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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 海 电 力 学 院 文 件

沪电院院〔2016〕 37 号

关于印发《上海电力学院十届一次教代会行政报告》(节选)

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机关部（处、室）、相关部门：

现将《上海电力学院十届一次教代会行政报告》(节选)印发给你

们。

特此通知。

上海电力学院

2016 年 5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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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手共进 建设美好的上电家园

上海电力学院十届一次教代会行政报告 节选

李和兴

2015 年是“十二五”的收官之年，2016 年是“十三五”的开局之年，此刻

我们既要认真总结，更要精心规划。现在我代表学校行政向本次大会做《上海电

力学院 2015 年行政工作报告》，请予以审议。

第一部分 “十二五”工作回顾

“十二五”期间是学校历史上重要的发展时期，五年来在党委的领导下，通

过全校师生的共同奋斗，学校事业获得了显著发展。

一、建章立制与机构调整

学校修订了《上海电力学院章程》，并通过了市教委的核准；对配套的各类

规章制度进行梳理和修订完善。《章程》成为我校依法自主办学、科学管理和履

行公共职能的基本准则和依据。

学校先后重组了 6 个学院，组建了创新创业工程训练中心、艺术教育中心、

学科办、实验室与资产管理处等部门。

二、本科教学工作

“十二五”期间学校本科专业数发展到 30 个，其中国家级特色专业 3 个、

教育部综合改革试点专业 1 个。突出创新和应用型人才培养，获批“大学生创新

创业计划”、首批上海市“创新创业”人才培养试验区、首批“应用型本科”和

“中本贯通”专业，完成了一个国家级和两个市级专业综合改革计划；2014 年

完成市教育评估院对全校所有专业的评估。

“十二五”期间学校国家级规划教材从 7 本增加到 10 本，上海市级优秀奖

教材从 6 本增加到 12 本，市级精品课程从 10 门增加到 24 门；新增国家实验教

学示范中心 1 个、上海市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2 个；新增卓越工程师试点专业 5

个。2013 年我校获得 11项教学成果奖，其中一等奖 6项，二等奖 5项。

三、学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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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五”期间学校招生规模年均稳定在 2600 人，覆盖 31 个省（市、区），

招生专业及方向 36 个，就业率在 95%以上。学校引进第三方评价机制，每年发

布就业质量年报。

大学生思政教育成果显著，涌现出毛智晟等一批优秀学生。我校易班工作站

两获“上海市十佳”称号，成为全国首批推广试点单位，并获批首批“校园智慧

屋”建设试点。2015 年浦东校区大学生园区被评为“上海市学生公寓标准化示

范点”。

艺术教育中心成立以来，获 40 余项市级荣誉称号，涌现出一批市级明星社

团；6万余人次参加暑期社会实践团队，其中 15支实践队伍获市级优秀项目。

学校体育工作成绩斐然，击剑队获奖 140 项，其中金牌 46 枚，手球队获全国冠

军 2 项；学校足球队蝉联 2013、2014 年上海市校园足球联赛冠军。

新增专业硕士点 4 个、一级学科学术硕士点 1 个，研究生规模由“十一五”

末的 323 人猛增到“十二五”末的 1175 人，就业率近 100%，能源电力行业就业

率提升约 9%。

四、学科与科研工作

“十二五”期间学校年均科研经费比“十一五”增加近 1倍，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数、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较大增加。ESI 高被引论文和 SSCI 论文双双实现了

“零”的突破，并保持良好发展态势；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1项、省部级科技进步

一等奖 5 项。

“十二五”期间申报成功“085”工程、上海市一流学科和高原学科建设等，

获批“上海新能源人才技术交流中心”“上海智能电网协同创新中心”“上海电

力安全研发中心”“国家级技术转移中心”“一带一路能源电力管理与发展战略

研究智库”；新增上海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上海市重点实验室、上海市教委重

点实验室、上海市教委工程训练中心若干。

五、人事工作

“十二五”期间学校专任教师中博士学位的比例提升了 21%，正高人数增加

到 104 人。引进“国家青年千人计划”“上海千人计划”“上海东方学者”10

名，聘请“海外名师”27人等。双师型教师比例达到 42%。

从 2011 年起学校每年完成 10 件实事，至今完成了 50 件。为教职工冬送清

凉夏送温暖、安排体检和暑期休养、发放爱心帮困金和暖心工程基金等。设立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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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新校区建设教职工生活保障工作组，同步规划教职工住房、就医、班车、子女

入学等保障措施。

六、国际交流

学校发起成立了“国际电力高校联盟”；“十二五”末留学生规模 100 余人，

新增招收外国研究生，同时开展国外电力工程技术人员的培训，中外国际合作办

学在校生规模稳定在 500 人以上，与德国勃兰登堡科技大学开启了硕士双学位合

作培养模式。

七、成人教育

“十二五”期间多举措并举促进成教事业发展，获住建部“先进培训单位”、

成人教育“全国百佳”以及“终身教育优秀品牌项目”奖等，取得了显著的社会

效益。

八、校园建设

完成杨浦校区长阳路校园的整体建设，新建智能电网控制楼，并完成了杨浦

校区南校区跃进楼的改建。

临港新校区建设全面启动，净增校区面积 560 亩。学校初步建成了一个安全、

可控的校园网络，无限网络也基本实现全覆盖，学校校园网主页多次升级改版，

并增加了英文版，OA 系统正式上线，制作《校园聚焦》，拍摄《双城记》等微

电影 3 部。

学校加强安全和预防演练，被评为“上海市安全文明校园”，连续七次获“上

海市文明单位”称号。

九、产业与科技园

“十二五”期间学校产业年均总产值超过 2亿元，经营性国有资产增值率超

过 110%。部分“中国国际工业博览会”产品已出口土耳其、印度、伊拉克等国

家。

大学科技园参与发起了“中国大学科技园研究会”，“智能电网仿真研究和

检测服务中心”被认定为上海市专业技术公共服务平台。

十、民生管理

学校坚持教代会代表旁听校长办公会制度，“三重一大”事项全部由党委会

决策。修订了《学术委员会条例》，组建了新一届学术委员会，其中普通教师超

过 50%；新设“教授咨询委员会”；设立发展与改革系列课题 74 项，采取各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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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问计于教职工。2011 年开通“校务公开网”，校务公开工作名列上海地方

高校前茅，通过校领导接待日和“校长信箱”等，妥善处理信访、申诉等。

“十二五”期间，学校先后获“全国厂务公开民主管理先进单位”“上海市

保障工作先进单位”“上海市职工最满意（企）事业单位”等荣誉。

第二部分 “十三五”事业发展规划的建议

“十三五”期间将是学校发展的关键时期，在党委领导下通过多轮次的分析、

讨论、调研，学校已经形成《上海电力学院“十三五”改革与发展规划》，我们

有信心通过新的五年发展，未来的上电将是特色鲜明的多科性电力大学。

一、学校定位与发展思路

依据《上海高等教育布局结构与发展规划（2015-2030）》的要求，我校定

位为“能源电力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多科性应用技术型大学”。

学校的基本发展思路是，以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为引领，合作共赢为支撑，

大学章程和民生工程为保障，学科建设为龙头，应用型人才培养为中心，创新创

业为动力，服务行业与社会经济为导向，推动学校事业发展。

人才培养方面，要培养具有创新创业能力及国际化视野的面向现场的工程师

及以上专业人才及复合型管理干部，鼓励培养工程技术类科学家。

科学研究方面，着眼工程技术革新与创新，主动承担企业委托项目、校企联

合攻关项目，鼓励独立或与企业联合申报科技进步奖和技术发明奖。

学科建设方面，对接能源电力产业链，发展主干学科，做实基础学科，多学

科协同发展。

行业和社会服务方面，注重构建坚强产学研联盟，加快成果转化、校企协同

创新创业、校企合作兴办企业，参与政府决策咨询，承担企业与政府高端培训。

二、“十三五”期间的重点工作

1.以教师激励计划为抓手，提升应用型人才培养水平。构建校企协同人才培

养机制，提升双师型教师的比例和能力，形成在校生培养及企业职工培训的双赢

机制。

2.围绕高峰高原学科建设，构建覆盖能源电力产业链的品牌学科体系。大

力推进高峰高原学科建设计划，体现在加快高端人才引培，推动高质量学生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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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高水平科研成果培育，促进整体学科发展，学科进入全国排名前 20%，冲击高

峰学科，争取进入高峰 IV 的学科。大力提倡标志性成果导向，着眼于省部级及

以上教学与科研成果奖、高端论文、技术与成果转化、重大重点科研项目。

3.以协同创新创业为推手，打造上海能源互联网科创中心。也即“三中心一

智库”，通过国家大学科技园进行孵化，再由国家级技术转移中心,实现成果转

化。

4.紧扣能源电力行业特色，加大校企合作力度。着力构建校企联盟，主动对

接行业开展在校学生培养、企业员工培训以及学生创业孵化等。大力发展产学研，

包括联合申报项目和成果奖、开发技术和产品、承担企业委托项目、创建联合科

研平台、发展上电论坛。

5.以临港新校区建设为契机，优化学校布局结构。

临港新校区建设体现“绿色、智能、低碳、节约、开放、融合”的特征，一

期和二期建筑面积为 27.4 万平方米，总投资约 25.5 亿元，远期建筑面积 37.5

万平方米。设计原则体现科学合理的空间尺度，理性浪漫的人文校园，典雅大方、

充满电力元素的现代学府，环境友好以及低碳和节约型校园文化环境。

第三部分 2016 年的主要工作

2016 年是学校“十三五”规划和“教育综合改革”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

建设“临港新校区”的关键之年。今年学校行政主要有以下工作。申报骨干教师

激励计划；申报应用型本科专业和中本贯通；申报高峰 IV 类和培育高原学科；

学科点评估与学位点申报准备；建设上海能源科创中心；高端人才引培以及创新

团队培育；深化综合改革，提高办学绩效；有序推进临港新校区建设。

2016 年 5月 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