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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资源与环境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2021 级） 

一、专业学位类别简介 

本校资源与环境类别硕士专业学位设置主要围绕国家生态文明建设和资源

循环战略，以解决电子废弃物为主的“城市矿产”资源循环过程中的重大技术及

环境问题为导向，以“城市矿产”处理处置全产业链为支撑点，聚焦以循环经济

维理念的逆向物流及绿色供应链、环境友好及先进材料、资源化处理与处置技术

等方向，开展相关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基于自然资源、矿物学、化学化工、环

境科学与工程、工程技术、经济与管理等诸多学科的科学原理和技术，进行相关

应用基础及应用研究，促使资源得以科学、有效循环利用以及促进低碳、清洁生

产和可持续发展。 

二、培养目标 

资源与环境硕士人才培养瞄准资源与环境产业需求，面向政府环保部门及企

事业单位，围绕“城市矿产”资源化利用全生命周期，重点培养具有广泛扎实的

资源与环境基本理论基础，掌握循环经济先进技术与管理方法、掌握生态材料设

计的先进技术与方法、掌握解决资源化处理处置相关问题的先进技术与技能等，

具有一定的创新意识和工程实践能力，能进行该领域技术研发、工程设计、项目

咨询及运行管理的硕士层次工程技术人才。 

1.综合素质 

资源与环境硕士专业学位获得者应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祖国，遵纪

守法，具有服务国家和人民的高度社会责任感、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创新精神、科

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诚实守信，恪守学术道德规范，尊重

他人的知识产权，身心健康。 

2.专业基础与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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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资源与环境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丰富的专业知识及管理知识，了解本

领域国内外工程技术的现状和发展趋势，掌握解决资源与环境问题的先进技术方

法和手段，在本领域的某一方向具有独立担负工程规划、工程设计、工程实施、

工程研究、工程开发、工程管理等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具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

一定的创新能力，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和团队合作精神。 

3.外语水平 

掌握一门外国语。在资源与环境相关领域，具备较熟练的外语听、说、读、

写、译能力。 

三、学习方式与修业年限 

学习方式为全日制，基本修业年限 3年，弹性幅度最短不少于 2.5 年，最长

不超过 5年。 

四、培养方式 

1.实行“工程导入”培养模式。培养过程以“工程导入”为培养主线，专业

实践、课程学习和学位论文三个环节递进式开展，其中专业实践和课程学习采用

学分制进行量化考核。 

2.采用校企“双导师”联合培养制。以校内导师指导为主，校外导师参与各

个培养阶段的指导工作。吸收环境工程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和实践领域有丰富

经验的专业人员，共同承担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工作。 

3.采用“线上线下”互补融合方式。课程设置以行业、企业人才需求为目标，

通过课内教授、课外传授，在线教学、案例教学等方式，满足学生多元化需求和

个性化培养的要求。 

五、培养方向 

本专业学位下设三个培养方向：  

（1） 固体废弃物处理处置方向 

围绕以“城市矿产”为主的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处理和立法管理等方面，重点

针对电子产品全生命周期设计与管理、固体废弃物资源化技术开发与集成、成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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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设计与装备研制以及废弃物回收与处理处置全过程污染防治等方面进行研

发，以期促进我国固体废弃物处理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2） 先进材料方向 

以构建和谐社会和促进循环经济建设为宗旨，以环境友好型先进材料研发和

应用为主攻方向，在能源转换与存储材料、节能材料与器件、环境功能材料、智

能传感材料与器件、材料无损检测、先进金属材料、先进高分子材料和先进工程

材料等特色方向上开展科学研究和技术开发，寻求解决绿色设计、绿色制造及绿

色处理的新方法、新技术。 

（3）逆向物流与供应链管理方向 

以环境工程和物流工程为基础，重点开展循环经济、绿色供应链、废弃物处

理和逆向物流体系、循环经济关键技术开发、节能减排管理与政策的应用性科学

研究。 

六、课程设置 

研究生课程包括公共课、专业必修课、专业选修课和人文与职业素养课程。

公共课、专业必修课考核方式为考试，其它课程考核方式为考试或考查。课程学

习应修满至少 26 学分，其中必修课为 16 学分，专业选修课至少 8 学分，人文与

职业素养课程至少 2 学分。 

表 1 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对应表 

课程 

类别 
课 程 名 称 

理论

学时 

实践 

学时 
学分 

学 

期 

备 

注 

公共 

课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2  2  2 3 

必

修

13 

学

分 

研究生英语 32  2 1   

自然辩证法概论 16  1  2 3 

专业 

必修 

课程 

污染控制化学及工程 48  3 1   

高等工程数学 48  3 1   

工程伦理 32  2 1   

固体废弃物

处理处置 

电子废弃物管理与资源化技术 48  3   3 至 

少 资源开发与循环利用 48  3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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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材料 

环境生态材料及应用 48  3   3 修 

3 

学 

分 

材料制备与技术 48  3   3 

材料科学与工程导论 1 48  3 1   

逆向物流与

供应链管理 

循环经济原理 48  3   3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48  3   3 

电子产品逆向物流运营管理 48  3   3 

 

专业 

选修 

 课程 

清洁生产与环境管理体系 32  2   3 

至 

少 

修 

8 

学 

 分 

环境工程微生物学 32  2   3 

应用电化学 32  2   3 

电子化学品 32  2   3 

生态毒理与环境健康 32  2   3 

工业生态原理与工程 32  2   3 

动力电池再利用 16  1   3 

环境污染事件与应急响应* 16  1   3 

材料结构与性能 32  2   3 

高分子材料再生利用 32  2   3 

高等仪器分析技术 24 8 2   3 

智能材料 32  2   3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 32  2   3 

太阳能器件和技术 32  2   3 

节能材料与技术 32  2   3 

工程热物理 16  1   3 

粉体技术在固废资源化领域的应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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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废汽车资源循环与污染控制 22 10 2   3 

新能源电池的测试方法 24 8 2    3 

VOCs治理技术与案例分析 32  2    3 

资源循环体系与产业链建设应

用案例 
16 16 2 1  3 

微生物冶金原理与应用实例 24 8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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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循环理论与实践 32  2   3 

冶金学基础一 1 32  2 1   

冶金学基础二 1 32  2  2  

有限元方法与工程应用 1 32  2  2  

高分子物理与化学 1 32  2  2  

振动理论及其应用 1 32  2  2  

工程振动测量技术 1 16 16 2  2  

陶瓷工艺学 1 24 8 2  2  

课题研究课程 1 32  2  2  

区域经济与可持续发展 32  2   3 

绿色环境政策分析 32  2   3 

物流网络规划 32  2   3 

物流运输管理 32  2   3 

国际物流管理 32  2   3 

物流项目管理 32  2   3 

供应链金融 32  2   3 

人工智能* 16  1   3 

工程软件应用 32  2   3 

德语（第二外语） 32  2   3 

人文 

与职 

业素 

养课 

程 

科研伦理与学术规范* 16  1 1   

至 

少 

修 

2 

学 

分 

知识产权法* 16  1 1   

技术创新管理* 16  1 1   

文献管理与信息分析* 16  1 1   

科技论文写作* 16  1 1   

英文科技论文写作与学术报告* 16  1 1   

人文视野中的生态学* 16  1 1   

注：*表示课程为在线课程；1表示课程为材料所联合培养研究生可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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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专业实践 

专业实践是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获得实践经验，提高实践能力的重要

环节，是提高研究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重要保证。专业实践可采取企业实践、

社会实践和海外交流等方式进行，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 

具有 2 年及以上企业工作经历的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时间

至少 6 个月，不具有 2 年企业工作经历的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时

间至少 1 年。研究生在企（事）业实践期间须全面了解所在企业的技术工艺及管

理制度，并且凝练出工程研究课题，最后在校内外导师的联合指导下完成实践总

结和学位论文预开题。 

研究生必须完成专业实践各个模块的实践内容，并至少获得 6 学分视为专业

实践通过。专业实践未通过，不得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表 2 专业实践设置与学分对应表 

项目类别 考核内容 学期 学分 

企业认知实践 认知实践 1 0.5 

企业岗位实践 岗位实践、实践报告 1,2 1.5 

企业项目实践 项目实践、实践总结、预开题报

告 

2 2 

创新、创业、竞赛 

或校外社会实践 

获奖/获得证书/获得科技项目/ 

参加校外实践 
不限 

 每项目 1 学分，可累

加，但不能用其它学分

抵充 

环境工程研究 

学术报告 
公开做一次学术报告 不限  1 

合计  6 

八、学位论文 

研究生必须在校内外导师联合指导下独立完成学位论文，具备相应的技术要

求和较充足的工作量，体现作者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工程技

术问题的能力。工作程序应包括预开题、开题报告、中期检查、答辩等环节，各

环节均须两位导师共同参与并签署书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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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文选题要求 

论文选题应直接来源于生产实际或具有明确的生产背景和应用价值，可以是

一个完整的工程技术项目的设计或研究课题，可以是技术攻关、技术改造专题，

也可以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新产品的研制与开发。 

（2）论文形式及要求 

论文可以是应用研究类学位论文（如工程设计与研究、技术研究或技术改造

方案研究等），或是设计类和产品开发类论文（如产品研发、工程设计与工程应

用软件开发等），也可以是针对资源与环境工程和技术的软科学论文（如调查研

究报告、环境影响评价、清洁生产审核、环境规划与管理类研究报告等）。具体

要求详见资源与环境硕士专业学位基本要求。 

（3）论文规范要求 

学位论文撰写要求概念清晰，逻辑严谨，结构合理，层次分明，文字通畅，

图表清晰，概念清楚，数据可靠，计算正确，并符合国家、行业标准和规范及技

术、经济、环保和法律要求。论文正文字数一般不少于 3万字，具体撰写规范详

见《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规范》。 

（4）论文水平要求 

① 论文工作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和深度，论文成果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和实用

性，体现出作者的新思想、新见解。 

② 学位论文工作应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论文工作量饱满；实际工作时

间不得少于一年。 

③ 学位论文中的文献综述应对选题所涉及的工程技术问题或研究课题的国

内外状况有清晰的描述与分析。 

④ 学位论文的正文应综合应用基础理论、科学方法、专业知识和技术手段

对所要解决的科研问题或工程实际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并能在某些方面提出独立

见解。 

  （5）论文评阅 

学位论文必须经过导师评阅、学术不端相似度检测、双盲评审、同行学术评

议等环节，符合条件者可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6）论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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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由 5 名及以上具有高级职称或相当专业技术职称的专

家组成，其中至少 1位是校外企业专家。 

答辩委员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对是否通过论文答辩进行表决，经全体答辩委

员三分之二以上（含三分之二）同意，方可通过，否则视为不通过。 

论文答辩未通过者，学位论文工作需要进一步深化和完善，申请人可在论文

修改后重新申请答辩。 

九、学位授予 

研究生完成培养方案规定的专业实践、课程学习、论文研究等培养环节后，

修满规定学分，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符合学位授予条件的，由上海第二工业大

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批准，授予资源与环境硕士专业学位。与上海材料研究所

联合培养的研究生申请学位，还需要同时满足联合培养单位的学位授予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