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海洋大学食品科技学院

广东海洋大学食品科技学院科研团队建设实施办法(试行)

(经学院教授委员会审议、学院党政联席会审定通过)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为提高学院整体科研水平和社会服务能力，发挥学院优秀人才的团

队效应，推动学院高质量发展，结合学院实际，制定本实施办法。

第二条 科研团队建设以提升教师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具有凝聚力的科研队

伍、产出标志性科技成果为目标，推进“团队负责人-科研团队-项目平台-标志性

成果-社会服务”一体化建设，强化传统领域科研优势，布局新兴热点研究领域，

聚焦重点发展方向，优化人才物等资源配置，建立团队协同创新、集体攻关的工

作机制，形成目标同向、精诚合作、团结拼博、共同进步的团队文化，打造8-10

个高质量科研团队，实现学院的高质量发展。

第二章 团队布局与目标

第三条 明确科研团队布局。面向国家和行业产业需求，围绕海洋强国、乡

村振兴、健康中国2030、海洋经济强省以及湛江建设省域副中心城市、打造现

代化沿海经济带重要发展极等国家和区域重大战略需求和食品科学与工程学科

重点领域，瞄准海洋食品加工、营养与健康、食品安全、海洋生物制品等科技前

沿，鼓励发展交叉学科领域，提高科研组织化和协同化水平。根据学院学科与队

伍发展现状，围绕“水产品加工与贮藏”、“海洋食品营养与健康”、“水产品

质量与安全”以及“亚热带农产品贮藏与加工”等4个学科方向，初步拟定先行

建设如下团队：

1. 海洋食品营养与功能(负责人：秦小明、曹文红)

2. 海洋食品保鲜与加工(负责人：吉宏武、刘书成)

3. 水产品加工与综合利用(负责人：洪鹏志、周春霞)



4. 海洋生物活性物质与功能(负责人：宋采、张翼)

5. 海洋食品质量安全与功能营养(负责人：孙力军、房志家)

6. 食品生物工程(负责人：李昆太)

7. 海洋食品功能因子与营养健康(负责人：钟赛意)

8. 食品分子营养与健康(负责人：肖建波、陈雷)

目前尚未加入任何团队的老师可选择加入以上任一团队，也可向学院申请自

行组建新的科研团队。

第四条明确科研团队认定标准。列入学院培育和建设的科研团队应当具备

以下条件：

(一)团队核心成员不少于5人，团队领军人才或负责人具有宏观视野和组

织协调能力。

(二)团队人员年龄结构合理，有明确的青年人才培养梯队。

(三)团队科研方向明确，发展目标清晰，符合国家和区域重大战略需求，

成员间的科研工作紧密配合、相互支撑，共同承担相关科研项目，有较为充足的

科研经费。

第五条 鼓励青年教师围绕新兴交叉学科和新产业新业态开展科研探索，联

合组建兴趣型、探索型科研课题组，同时学院根据学科和产业发展需要，设置引

导型、扶持型科研课题组。

第六条聚焦学科发展的重点、热点问题和薄弱环节，围绕争取大项目、形

成大合力、培育大成果、产生大绩效，通过团队成员共同讨论，明确科研团队建

设的具体要求，形成每个科研团队发展目标规划和工作任务，重点实现以下目标：

(一)培养高层次人才和创新团队。发挥科研团队在引进和培养高层次人才

中的核心作用，重点培养在全国具有影响力的高层次人才，积极争取省部级科技

创新团队称号。

(二)营造良好的青年人才成长环境。根据青年教师研究兴趣和专业优势，

引导青年教师进入相应科研团队，促进青年教师在研究方向上与学院学科重点发

展方向深度融合。科研团队要发挥好传帮带作用，使青年教师在科研工作上得到

有效指导、科研能力上得到尽快提升，形成良好的青年人才成长环境、培养机制，

把科研团队建设成为培养优秀人才的主要基地。



(三)争取承担重大科研项目。发挥科研团队人才集群优势，大幅提升承担

国家和广东省各类重点或重大科研项目及横向科研项目的能力，成为产出高质量

学术论文和关键技术研发的核心基地，服务国家、地方和行业经济社会发展。

(四)培育产生重大科技成果。围绕重点科学问题和产业需求，团队成员优

势互补、分工协作，持续开展系统性的基础和应用研究，力争产生具有代表性、

原创性的标志性成果，培育和争取国家、省部级科技成果奖。

(五)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科研团队要强化社会服务意识，推进专利技

术和科技成果的产业化应用，实现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第三章科研团队职责与任务

第七条组织协同攻关。要把科研团队打造成学术共同体、科研共同体、发

展共同体，聚焦国家需要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以承担科研以及社会服务项

目为抓手，强化团队与团队间、团队成员间的团结合作和分工协作，平台化、组

织化开展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

第八条建设科研平台。围绕科研团队研究领域，积极谋划申报和建设各类

科研平台，争取更多外部资源，优化团队科研条件，争取每个科研方向或团队都

有特定的支撑平台。

第九条引育青年教师。根据团队建设需要和人员结构情况，做好青年教师

引育工作，着眼长远、明确重点、跟踪培养，培育一批优秀青年人才，促进团队

可持续发展。

第十条重视科研产出。根据科研工作进展，指导团队成员总结研究成果，

发表高质量学术论文，编写与团队研究方向相关的学术专著,申请高质量的发明

专利，评价和转化一批科技成果，争取省部级以上科技成果奖。

第十一条协同培养学生。团队成员协同做好研究生的培养工作，明确团队

研究生培养目标和产出要求，严格管理研究生日常学习和科研工作，共同指导学

生开展选题开题、科学研究、学术交流、中期检查、毕业答辩等培养环节，提高

研究生培养质量和科研产出。

第十二条开展学术交流。围绕拓宽学术视野、促进学术交流、扩大学术影响，

坚持“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定期邀请国内外专家来学院举办高水平学

术报告，积极参加国际国内重要学术会议。建立常态化学术交流机制，定期组织



团队成员和研究生开展学术交流活动，每年组织团队成员报告学术研究进展，形

成良好学术氛围。

第十三条开展社会服务。加强对外交流合作，主动联系对接一批行业重点

龙头企业，组织团队深入产业一线开展技术指导与服务，扩大团队社会影响，创

造横向科研合作机会，争取更多横向科研项目，积极拓展发展资源。

第十四条加强学术道德。注重加强团队学术道德教育和学风建设，严格落

实学术规范要求，建设良好的团队学术文化。

第四章团队建设与管理

第十五条明确教师科研团队归属。围绕“教师人人进团队”的目标，梳理教

师科研方向，采取个人意愿与学院安排相结合的方式明确教师团队归属，形成“学

科平台—学科方向—研究团队(课题组)”的组织架构和“团队负责人—核心成员

—研究生”的人才梯队。原则上每位青年教师入职后应明确科研团队或课题组。

第十六条遴选科研团队负责人。每个科研团队设立团队负责人1名，根据

团队规模大小和队伍状况还可设立执行负责人1名，团队负责人和执行负责人配

备要求和职责权利如下：

(一)根据学院现有人才队伍结构，遴选思想政治素质好、学术水平高、科

研组织能力强、发展潜力大，善于对外交流的教师担任团队负责人和执行负责人。

(二)团队负责人要全面担负起科研团队建设的主体责任，系统思考、谋划

本团队的科研布局，明确重点科研任务，积极争取科研项目和科研经费，并落实

做好团队日常管理工作。

(三)着眼事业长远发展，将青年后备人才培养作为团队建设的重要任务，

积极引进优秀青年人才，注重培养青年教师，形成良好的人才梯队。

(四)加强团队文化建设，定期组织研讨交流和其他活动，邀请国内外同行

专家开展学术交流，打开工作局面，营造团结奋进、追求卓越的团队氛围。

第十七条强化团队成员的团队意识。要通过制度引导、文化熏陶、考核激

励等，让每位教师树牢团队意识，主动融入团队、积极服务团队、全面支撑团队

为团队建设贡献力量。团队成员职责与要求如下：

(一)科研团队成员的主要职责。服从团队负责人管理，主动维护团队荣誉；

在团队负责人总体设计构思背景下形成的所有成果公开发表时必须征得团队负

责人同意，且署名团队负责人为共同完成人之一，排名顺序不做要求，由各团队



具体协商；在教学、科研、社会服务等方面要有实质贡献，按要求向团队提交年

度科研计划、进展和总结等材料；高质量完成团队安排的相关工作；成果署名要

符合学院的单位署名要求(具体见学院发表文章的统一署名规定)。

(二)科研团队成员的主要权利。使用团队所在的实验室；在符合学术规范

的前提下，根据贡献大小，在团队相关成果中署名；优先使用学院公共平台资源；

优先推荐限项申报的项目或荣誉奖项；按实际贡献具有指导本团队研究生的优先

权；符合科研团队立项条件时可申请作为带头人独立组建新的团队，但要与原团

队有明晰的区分边界；享有自主选择团队归属和退出团队的自由。

第十八条加强科研团队资源条件保障。按照“绩效优先，突出重点，强化

特色，培育亮点，动态调整”的原则，系统配置和保障科研团队建设各类资源。

(一)科研团队条件建设。大型仪器设备由学院统筹购置；团队急需的小型

仪器设备(单价或1批货物不超过3万),经充分论证后学院给予一定支持；每

年学院根据团队绩效，分别给予团队一定的建设费(主要用于学术交流)。

(二)科研团队实验室配置。依据《广东海洋大学科研用房管理暂行办法》

校资产(2020)6号文，按照团队规模和产出贡献优先分配科研实验室。

(三)科研团队人才建设。按科研团队的方向布局引进青年教师，优先支持

优秀科研团队引进优秀青年人才，优先从优秀科研团队成员中举荐各级各类青年

人才，优先支持优秀科研团队青年教师赴海外访学、开展合作研究。高级专业技

术职务岗位晋升优先向优秀科研团队成员倾斜。

第十九条强化以团队为依托的组织化科研。积极引导科研团队加强科研顶

层设计和宏观谋划，凝炼和聚焦科学问题和关键核心领域技术难题，科学安排团

队成员科研任务，有计划有步骤有分工推进科学研究，集中力量培育一批标志性

创新性研究成果。

第二十条推进科研与产业紧密结合。引导教师加强与企业的科研合作，组

织教师走进生产一线开展调查研究和技术对接，解决产业实际问题，推动科技与

产业深度对接和全面融合，让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走向市场，在转化应用中创

造更大价值，争取更多社会科研资源，支撑学科与团队发展。

第二十一条加强对科研团队的考核激励。实行团队年度建设进展汇报和学

术报告制度，定期从科研项目、经费、产出和学术活动、学术交流、青年人才引

育等方面对科研团队进行考核，对于考核优秀的团队和团队负责人视情况在人才



引进、科研用房、项目申报以及研究生招生指标给予一定倾斜；优先推荐和支持

申报省级科研创新团队；对于组织管理松散，成效不显著的团队予以解散。

第五章附则

第二十二条本实施办法由食品科技学院负责解释。

第二十三条本实施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开始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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