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2024年度）

一、总体概况

华南农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承载着悠久的历史底蕴。自 1992

年开设农业环境保护（专科）专业以来，历经 1995年环境工程硕士点的获

批，1996年环境工程与科学系的成立及本科专业招生，2002年、2004年环

境科学、环境工程本科专业的开办，至 2006年环境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授

权点的获得，以及 2021年“环境/生态学”ESI进入全球前 1%，“资源与环境”

硕士点的教育部批准，环境工程专业入选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学科

发展步伐坚实。同年，低碳农业学科成功进入广东省“冲、补、强”重点学科

建设行列。2023年 10月，中山大学、法国洛林大学、法国农业食品环境研

究院、华南农业大学联合共建的“中-法土壤环境联合实验室”（ECOLAND）

二期合作协议的签署，标志着学位点在国内外的影响力显著提升。

本学科以创新团队为支撑，致力于农业农村土壤污染修复、水污染控制

和固废资源化利用的研究特色，推动学科在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学科建

设、专业建设、科技创新与社会服务、国际交流合作等多方面全面进步和

提升，致力于培养满足国家战略需求的创新型人才。学位点有 30位专任教

师，其中博导 9人；其中环境科学与工程类专业教指委有国家委员 1名、

省主任委员和委员各 1名；国家级人才 1名，省级人才 3名，广东省创新

创业团队核心成员 1名，其他校级、市级青年才俊 10多名；同时建立了近

20 人的校外研究生导师团队。2020年新增广东省重点实验平台 1个，并牵

头成立省环境科学学会农业环境保护专业委员会。



二、研究生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本学科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以强农兴农为己任，积极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与使命。

坚持将思政工作贯穿研究生教育教学全过程，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组织学生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学习二十大报告和精神。通过

观看直播、参加华南农业大学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暨“学史

大讲坛”，听取专家学术报告，以及学校组织的“党的二十大代表、校长刘雅

红作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辅导报告会”。组织学生党员参加学

校举办的“学习二十大 奋进新征程”主题微党课比赛，拍摄了主题为《绘就

生态新画卷，献礼党的二十大》微党课视频等。

三、研究生培养相关制度及执行情况

学科以“农业农村环境污染控制”为核心，开设了“农业环境保护”、“农

业面源污染与生态治理”和“农业废弃物资源化技术”等方向的特色课程，开

展课程思政建设，培养“知农爱农”的具有农业特色的环境科学与工程高层次

人才。此外，通过开设全英课程，如《新型污水生物处理技术及工艺设计》、

《固体废物综合利用技术（工程案例）》等，提高学生的外语能力，拓宽

学生的国际视野。

在导师选聘方面，本学位点重视导师队伍的培养和研究生指导老师的

选聘，认真执行《华南农业大学研究生导师岗位聘任办法》。始终把师德

师风放在第一位，要求导师必须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要求导师全心

投入指导研究生培养计划的制定、日常学习、开题报告、毕业论文、就业

发展、身体心理各个方面，认真执行《华南农业大学研究生指导教师管理



办法》。

以拔尖创新人才为培养目标，充分发挥国家、学校和导师的联合作用，

稳定支持研究生参加境内外有关学术活动，有较多研究生在国际学术会议

上作分会报告。本学位点同时建立了完善的研究生奖助学金体系。2024年

学位点共计招收研究生 17名，在读 49名，生师比 1.68:1；授予学位数 16

人，协议和合同就业 7人，就业率 100%。2024年学科研究生发表高水平论

文 16篇。

四、研究生教育改革情况

在人才培养方面，对接国家生态文明、乡村振兴、污染防治攻坚战战

略，以及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服务需求，培养具有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务

实与进取精神和创新创业实践能力的科研、教学和管理人才。

学位点注重培养学生的学术素养，学术氛围浓厚，2024年学科开展了

一系统低碳农业学术论坛活动，至今已进行了 56期，每一期都会邀请海内

外名专家来做学术报告，进一步营造了学科浓厚的学术氛围。

在国际合作交流方面，以新技术学习和科研项目为纽带，与英国兰卡

斯特大学签订协议，开展了交换生项目，共建了中英环境科学国际班。陆

续有外籍教师开展学术讲座，学生的国际视野进一步拓宽、英语水平不断

提升，促进了学科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整体提升。

五、教育质量评估与分析

本学位点所在的资源环境学院有健全的学术委员会、学位评定委员会，

在学位授权点建设、学科建设、导师选聘、研究生培养方案审定、学位授

予标准制定、学术不端处置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经过自我评估阶段，发



现环境科学与工程学位点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1.研究生招生规模小，难以适应一级学位点发展的需求；

2.科研平台硬件建设需要提高。

六、改进措施

1.激励研究生导师多出成果，出好成果，并通过产学研合作，争取更多

的研究生指标，扩大招生规模；

2.依托广东省农业农村污染治理与环境安全重点实验室、岭南现代农业

科学与技术广东省实验室等科研平台建设，构建大型仪器共享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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