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7年是浙江大学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实施

“十三五”规划的重要一年，是推进综合改革的深化之

年，是“双一流”建设的启程之年。学校紧紧围绕学校

“双一流”建设方案、“十三五”发展规划和综合改革

方案确定的总体目标与基本任务，深入实施“六高强

校”战略，深入推进“五大体系”“五大布局”建设，

并更加突出“高精尖”的导向，探索完善新时代建设中

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战略思路，各项事业持续呈现蓬

勃发展的良好态势。

一、学科建设

人才队伍建设成效明显。坚持党管人才，成立党委教师

工作部、师德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和师德建设工作委员

会，健全教师思想政治工作和师德建设机制。加强高层

次人才和高水平团队培育，深入实施“学术大师汇聚计

划”“百人计划”，加大管理服务、思政教育、实验技

术等各类人才队伍建设力度，科学评价、人尽其才的人

才队伍体系不断健全。完善博士后队伍建设体系，出台

《浙江大学关于进一步加强博士后队伍建设的若干意

见》，启动实施“千名博士后计划”。继续优化人才年

龄结构和学缘结构，出台《浙江大学外籍教师聘用暂行

办法》，加快建设专兼结合的国际师资队伍。截至

2017年12月，全校有教职工8657人（其中：专任教师

3611人），教师中有中国科学院院士21人，中国工程

院院士20人，文科资深教授9人，国家“千人计划”入

选者（含青年项目）237人，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

划”入选者（含青年学者）101人，国家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获得者129人，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109人，“万人计划”领军人才、青年拔尖人才63人，

浙江省特级专家43人，高层次人才队伍规模位居全国高

校前列。

学科整体实力迈上新台阶。进一步构建高峰凸显、生态

和谐的一流学科体系，大力建设高峰学科、一流骨干基

础学科，谋划推动顶尖学科、优势特色学科和会聚型学

科 建 设 ， 推 动 各 学 部 、 学 院 、 学 科 开 展 畅 想 创 新

2030工作。根据ESI数据统计，学校18个学科进入世界

学术机构前1%，7个学科进入ESI前100位，均居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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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石墨烯电池

世界首批用于异种器官移植的安全猪研发

病原菌调节宿主信号通路的全新分子机制

核酸天然免疫识别的细胞微环境控制及干预研究

纳米照明首次实现片上大视场无标记远场纳米显微成像

空间微分器——亚波长厚度全光模拟运算

中国农村家庭调查数据库建设及其应用研究

网络系统资源优化与控制基础理论及方法

2017年浙江大学主要获奖成果

首个无毒高抗肿瘤活性树枝状大分子的高效合成及抗癌活性研究

蛋白翻译后修饰与自噬调控

抗肿瘤诊疗一体化药物递送系统

稻田杂草-水稻竞争与协同进化分子机制

支架法空腔脏器吻合术

巨噬细胞在肝癌起始中的关键作用及其机制

浙大成功实现无缆水下机器人百米海底的充电传信

干扰素抗病毒效应的新型调控机制研究

国内首款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60 GHz锁相环芯片

卫星遥感光学稳定成像关键技术及应用

“海豚音攻击”基于麦克风非线性作用的硬件漏洞发现与防护

胜利者效应改变丘脑-前额叶环路加强社会优势地位



高校第二；8个学科进入前1‰，5个学科进入ESI前

50位，均居全国高校第一。在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中，

学校有11个一级学科被评为A+，居全国高校第三；

39个一级学科被评为A类，居全国高校第一；一级学科

优秀率达63.93%，居全国高校第二。

二、人才培养

本科教育教学水平进一步提升。不断拓展教育教学大讨

论成果，落实关于进一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若干意

见。完善“知识传授、能力培养、素质提升、人格塑

造”四位一体的人才培养体系，积极实施连贯“通”

“专”“跨”的通识教育，优化全过程、全方位、全员

育人机制。以学生学习成效为导向，科学制定本科生培

养方案。稳步推进各类课程建设，严把课程教学质量。

促进教学模式创新，深化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融合。出

台《浙江大学本科生第二、三、四课堂学分管理办法

（试行）》等文件，进一步推进四个课堂实质性融通。

继续开展海外教师主导全英文课程建设工作，共支持

25个院系建设了57门全英文课程。

研究生培养改革深入推进。强化科教协同与国际合作，

制定并实施新一轮研究生培养方案，完成课程体系梳理

工作，启动研究生素养与能力培养型课程建设。推进专

业学位改革和多学科交叉工作，各级学位评定委员会调

整到位，增设工程师学院专业学位评定委员会和“医药

+X”多学科交叉人才培养卓越中心学位评定委员会。

进一步建设工程师学院，完善工程领域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创新校企协同培养模式，有效开展与欧美著名工

程院校的国际联合培养项目。成功入选教育部博士研究

生教育综合改革试点高校，实施科教融合等博士生教育

“十大行动计划”。

招生和就业工作取得实效。创新多元招生模式，稳步提

高生源质量，“三位一体”综合评价招生涉及面更广。

接轨新高考改革，实现新模式下本科生招生录取工作的

平稳落地。进一步扩大博士生招生“申请－审核”制范

围，顺利实施全日制非全日制研究生统筹招生管理改

革。2017年，学校在全国各省市提档线分数的考生名

次得到进一步提升。2017届毕业生就业率稳居全国高

校前列，选调生录取、赴国防军工单位工作、赴西部地

区就业的总人数同比增长27.46%。

创新创业教育品牌加快形成。进一步凝练创新创业教育

特色，在本科专业培养方案中新增通识必修创新创业

类，不断完善课程教学、培训、竞赛、实训、孵化和实

践全链条推进的工作体系。加强创新创业实践平台建

设，成立创新创业学院，成功入选国家双创示范基地，

获首批“全国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全国

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特色典型经验高校”等荣誉，

IdeaBank创客空间被纳入国家级孵化器管理服务体

系。2017年，我校学生在国际国内创新赛事中表现突

出，荣获国际竞赛特等奖6项、一等奖45项，荣获全国

竞赛特等奖8项、一等奖17项，包括第三届互联网+大

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总冠军、中国青年互联网创业大赛总

冠军等。

三、科研能力

2017年科研规模突破40亿元，实现在高位的持续增

长。到校科研总经费40.17亿元（比2016年增加4.99亿

元），其中纵向科研经费29.16亿元（占72.59%），横

向科研经费11.01亿元（占27.41%）。

重大科研项目承载能力稳步提升。新增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项目18项、国家重大专项课题11项；获批国家基金重

大项目1项，国家基金重点项目19项。

科研基地布局不断完善，为学校科研发展提供了强大平

台支撑。目前，学校已拥有国家级科研基地24个，其中

国家重点实验室10个、国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4个、国

家工程研究中心2个、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8个，

拥有各类省部级基地136个，学校自主设立校设研究院

13个、研究中心39个、研究所176个。积极发挥之江实

验室的驱动作用，推动之江实验室挂牌成立并有序运

行。 “超重力离心模拟与实验装置”国家重大科技基

础设施项目获得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批复，批复总投资

20.3434亿元，这是在浙江省建设的首个国家重大科技

基础设施项目。“16+X”科研联盟、协同创新中心建

设稳步开展。

四、学术影响力

科技论文质量持续提升。根据中信所2017年10月公布

的数据，2016年度，我校科学引文索引扩展版（SCI）

收录论文6231篇，2007-2016年48595篇论文被引用

571022次，中国卓越科技论文收录4008篇，作为第一

作者国际合著论文（据SCI统计）收录1489篇，以上数

据均位居全国高校第一。根据2018月1月15日的统计，

2017年我校被SCI收录第一单位论文影响因子10以上的

208篇；三大期刊及子刊论文43篇：其中《科学》1

篇、《细胞》1篇、《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

10篇，《自然》子刊25篇、《细胞》子刊6篇。

国家科技奖励取得历史性突破。2017年度我校作为第

一完成单位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共4项，其中李兰娟院

士团队“以防控人感染H7N9禽流感为代表的新发传染

病防治体系重大创新和技术突破”获得中国高校首个国

家科技进步特等奖；高翔教授团队“燃煤机组超低排放

关键技术研发与应用”获得我校历史上首个国家技术发

明一等奖；严建华教授团队、陈耀武教授团队分别获得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1项；蔡天

新教授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科普类）；作为参

与单位获得国家科学技术奖一等奖3项，二等奖6项。边

学成教授领衔的项目“高速铁路列车运行动力效应试验

系 统 ” 荣 获2 0 1 7年 度 “ 中 国 高 等 学 校 十 大 科 技 进

展”。我校作为第一完成单位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

究优秀成果奖（科学技术）16项(一等奖8项、二等奖

8项)；作为第一完成单位获浙江省科学技术奖一等奖

13项。

科技成果转化成效明显。优化科技创新全链条布局，进

一步完善成果转化激励政策与制度。完成工业技术转化

研究院与国家大学科技园合署，着力提升国家大学科技

园综合科技服务内涵，获得国家科技企业孵化器A类

（优秀）评价和浙江省唯一的“全国大学生创业示范

园”称号。全年获得中国三大专利授权2357件（其中发

明专利1979件），发明专利授权数持续位居国内高校第

一, 通过PCT途径申请专利14件。新签横向技术合同

2934项，合同经费达140545万元，其中技术转让合同

41项，合同经费3148万元。

五、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

探索构筑开源的思想文化高地，完善文化传承创新的工

作体系和平台，成立文化遗产学科发展联盟、艺术与考

古图书馆、中华译学馆、马一浮书院等，《中国历代绘

画大系》列入“国家重大出版工程”。启动《浙江大学

史》编纂与研究项目，成立浙江大学校史研究中心，对

学校的办学历史和发展历程进行系统梳理和科学总结。

设立专项基金支持哲学社会科学发展，重点引导教师潜

心治学，不断扩大学术话语权，提高学术声誉。继续加

大学科交叉预研专项的培育力度，推进“大数据+”人

文社会科学交叉创新团队建设。

制订智库成果认定办法，加强高端智库建设，区域协调

发展研究中心入选第二批国家高端智库试点培育单位。

深化与浙江省委宣传部共建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马克思

主义学院工作，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

2017年，文科全口径实到科研经费2.65亿元，继续保持

全国前列水平；SSCI收录论文数540篇，同比增长

44%；A＆HCI收录论文数39篇，居全国高校第二；国家

社科基金重点项目立项数居全国高校第一；《国家哲学社

会科学成果文库》的成果入选数并列全国高校第一。

六、国际合作与交流

深入实施“海外一流学科伙伴提升计划”“世界顶尖大

学战略合作计划”，推动与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芝加

哥大学、斯坦福大学、牛津大学等世界顶尖大学的机制

性合作，完善全球国际链接的合作网络。

持续优化国际联合学院（海宁国际校区）人才培养模

式，发挥其优质教育资源的溢出效应。学生海外学习交

流的规模与层次不断提升，本科毕业生海内外深造率达

61.97%，其中毕业生进入世界百强名校继续深造近

800人，占出国总人数的56.82%；本科生海外学习交流

人数达3250人次，同比增长22.64%；研究生海外学习

浙江大学2017年度学术建设总体概况



2017年度浙江大学
学术进展

交流人数达2440人次，同比增长10.5%，其中博士生交

流率达到72.77%。

加强全校国际化管理队伍建设，第一批国际化工作岗位

人员已到岗并完成专项培训。进一步优化、完善海外工

作机构建设，制订《海外工作机构建设提升方案》。进

一步增强网络宣传、声誉评估和外事工作能力，打造高

水平外文门户网站，积极拓展与海外媒体、驻外联络机

构、海外合作高校等联络合作。携手斯坦福大学、芝加

哥大学、耶鲁大学等世界名校举办系列学术交流活动，

Nature主刊分8期刊载了学校7个学部科研成果。通过

“海外名师大讲堂”、“诺奖大师中国校园行”、“学

术大师专项”、“竺可桢杰出学者讲座”等项目，共邀

请了57位海外知名专家来校举办公众讲座，其中15位诺

贝尔奖获得者。

七、学术制度

完成学术委员会改选换届工作，组建新一届校学术委员

会。在2016年改选换届前期工作的基础上，于2017年

4月21日召开浙江大学学术委员会改选换届大会暨

2017年第一次全体会议。会上校党委书记金德水、校

长吴朝晖发表了重要讲话，并代表学校向新一届学术委

员会委员颁发聘书；常务副校长宋永华在会上介绍了委

员的组成情况，宣读了浙江大学党委文件。并在随后召

开的2017年第一次全体会议选举产生了主任、副主任

和秘书长；审议表决了《浙江大学学术委员会章程（修

订）》，审议了《新一届学术委员会委员履职要求》、

校学术委员会工作委员会的组建及主要责职等学术委员

会规范运行的文件。

建立学术发布机制。启动校学术委员会网站的改版工

作，增设“学术发布”栏目，通过科普化讲述、图像及视

频等形式，动态展示浙江大学重要学术进展。“学术发

布”每周发布一次，并推送浙大主页“科学封面”栏目。

《浙江大学学术不端行为查处细则（试行）》正式发

文。《浙江大学学术不端行为查处细则（试行）》（浙

大发〔2017〕32号）共7章33条，规定了我校处理学术

不端行为的工作机制、学术不端行为的类型、学术不端

行为的受理、调查、认定、处理、复议与监督等内容。

今后一段时期，既是浙江大学进入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

学行列的关键期，也是乘势而上迈向世界一流大学前列

的重要机遇期。我们要以全面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全面

聚焦一流为主线，以全面深化改革为动力，以全面开放

合作为途径，以全面优化支撑为保障，加快提高学校的

核心竞争力、文化影响力、战略执行力、资源保障力，

推动学校整体办学水平跃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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