院新增纵横向项目数 46 项，论文 55 篇，专利 11 项，



获奖 3 项，出版著作 5 部。 

二、学位授权点建设存在的问题 

针对在学位授权点建设中师资队伍、重大项目、国家及省部级科

研成果奖、科研平台以及人才培养等建设目标的要求，本学位授权点

仍存在以下问题与不足： 

（1）人才队伍建设有待加强。目前土木工程学科学术领军人才

相对较少，科研团队需进一步完善与强化。各研究方向的高水平学科

带头人和科研能力突出的学术型人才的数量还不够，需要扩大学科队

伍的影响力，提高学科队伍的整体素质，团队精神有待增强。 

（2）国家级和省级科研平台有待突破。近年来通过建设学科水

平有了较大提升，获批浙江省重点实验室、浙江省重点创新团队等省

级科研平台，但还需进一步加大建设力度，力争获得国家级实验和科

研平台以及其他的省级实验和科研平台。 

（3）科学研究水平有待进一步提高。尽管本学位授权点过往主

持完成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多次获得国家级、省部级科研

成果奖，但本年度获得的国家级、省部级科研项目数量不够，在国家

级省部级科研项目以及重点重大项目及奖项的申报上仍需加强努力。 

（4）在社会服务和产学研合作方面，目前本学位授权点已与 40

余家企业开展产学研合作，但还需进一步加大合作力度，促进科研团

队横向课题研究的开展，共建企业技术研发中心和试验中心，加快科

研成果转化应用，拓展产学研合作平台。 

 

 



三、下一年度建设计划 

针对存在的问题，在下一年度准备采取以下举措： 

（一）师资队伍 

（1）进一步加大力度引进高水平人才，特别是中青年专家，增

聘一批国内外土木工程领域院士、知名教授作为特聘教授或客座教

授，增强土木工程的学科硬实力和学术影响力。 

（2）加大对中青年教师的支持和培养力度。支持中青年教师全

力开展国家级、省部级纵向课题和重大横向课题研究，推出“建工首

约”计划，全方位支持处于首聘期的青年教师高质量完成聘期内的各

项指标任务。 

（二）科学研究 

（1）进一步完善科学研究成果奖励制度和职称评审制度，鼓励

各学科方向教师潜心投入科学研究和成果转化工作，积累科学研究成

果，进一步申报省部级和国家级科研成果奖项。 

（2）加大学科建设经费投入。未来一年，土木工程学科正处于

博士点培育计划的攻坚阶段。借助这一契机，土木工程学硕点将加大

学科经费、实验室建设经费等的投入，不断强化学硕点各科研平台的

建设。 

（三）人才培养 

（1）完善创新人才和国际化人才的培养模式，深化“供给侧”

结构性人才培养教育改革，不断提高土木工程应用型高水平人才的培

养质量。以问题为导向，全方面培养研究生解决解决土木工程领域生

产和建设中存在的实际问题的能力。 



（2）进一步强化硕士生导师队伍，鼓励以研究生一作、导师二

作或通讯作者的形式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形成以创新为核心的人才

培养模式。 

（3）继续加强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和导师师德师风教育，营造

良好研究生培养氛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