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工程教育认证专业） 

专业重要性：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领域面向国民经济的主战场，是制造业的支柱。《中国

制造 2025》是中国实施“从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国转变”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

其中“五大工程”、“十大领域”无不与材料制备与成型加工相关。引领中国“速度”

的高铁、代表中国“高度”的航天飞船、承载中国“梦想”的大飞机，一个个大国重

器已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名片，而在这些彰显大国力量的重器背后，就需要用到材料

成型及控制工程专业的两大绝技，即先进塑性成形技术、智能液态成形技术。 

专业前景： 

本专业是制造业发展的核心支撑专业，也是未来智能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引领专业

之一。目前，我国很多“卡脖子”技术在“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领域，社会需求

旺盛。本专业培养材料、机械、控制、计算机等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宽口径、厚基础、

复合型和应用型高素质人才，能在材料加工及相关领域从事先进材料及其智能成型技

术研发与管理、智能装备设计与制造、质量控制、生产管理等工作，是社会经济发展

迫切需求的人才，职业发展前景广阔。 

优势特色： 

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国际工程教育认证专业、安徽省卓越工程师计划 2.0 建设

专业。拥有“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省级教学团队，“高性能有色金属”省级重点实

验室、虚实结合的智能成型实验教学平台。本专业围绕“中国制造 2025”战略，立足

安徽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智能家电、轻量化汽车等产业，结合新工科和工程教育

认证要求，实行“六卓越一拔尖”人才培养模式，建立校政企等多主体协同育人机制，

将材料、机械、控制、计算机等学科交叉融合，培养面向智能成型、数字化模具设计

等领域的复合型和应用型高素质人才。 

就业方向： 

主要面向材料加工及相关领域，如轻量化汽车、现代工程装备、先进轨道交通装

备、新一代信息产品等，可从事诸如新材料开发、智能成型工艺设计、在线检测与质

量控制、数字化模具设计与制造、3D 打印、生产管理等相关的工作。本专业就业率

一直保持在 95％以上。每年有 30%左右的毕业生考取硕士研究生，录取率多年来名列

全校前茅，大多数学生考取哈尔滨工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双

一流知名高校。 

杰出校友： 

本专业累计培养 3000 多名优秀本科毕业生，多数已成为企业技术和管理骨干，

并涌现出了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张幸红）、美国工程院院士（罗爱华）、宝钢

集团高层管理人员（储双杰）、大中型企业总工程师和政府高级干部等一大批杰出校

友。 

培养质量： 

本专业建有 1 门省级精品课、2 门省级教学示范课和 1 门省级虚拟仿真实验课。

获省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1 项，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2 项；培养的学生

获国家级、省部级以上奖励 30 余项，获国家级、省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项目 30 余

项，获授权专利 20 余项。培养的学生综合素质高，深受广大企事业单位欢迎，就业

率高、考研率高。 

  



材料科学与工程 

(安徽省“六卓越一拔尖”专业、校级特色专业) 

专业重要性： 

新材料是中国制造 2025、安徽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重点支持行业，在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中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材料

科学与工程专业是一门跨学科宽口径工科专业，为高端装备制造及新材料的研发提供

重要的人才支撑。 

专业前景：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面向国防军工、高端芯片与人工智能等领域，紧密贴合安徽

省“芯屏器合、集终生智”战略新兴产业，服务于航空航天、国防军工、电力电子、

信息通讯、智能制造、新兴能源等行业，以高性能功能材料及先进加工制备技术为对

象，培养融合计算机、电子、机械等多学科复合型高级专门人才，在国民经济、国防

建设、社会发展及科技创新等领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优势特色： 

紧密结合国家重大需求，形成“知行合一、产学研融合”的专业特色，与国内外

知名企事业单位和高校紧密结合，实行个性化、精英化人才培养模式。师资力量雄厚，

拥有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教育部新世纪人才、省学术带头人、省特支计划获得

者、省杰青获得者、青年皖江学者、省级教学名师等。学习平台条件优越，拥有增材

制造研究院、再制造产业技术研究院、先进陶瓷研究中心、新能源与环境材料实验室

等科技创新平台。 

就业方向： 

瞄准新材料前沿和紧密结合国家重大需求，以信息功能陶瓷材料、无机半导体材

料及增材制造技术为主要特色方向。就业范围广，主要从事于航空航天、电力电子、

信息通讯、智能制造、新能源等相关行业的新材料技术开发、产品设计、经营管理与

科学研究等工作。就业率与考研录取率均位居学校前三，获得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东南大学等双一流高校和用人单位的一致好评。 

杰出校友： 

本专业在航空航天、国防军工、电力电子、信息通讯、智能制造、新兴能源等领

域，涌现出了一大批以美国工程院院士、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终身教授罗爱华、哈尔

滨工业大学教授张幸红、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储双杰、深圳技术大学教授胡俊青、浙江

大学教授王业伍、航天五院李伟杰研究员、中国科协副主任徐强、上海琥崧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源林等为代表的杰出校友。 

培养质量： 

本专业培养的学生获国家级、省部级以上竞赛奖励近 100项，获国家级、省级大

学生创新创业计划项目近 30 项；近三年，学生参与教师团队在国内外知名期刊发表

SCI 论文 100 余篇，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30 余项，围绕青年成长成才，突出育人导向，

开设大学生青年议事、劳动教育先锋示范、体育素养提升、艺能提升等训练营，丰富

学生第二课堂精神文化生活，助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国家特设专业、高精尖专业、新工科专业） 

专业重要性： 

新能源材料是实现新能源的转化利用以及发展新能源技术的关键。本专业聚焦新

能源转化、存储和利用的关键材料及其器件设计与制造的关键技术，是由材料、物理、

化学、电子、机械等多学科交叉组成，其内涵在于新能源材料与器件的一体化。该专

业的设立为新能源领域培养紧缺人才，在国民经济和科技发展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 

专业前景： 

    本专业立足于我国新能源战略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紧密贴合国家“双碳”战略目

标，培养在太阳能、化学能、氢能、生物质能以及电池储能材料等领域的高层次科技

复合人才。新能源行业前景可期，人才匮乏，毕业生职业发展前景好。 

优势特色： 

    专业特色鲜明，“动力电池+光伏技术+电介质储能”一体化设计，全省唯一；坚

持个性化、精英化和产学研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通过科教融合、“五育”并举实现

协同育人；办学条件优越，拥有新能源材料制备、材料分析测试、电池组件生产、太

阳能器件设计等一系列实习实训平台，实验面积近 1000 平方米、专业教学科研设备

价值 1000余万元，为本专业学生培养提供坚实的基础。 

就业方向： 

主要面向光伏、光热、锂电、储能等清洁能源产业，覆盖航空航天、车辆运输、

电力电子、信息通讯、智能制造、新能源材料等行业，主要就业单位为宁德时代、比

亚迪、天合储能、协鑫股份、隆基股份、国轩高科、京东方、长鑫存储、三安光电、

科大讯飞、天目湖先进储能技术研究院等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的优质企业。 

培养质量： 

本专业师资力量强，博士化率 100%，其中具有正高职称教师的占比 33%，省“115”

产业创新团队带头人 1人、省高校“杰青”获得者 1人，在新能源龙头企业聘有多名

产业教授和“双聘”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