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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力谱写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工作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学校第十一次党代会以来，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工作坚持创新引领，聚焦“四个面

向”，坚持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在高质量发展之路上行稳致远。

科研管理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深化

稳步推进科研体制机制改革，成立人文社科

中心和军民融合办公室，繁荣人文社会科学，拓展

军工科研渠道，形成与自然科学“一体两翼”的新

发展格局；改进科研组织模式，加强统筹谋划和布

局，强化有组织的科研。制定（修订）《科研项目经

费管理办法》《科研外委与采购管理办法》《科研平

台管理办法》《科学研究计划项目管理办法》等多

个文件，充分释放政策红利，激发科研创新潜能。

建立和完善科研分类评价体系，对不同领域、不同

学科实行差别化评价，促进各学科的共同发展。

科技创新能力明显提升

科技平台建设取得历史性重大突破。新增国

家级平台4个。其中，由我校牵头、联合中建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共同申报的“绿色建筑全国重点实

验室”成功获批建设，实现了我校科技平台建设的

重大突破。获批西部绿色建筑省部共建协同创新

中心、中国城乡建设与文化传承研究院、科技部国

家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新增省部级科研平台

27个，实现了主体学科省部级平台全覆盖。

承担重大科研任务能力显著增强。2017年以

来，承担自然科学国家级重大重点项目57项。其

中，2022年获批重点研发计划重大专项项目4项，

课题14项，共计18项，获批数量和经费位列陕西

省属高校第一。获批的项目主要分布在“绿色建

筑及建筑工业化”“绿色宜居村镇技术创新”“重点

基础材料技术提升与产业化”“大气污染成因与控

制技术研究”“城镇可持续发展关键技术与装备”

“长江黄河等重点流域水资源与水环境综合治理”

“战略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等领域，彰显了我校

在上述领域的科研实力和优势。

基础研究实力不断增强。2017年以来，承担自

然科学纵向项目2546项。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数量从2017年的37项、2018年的66项增至2023年

的101项，其中获批重大重点项目10项。2023年获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数量位列省属高校第二。

创新人才团队建设迈上新台阶。2017 年以

来，入选教育部创新团队滚动支持1个，入选陕西

省重点创新团队17个。1人入选科技部中青年科

技创新领军人才，1人获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资助（时隔9年再次获得），3人获国家优秀青年

科学基金项目资助，1人入选自然资源部青年科技

人才，8人入选陕西省创新人才推进计划中青年科

技创新领军人才，17人获准陕西省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资助，4人入选陕西省“百名优秀青年科技新

星”，23人入选陕西省青年科技新星。

高水平科研成果不断涌现。2017年以来，获国

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2项（其中第一单位1项），获

教育部高校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首次获得华夏建

设特等奖和“科学探索奖”各1项。以第一单位获

准其他省部级科技奖42项，其中政府设奖17项，重

要社会力量设奖25项。SCIE检索收录论文由2017

年的323篇增至2021年的1135篇（论文检索滞后一

年），在全国高校排名由167名提升至104名。2020

年首次在《Nature》子刊上发表学术论文。授权专

利由2017年的403项增至2022年的728项。

社会服务水平不断攀升。我校立足陕西，面

向西北，辐射全国，主动对接行业产业和区域发展

需求，积极拓展科技服务的广度和深度。2017年

以来，先后与百余家地方政府、龙头企业建立了全

面合作关系，牵头和参与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14个，与企业共建校企合作研发基地90余个，投

资科技企业14家，累计承接横向及社会服务项目

社会7300余项。承担单项经费在100万元以上的

横向项目达162项，500万元以上的11项。

成果转化能力持续增强。我校充分利用国家

级技术转移示范机构平台优势，紧抓“双碳”国家重

大战略、乡村振兴战略等重要时代机遇，在科技成

果转化方面，探索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产学研合

作之路。技术转移中心在科技部机构考核中被评

为优秀，并连续六年在陕西省技术转移示范机构考

核中被评为优秀；连续三年获评“全国高校科技成

果转化合同金额100强”，2020年获批首批国家知

识产权试点高校，近三年转化专利成果均达百项以

上，专利转化总金额过亿元。科研经费总额从2017

年的3.01亿元增至2022年的6.6 亿元。

人文社科整体研究能力不断提升

高层次科研平台建设成效显著。2017 年以

来，新增省部级及以上人文社科类科研平台 11

个。截至目前，共有厅局级及以上平台20个，省

部级科研平台7个相关学院覆盖率达70%以上，厅

局级科研平台全覆盖。

承担高层次科研项目能力逐步提升。2019年

首次获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1项。2005年首

次获准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截至目前，共获准国家

社科基金57项，其中2017年以来共获准39项，占

获准总数的68%以上。

资政建言服务地方能力持续加强。2017年以

来，在城乡建设与历史文化保护、城乡人居环境治

理、乡村振兴、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共有30

余份决策咨询报告和调研报告被省市主要领导批

示或采纳，初步形成“建大智库”品牌。

绿色建筑全国重点实验室贡献突出

绿色建筑全国重点实验室围绕实现建筑业

“双碳”目标和建设健康宜居的城乡人居环境的国

家重大战略需求，研发适宜不同自然与社会条件

的绿色建筑新模式、新技术和新产品。实验室长

期秉承适应气候、因地制宜、继承传统、绿色发展

的核心理念，不断寻求减少我国建筑物碳排放、降

低能源与资源消耗的行动方案和技术路径。

实验室由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和中建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共同组建。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实

验室在服务“传统建筑智慧传承与再生、青藏高原

太阳能建筑、极端热湿气候区超低能耗建筑、工业

建筑健康环境、建筑工业化建造与长寿保障”等方

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实验室先后建设了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高

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基地（111基地）等国家级科研

平台，构建了特色鲜明、梯级层次合理的研究团队，

团队荣获教育部首批黄大年式教师团队称号，多名

学术骨干先后入选国家

高层次人才计划和项

目，学术骨干先后主持

完成了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重大项目、重点项目

以及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项目等各级各类科研项

目，其中“十三五”期间

累计承担绿色建筑领域

国家重要科技任务（项

目/课题）超过200项。

实验室通过产学研结合，开展研发、设计、制

造、施工运营全链条的建筑科技创新成果转化应

用，在产业科技引领、绿色低碳达标、建筑品质提

升等方面带来良好的社会效益。通过智能装配建

筑生产基地的建设，在实现人机协同绿色建造技

术的落地和绿色建筑技术的集成应用的同时，为

实现建筑业“双碳”目标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和场

景示范。

中城院/陕城院成效显著

陕西省新型城镇化和人居环境研究院、中国城

乡建设与文化传承研究院是陕西省人民政府和住房

城乡建设部分别依托我校设立的实体性科研机构。

2021年9月，省机关事务服务中心成立“陕西省机关

事务研究中心”，形成“两院一中心”平台架构。

研究院致力中国本土规划传承创新，建立本土规

划理论体系。出版《中国城市人居环境历史图典》系

列专著18卷。在《城市规划》设立专栏，连载成果80

期。牵头完成“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传统

村落保护利用与现代传承营建关键技术研究”，自主

研发专利及软著等科技成果30余项。在《陕西省哲学

社会科学成果要报》等内参发表理论文章和调研报告

20余篇，累计获省级领导批示9次。有关成果获陕西

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1项、二等奖2

项。连续6年发布《陕西省新型城镇化发展报告》，连

续5年面向校内外发布“陕西省新型城镇化研究专项

基金”，累计立项近百项。参与住建部重大课题“新时

期全国城乡建设与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研究”，得

到党和国家领导人批示。立足“两高一疆，一河一

城”，历时四年完成10省28座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保

护评估。牵头完成“环青海湖地区城镇人居环境提升

行动计划（战略研究）”，获2021年度全国优秀规划设

计一等奖。承担完成《华夏文明核心轴带建设方案研

究》等数十项重大规划咨询项目等。

资产经营公司社会服务助力发展建设

近年来，资产经营公司所属校属企业结合学校

建筑科技学科链群，发挥校属企业特色优势，积极

参与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事业，将学校的学科优势

转化为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技术力量，为国家级重

大建设项目、乡村振兴项目、世界文化遗产保护项

目、城市地标建筑及重大民生保障等重点项目贡献

了建大的技术力量。

积极对接重大建设项目，服务行业地方经济发

展。循环院研发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钢渣资源

化成套技术，实现钢渣全组分资源化利用，承接龙

钢年产150万吨钢铁渣粉项目（6280万元）和汉钢

年产120万吨钢铁渣粉项目（7260万元），累计合同

额超过1.3亿元，构建了钢铁工业与建材工业融合

发展的新型产业经济模式。工程技术公司承接西

安咸阳国际机场三期扩建工程钢结构检测项目、西

安奥林匹克体育中心结构监测项目、秦始皇帝陵博

物院兵马俑展厅结构检测项目等多项重大项目。

积极响应国家重大战略，助力区域地方建

设。设计总院参与《居住建筑节能设计标准》《陕

西省城乡居民自建房安全隐患排查技术导则》《西

安市建筑设计导则》等 36 项国家及地方行业规

范。工程技术公司发挥专业特长，累计完成4000

余户共187.94万平方米的陕西省城乡居民自建房

排查鉴定工作。规划院完成咨询课题《大西安在

“一带一路”中的新地位新作用研究》，承担丝路沿

线规划业务200余项，参与脱贫攻坚以及乡村振兴

发展规划调研专项社会实践活动，承担西北地区

600余个乡村规划项目。

学报编辑部办刊能力持续提升

学报两刊依托学校建筑学科优势特色，创新

思路，更新理念，打造学报丝路建筑科技、丝路建

筑文化学术新高地，创办国际建筑科技学术期刊，

全面构建学报新发展格局。

主动融合学校“四强”发展战略及“四+”转型

路径，聚焦“建筑科技”领域学科链群中的热点和

前沿，聚焦智能绿色低碳领域，大力开展专题专刊

工作，高质量完成了“可再生能源在建筑中高效利

用”“新材料及新结构”“钢结构”“‘一带一路’沿线

城镇绿色更新发展”“TOD综合开发模式”“地震

工程”“工程结构耐久性与全寿命”等专刊的采编、

出版发行及推广工作，学术质量显著提升，影响力

不断扩大，办刊指标持续向好。

面向“两高一疆，一河一城”重大学科问题，在

国家级名栏“建筑文化”栏目中组织刊发了一批建

筑科技与人居环境交叉融合、城乡历史文化遗产

保护与传承、建筑科技历史探源等方向的好文章，

在绿色建筑营造与管理、城市智慧管理、马克思主

义城市思想、新时代党的城市建筑理论等方向积

极组织专题专刊，凝聚学术团队，搭建学术平台，

汇聚学术成果，占领学术高地，发出建大声音。

2017年以来，在全国高校学报研究会、陕西省科

技期刊研究会、陕西省高校学报研究会、西部科技期

刊联盟中连续获得“优秀期刊”“十佳编辑团队”“优

秀主编”“优秀青年编辑”“优秀编辑”等9项荣誉，在

中国科协“全国科技期刊青年编辑大赛”、陕西科协

“陕西科技期刊青年编辑大赛”接连拔得头筹。

2017年以来学校获准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情况 绿色建筑全国重点实验室组织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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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入选首批“三项改革”综合改革试点高校，省委书记赵一德为我校授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