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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州古城， 汾河西畔， 金秋十月， 有

一所高等学府将迎来她的

60

周年华诞， 这

就是被誉为 “中国机械工业名校” 的太原

科技大学！

一时间， 一个个从大洋彼岸和五湖四

海翩然而至的骄人学子齐聚母校故园， 重

温昔日放飞的梦想和激情， 重拾昔日师友

的欢声和笑语， 再振 “负重奋进、 笃行求

实” 的科大精神……

风雨六十载， 一代又一代的太原科技

大学师生， 锐意进取， 薪火相传， 将这所

普通高校， 发展成为一所 “重大技术装

备” 领域学科特色鲜明、 配套学科相互支

撑的多科性教学研究型大学， 成为新中国

高校百花园中一朵璀璨的奇葩！

创业篇：

筚路蓝缕 以启山林

近代中国 ， 内忧外患 ， 灾难深重 。

多少仁人志士空怀一腔 “工业救国” 梦。

新中国建立伊始， 拨云见日， 百废待举。

党和政府高瞻远瞩， 作出了优先发展重

工业的重大决定。 自此， 一大批精英踏

上了振兴民族工业的强国之路……

1952

年， 为了适应国家和山西省工

业发展的需要， 山西省机械制造工业学

校应运而生 ， 由被誉为 “中国汽车之

父”、 “中国内燃机第一人” 的支秉渊担

任校长。

作为工业的母机， 制造业得到国家

高度重视，

1953

年底， 新生的山西机械

制造工业学校划归中央第一机械工业部，

更名为中央第一机械工业部太原机器制

造学校， 随后将长春汽校和汉口机器学

校锻冲专业的师生集中到该校。

1960

年

4

月， 经第一机械工业部批准， 该校升格

为本科高校， 并命名为太原重型机械学

院。 随后， 国家从清华、 哈军工、 哈工

大调入

68

名专业骨干教师， 又将大连工

学院和沈阳机电学院起重运输机械专业

的师生并入该校， 至此， 当时的太原重

机学院发展为一所面向重机行业的工科

名校。

进入

21

世纪 ， 科学技术突飞猛进 ，

知识产出日新月异。 新学科一个个诞生，

旧学科一次次重组 ， 学科之间相融度 、

依存度、 交叉度日益加深， 建设一所跟

踪和接轨于世界高等教育前沿的多科性

教学研究性大学势在必行。 学校抢抓机

遇， 乘势而上， 实施了 “以学科建设为

龙头， 以人才强校工程为重点， 以推进

管理改革为突破口” 的发展战略， 使学

校得到了快速发展，

2004

年

5

月， 经教育

部批准， 学校更名为太原科技大学。

时光荏苒， 岁月如歌。 如今的太原

科技大学涵盖了理学、 工学、 哲学、 经

济学 、 管理学 、 法学 、 文学 、 教育学 、

艺术学九大学科门类， 设置

15

个二级学

院、

51

个本科专业；

2

个一级学科、

9

个

二级学科拥有博士学位授予权，

13

个一

级学科、

59

个二级学科拥有硕士学位授

予权，

13

个工程领域具有工程硕士专业

学位授权资格； 拥有工商管理专业学位

研究生培养资格； 构建了学士

－

硕士

－

博

士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

人才篇：

群星璀璨 照耀中华

建校伊始， 太原科技大学就以振兴

民族工业为己任， 毅然担负起重大技术

装备这个研究周期长、 经济效益相对低

的行业的人才培养重任 。 改革开放后 ，

学校围绕重大技术装备行业的科技需求

和人才需求， 加强了产学研合作和科技

攻关， 相继建立了当时在国内具有很大

影响力的强度实验室和力学研究中心 ，

开设了热加工、 工业自动化、 经济与管

理等相关专业， 广大教学科研人员， 兢

兢业业， 勤奋钻研， 志存高远， 无私奉

献， 一批知名专家学者和科研成果脱颖

而出， 成为一颗颗熠熠闪耀的启明星。

这其中有新中国铸造界的泰斗 、 球

墨铸铁创始人、

CO

2硬化树脂沙创始人张

明之教授和他所带出的优秀学科梯队 ；

有国家起重运输机械行业的权威、 著名

输送机械专家黄松元教授； 有起重运输

机械钢结构专家、 新中国钢结构奠基人

徐克晋教授； 还有唐风、 朱元乾、 董仕

琛 、 李林章 、 陆植 、 彭瑞棠 、 周则恭 、

陈守礼等一位位彪炳史册的专家和教授，

他们在太原科技大学留下了一串串光辉

的足迹。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又一代科大人

脱颖而出， 他们不但传承了老一辈的爱

国报国之志， 也继承和发扬了先导们的

学术之风， 成为新中国机械行业的脊梁。

其中 ， 有研制并生产出超高矫顽力

R-

Fe

—

B

合金、

7

个国家牌号及磁性综合型

合金、

11

个国家牌号强钢薄板、 成为国内稀

土永磁合金材料研究知名专家的郭东成教

授， 有研制出 “荫罩带钢研制技术”， 填补

了国家空白的吴聚华教授， 国内大锻件行业

知名人士、 发电机护环技术研制专家郭会光

教授， 足迹遍及大江南北， 非常注重科研成

果转化的国内知名模具专家李天佑教授。 还

有王丁凤、 王明智、 王鹰等， 他们都是科大

人又一批杰出的代表。

进入新世纪以来， 随着学校办学条件的

不断改善， 在老一代学科带头人的影响下，

一批批优秀的学科梯队、 科研人才和科技成

果竞相怒放。 黄庆学、 李永堂、 曾建潮、 徐

格宁、 刘建生等一批国内外知名教授， 频频

斩获国家及省部级科技成果奖励和大批专

利， 研究能力和水平在同行业内达到领先水

平， 科研成果也得到普遍推广和应用， 迅速

地转化为生产力。 其中， 黄庆学教授更是自

2003

年以来， 先后获得两项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 一项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受到党和

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2011

年被授予 “全

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称号， 并荣获何梁何利

基金 “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目前， 学校有一百余名正副教授担任了

国家级专业学术委员会、 国家和行业学术团

体理事以上职务， 备受同行瞩目。

教学篇：

以人为本 追求卓越

人才培养， 是衡量一所大学办学质量的

核心标准。 多年来， 太原科技大学始终坚持

“育人为本， 实践为先” 的理念， 按照 “培

养卓越工程师” 的目标， 不断改革、 调整和

充实教育教学手段、 方法和内容， 不断更新

和建立新的人才培养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

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和自主性， 使学

生的理论基础变得极其宽厚而扎实。

“卓越的工程师” 不仅要有宽厚扎实的

理论基础， 还需要有较强的解决工程实际问

题能力。 为此， 学校加大了校内试验设施、

实训设施建设， 陆续引进了

1.3

亿元的实验

实训设备， 还与太原重型机械集团、 三一重

工、 柳工等国有大型重机企业签订了产学研

合作协议， 建立了实习基地， 由学校老师和

工厂一线工程师、 工人师傅定期、 定岗、 定

人、 定要求， 对实习学生进行指导， 使学生

充分了解了生产一线的情况。

在毕业设计阶段， 学校的老师们分头带

领学生深入工厂车间， 寻找生产实践中存在

的问题， 作为毕业设计的选题， 引导学生解

决行业的实际问题。 经过理论教育与实践教

学紧密结合的教育， 学生毕业的时候已经成

为理论与实践两方面过硬的人才。 他们理所

当然地受到了企业的欢迎， 许多学生在毕业

的前一年就签订了工作单位， 有的企业甚至

从学生大二开始就进行了预订， 学校于

2009

年被教育部授予 “全国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

集体” 荣誉称号。

在中联重工、 三一重工等一些国有大型

企业， 科大的毕业生一入职， 起薪就比其他

学校的学生高。 徐工集团的一位招聘负责人

深有感触： “我们公司有很多骨干都是太原

科技大学的毕业生。 他们所学专业适应市场

需要， 个个吃苦耐劳， 踏实肯干， 动手能力

强是公认的。” 太重一位领导表示， “我公

司获得国家级科技成果奖励者， 大多都是太

原科技大学的毕业生。”

建设篇：

彰显特色 与时俱进

特色立校， 质量立校， 是太原科技大学

的办学宗旨。 长期以来， 学校非常注重各项

事业的协调发展。

在专业建设上， 学校重点扶持和改造在

国内有重大影响的特色专业， 以使起重运输

机械、 工程机械、 冶金机械、 矿山机械等专

业在国内继续保持领先水平， 促进材料加

-

CT

程、 机械设计及理论、 车辆工程等科研

水平的发展。 同时， 学校还加大倾斜力度，

对具有广阔发展前景和对重大装备技术具有

提升科技含量及整体技术水平的电子信息工

程、 环境科学、 计算机等新型专业进行重点

投资和培养， 以确保学校在重大技术装备服

务领域的学科建设水平永居前列。

在师资建设上， 通过实施人才强校工

程， 拥有了一支实力雄厚的师资队伍。 学校

现有教师

1059

人， 其中， 教授和具有高级职

称的

354

人， 博士生导师

25

名， 硕士生导师

246

名。 中国工程院院士

3

人 （特聘教授），

享受政府津贴专家

22

人， 山西省高等学校中

青年拔尖人才、 青年学术带头人和山西省青

年科研专家

15

人， 省级教学名师

12

人， 省级

研究生教育优秀导师

4

人。

重视国际化办学， 积极开展国际学术交

流与合作， 先后与美国奥本大学、 北卡罗来

纳大学、 北佛罗里达大学、 伊利诺斯大学、

旧金山州立大学、 班尼迪克大学、 澳大利亚

卧龙岗大学、 日本长冈技术科学大学、 丰桥

创造大学、 马来西亚威本科大学等高校建立

了友好合作关系。 现已开展与美国奥本大学

联合培养博士生、 硕士生及选派访问学者的

合作项目， 学校还与日本中日言语交流协会

等国外社会团体建立了长期密切的合作关

系， 为学校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科研篇：

勇于创新 独领风骚

60

年来， 学校始终以振兴民族重工业为

使命 ， 伴着 “重 、 大 、 粗 ” 成长 ， 拥着

“名、 特、 优” 绽放， 创造了新中国发展史

上的许多第一。 负责组织和参与了国家 “八

五”、 “九五”、 “十五” 大型冶金成套设备

发展规划中的 “大型轧机成套设备研制” 等

12

个项目的编写工作， 牵头编制了 《重型机

械设计标准》、 《起重机设计规范》 等

10

余

项国家标准， 为新中国大型设备的国产化作

出了突出贡献。

学校历来重视科研创新， 坚持围绕重大

技术装备设计、 制造的关键技术， 积极开展

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 科研数量和质量不断

上升， 在科研领域创造了新中国发展史上的

30

多项第一， 并产生了巨大的经济效益。 与

此同时， 学校强调将教师的科研成果应用于

实践教学， 由教师自行设计和制作的十余套

具有国内领先水平的特色实验设备， 对学生

的科研意识和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起到了积

极的作用。

进入

21

世纪， 太原科技大学在重大技术

装备领域的科技研究硕果累累， 独领风骚。

学校有

11

项科研成果填补了国内空白， 累计

承担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 企业委托项目

500

余项， 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

100

余项， 获

得专利授权近

80

项 。

2008

年 ， 学校研制的

CB

工程人工智能草坪项目成功应用于北京

2008

年残奥会闭幕式， 成为全世界瞩目的残

奥会靓丽看点；

2009

年， 学校被评为 “山西

省高校科研先进单位”；

2010

年被授予 “山

西省高校科技创新先进单位” 称号，

2011

年

荣获 “山西省民主管理模范学校 ” 荣誉称

号。

学校非常重视产学研合作和科技成果转

化工作， 自

2000

年与中国二重集团、 太重集

团、 柳工集团、 徐工集团等全国

40

多家企事

业单位和政府经贸管理部门共同成立了 “太

原科技大学产学研董事会” 以来， 学校与企

业、 地方的合作进一步深化， 科研成果项目

转化累计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达数十亿元。

近年来， 学校进一步拓展合作渠道， 创

新合作模式， 搭建合作平台， 先后与中信重

工、 三一重工、 洛阳轴承等一大批大型企业

建立了产学研合作战略联盟。 由学校与太原

重工合作研制的大型空间七杆机构滚切剪

机、 十五辊组合式矫直机等成果广泛应用于

宝钢、 首钢、 太钢等上百家钢铁企业， 形成

系列化、 成套化技术优势， 并拥有全部自主

知识产权。

花甲初逢 兰蕙有心昭日月

百尺竿头 桃李无言慕太行

———记太原科技大学60年发展之路

于源溟 李志忠 高微征

后 记：

60

年筚路蓝缕，

60

年硕果累累；

60

年春风化雨，

60

年桃李芬芳。

太原科技大学

60

年走过的发展

之路 ， 是我国重型机械行业发展 、

壮大的一个缩影。 今天， 迎来

60

华

诞的太原科技大学， 作为我国重要

的重型机械行业人才培养、 成长的

基地， 正在忠实践行着 “负重奋进，

笃行求实” 的精神传统， 励精图治，

为建设特色鲜明和具有行业重要影

响力的教学研究型大学的目标而努

力奋斗着！

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