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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新增学士学位授予专业 

申 报 书 

 

 

 

 

申请单位名称    南开大学         （公章） 
 

申请专业名称   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  

 

专业设置时间    2011 年            

 

学       制      四年              

 

申 请 授 予 

学 位 门 类     工学学士学位       

                 

 

 

天津市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制 

   2014 年 6 月 8 日填 



 

填表说明 

 

一、封面中“专业名称”、“学科门类”、“学制”按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教育部 1998 年颁发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和专业介绍》

的内容对应填写。 

二、封面“专业设置时间”指教育部批准设置该专业文件的时间。 

三、Ⅱ-3 本系（院）资料室情况不包括学校图书馆藏书。本系

（院）未设资料室的，可不填写。 

四、Ⅲ-1 中本系（院）的专任教师和外聘教师的职称、年龄情

况应分开填写。 

五、IV 中的填写科学研究部分内容均为本系在编教师的成果。 

六、申报书中所有“近三年”情况的统计，起止时间均为：2011

年 1 月-2013 年 12月。 

七、表格中内容填写超出部分可增加附页，但整体格式保持不变。 



 

 

Ⅰ 专业综述（专业建设、师资队伍、教学条件及教学情况、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和教学管理

工作等） 

 

专业建设： 

2010 年，我校成功申请到国内高校第一批“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的本科专业，2011 年

正式招生，并被教育部、财政部列入“第七批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项目。专业建设的目

标是通过特色专业建设，整合校内外、国内外的相关资源，形成有利于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新

兴交叉学科发展和复合型人才培养的创新机制；组建一支涵盖跨学科、年龄结构合理的资源循

环科学与工程教学团队，使本专业成为培养资源循环科学、技术、工程与经济管理等综合知识

与技能的高端人才的新兴交叉专业，逐步建立相关科研机构、企业、政府机构的人才培养基地。 

作为一个工学专业，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专业旨在培养具有良好的科学素养、系统的资源

循环科学与工程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得到科学研究的基本训练，具有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和较强的实践能力，能在资源循环利用、能源开发与利用以及循环经济与低碳发展等领域的企

业、政府、高校科研机构从事设计施工、规划管理、科学研究的高级复合型人才。学生重点学

习工程数学、物理化学、有机化学、无机化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生物学、资源科学、经济学

等方面基础理论与基础知识，系统掌握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概论、产业生态学、废弃资源循环

利用技术与工程、可再生能源开发与利用技术、清洁生产与能源审计、循环经济理论与产业发

展、气候变化与低碳发展理论与政策、能源管理、碳汇原理与技术等专业知识。 

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专业充分依托南开大学环境学科多年形成的“理工与社科交叉”的学

科优势和我校国家“985 工程”南开大学循环经济创新基地、天津市循环经济与低碳发展人文

社科研究基地、“南开大学循环经济研究中心”、“南开大学中国再生资源研究中心”，“南开大

学清洁生产研究中心”等学术研究平台，为本专业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学科基础。 

师资队伍： 

针对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专业的特点，师资队伍建设以国家级科研和教学平台建设为龙

头、积极共享其他院系教学资源，逐步建设理工文交叉学科领域的教学团队。资源循环科学与

工程专业现有专任教师 51 人，其中教授 14 人，副教授 25 人，讲师 12 人，绝大多数是教学和

科研一线的中青年教师，年富力强，除了 2 名实验辅导教师外，100%具有博士学位，60%以上

具有海外学习经历。本专业注重开展特色领域的教师队伍建设，积极共享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经济学院、化学院、法学院、周恩来政府学院的教学资源；聘请我院开放性科研平台的相关领

域专家，逐步培养在资源循环技术、清洁生产、生态工业、水资源技术、低碳技术、循环经济

与管理、产业生态学、固体废弃物资源化、生物质能资源化等学科领域的教学团队。 在专业

建设过程中积极探索实践指导教师模式，把实践指导教师作为学院教师队伍的重要延伸与拓

展。结合实践教学基地建设，加大指导实践教学的“双师型”教师和指导生产教学的“生产型”

教师队伍的建设。 

http://energy.tongji.net/sort.php/51


 

教学条件及教学情况： 

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专业实验条件完备。南开大学环境学科实验教学中心近年来累计投入

实验室建设经费 1389 万元，建立了环境微生物学实验室、环境生态学实验室、画法几何与工

程制图实验室、水污染控制与资源化工程实验室、环境监测实验室、废弃物资源化技术实验室、

现代仪器分析实验室等，实验室总面积达到 868.55m2，仪器设备完善，能够满足资源循环科学

与工程专业实验教学的需求。 

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专业实践教学基地建立。利用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良好的产学研合作

条件，依托天津市国家循环经济示范试点单位、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临港经济区、天津

空港经济区、天津子牙循环经济产业区等，建立了一批稳定的、适合实践教学要求的城市资源

循环、园区资源循环、企业资源循环实践教学基地。 

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专业课程体系完善。依据新专业的学科特点，建立了公共基础类、基

础科学理论与方法类、资源循环利用技术工程类、资源循环利用经济管理类、资源循环利用实

践类、资源循环利用毕业设计等课程教学结构，围绕这一架构确定了 4 门院系公共必修课、12

门专业必修课、18 门专业选修课。围绕这些课程，实施课程小组负责制，选聘了主讲教师和课

程组成员。各门课程均已完成教学大纲、中英文课程介绍的编写与修订以及课程试讲等工作。 

科学研究： 

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专业教师具备很强的科研实力，特别是在物质流分析与产业生态、资

源循环工程原理与设计、生物质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废旧高分子材料资源化、水污染控制与资

源化、循环经济政策与管理等领域有很多创新的成果。不完全统计，近三年发表的学术论文共

计 786 篇，专著与教材 15 部，拥有在研科研课题 53 项，科研经费共计 2937 万元，获得奖项

21 项，鉴定成果 68 项，授权专利 35 项。 

人才培养： 

在师资培养方面，推动和完善本科教学的课程小组负责制，让青年教师在教学实践中得到

锻炼的机会。课程教学小组组建的基本原则：一是保证课程教学的质量，充分发挥各类人才在

教学工作中的作用；二是组建合理的师资梯队，形成学科带头人、骨干教师及青年教师结构合

理的师资梯队，打造高水平专业教师团队。积极拓展与国内外知名大学建立合作关系，选派德

才兼备的青年教师到国外一流大学访问学习。并定期邀请国外大学教授来南开交流，在夏季小

学期来南开大学短期授课。 

在学生培养方面，第一，“核心课程制”加“定向选修制”思路：科学确定本专业的核心课

程，尝试课程模块指导下的导师指定选修和自由选修制。第二，“研究型教学模式”加“精细

化教学管理模式”：学习与研究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课内与课外相结合；实行关注个

性培养、宽严相济的精细化教学管理模式。第三，“全程名师指导制”加“自主科研立项制”：

既要保证有名师的全程指导，又要给学生的自主学习和独立科研留下足够空间。第四，与国际

一流大学建立密切的课程交流渠道，如共享教学资源、互派教师、共同组织学生的国际交流活

动等。 



 

教学管理： 

由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丰富教学经验的教师组成学院教学工作指导委员会，与学院学术委

员会共同负责指导、审议教学管理、教学改革、教学建设等重大事宜。定期召开教学工作会议，

提高学科发展决策和教学管理水平，确定相关的教学管理目标，审查课程体系调整方案，组织

听取新开设课程试讲、评估和学生评教等。教学办公室负责日常教学管理工作，确保教学秩序

的正常运行。 

 

 

 

 

 

 

 

 

 

 

 

 

 

 

 

Ⅱ 教学设施 

Ⅱ-1 实验室 

专 业 实 验 室 名 称 
专业实验室面积 

（M
2
） 

设备数 

（台） 

设备价值 

（万元） 

共  计 868.55 780 1389.24 

环境微生物学实验室 

环境生态学实验室 

画法几何与工程制图实验室 

水污染控制与资源化工程实验室 

环境监测实验室 

废弃物资源化技术实验室 

现代仪器分析实验室 

 

 

120 

120 

88.58 

162 

162 

67.97 

148 

138台 

108台 

60台 

139台 

195台 

89台 

51台 

 

102.80万 

51.29万 

37.80万 

131.06万 

167.51万 

59.56万 

839.22万 

 



 

Ⅱ-2 实习实践条件（王军锋） 

已签约并运行的实习单位： 

1、天津市子牙循环经济产业园 

2、天津空港经济区 

3、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 

4、天津市环境监测中心 

5、天津市临港工业区 

6、天津园林规划设计院（低碳园林创意实践基地） 

 

Ⅱ-3 专业图书资料 

藏 书 量（万册）（含电子读物） 
中 文 0.87万册 

外 文 0.83 万册 

拥有期刊数（种）（含电子读物） 
中 文 195种 

外 文 603种 

近 3年图书文献资料购置经费（万元） 8万元 

Ⅲ 师资队伍 

专业技术职务 
人数合计 35岁 

以下 

36至 

45岁 

46至 

55岁 

56至 

60岁 

61岁 

以上 专任 外聘 

教授（含相当专业技术职务者） 14    5  8  1    

副教授（含相当专业技术职务者） 25  8  13  4      

讲师（含相当专业技术职务者） 12  5  7        

外聘教师比例 0 

Ⅳ科学研究 

Ⅳ-1 近 3 年科研情况（含教学研究与教学成果） 

科研经费 

（万元） 

出版专著 

（含教材）部 

发表学术 

论文（篇） 

获奖成果 

（项） 

鉴定成果 

（项） 

专利 

（项） 

2937 15 786 21 68 35 



 

Ⅳ-2 目前科研情况 

序号 主   要   项   目   名   称 
科研经费 

（万元） 

1 大港油田区石油污染盐碱土壤生态恢复技术与示范（市科委） 30 

2 石油烃降解基因在土壤中分布及其在生态修复中的作用研究（教育部） 12 

3 富勒烯的生物转化：机理及毒性效应（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0 

4 稳定纳米铁材料的制备与原位修复土壤重金属污染研究（市科委） 30 

5 
稳定碳纳米颗粒悬浮物对于有机污染物在饱和多孔介质中运移行为的

影响（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70 

6 滨海新区水库水体咸化机理及底泥污染物释放规律研究（水利部） 39 

7 湿地生态退化区生态功能恢复关键技术研究（科技部） 45 

8 基于高效基质潮汐流人工湿地构建研究及其示范（市政院） 25 

9 
BiOX 催化剂的计算设计、可控合成及其对饮用水中内分泌干扰物的光

催化降解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78 

10 介孔 Bi2WO6微米球的合成与饮用水中内分泌干扰物的降解（市科委） 20 

11 
贝壳对水环境中典型污染物的生物监测作用及贝壳仿生矿化被动采样

器设计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60 

12 三氯乙烯污染地下水矿物-微生物联合修复机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1 

13 环境保护部环境规划院水污染防治综合项目（环保部） 40 

14 土壤污染微界面过程及其分子诊断与调控原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30 

15 污水处理厂污泥减量化工艺技术研究 20 

16 大港城区供水多水源调配方案的制定 280 

17 催化氧化-活性炭工艺控制溴酸盐的效能及机理研究（天津市基金） 10 

18 纤维素催化转化制取液体燃料 2,5-二甲基呋喃（天津市基金） 10 

19 改性层柱粘土对烟气中单质汞脱除机制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62 

20 废旧橡胶催化裂解高值化利用技术与示范（科技部） 85 

21 
基于“纳滤/电去离子”集成膜过程的低成本海水淡化关键技术研究（海

洋局） 
175 

22 
生态校园水资源综合利用成套技术示范工程-实验室废水处理与安全回

用系统（市科委） 
35 



 

23 高浓度有机废水处理及资源化研究（科技部） 40 

24 
纳米结构的复合催化电极设计及电化学催化还原脱氯研究（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25 

25 
大气污染物浓度时间序列中污染源及气象因素贡献的解析（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 
24 

26 海洋石油废弃物信息化管理系统研发（海洋局） 40 

27 天津临港经济区十二五循环经济发展规划 50 

28 天津港保税区循环经济规划 50 

29 我国低碳产业园区建设模式与发展研究（清洁发展基金会） 100 

30 我国低碳产业园区建设与发展模式研究（国家发改委） 100 

31 滨海新区低碳产业园区建设和发展模式研究（滨海新区发改委） 20 

32 天津市科委天津科技支撑项目-生物质固废提取纤维素（市科委） 30 

33 欧盟项目-城市居民绿色消费（欧盟） 50 

34 国家科技支撑：村镇环境评价与预警平台建设（科技部） 104 

35 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双赢的循环经济深入发展研究（国家社科） 50 

36 天津临港经济区生态造陆的关键技术识别、评价指标与实施指南研究 50 

37 城市大气颗粒物污染防治关键技术研究及典型工程示范 40 

38 城市大气颗粒物污染防治关键技术研究及典型工程示范 35 

39 
利用微生物燃料电池研究典型复合污染对根际微生物的生态毒理效应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5 

40 
基于PCA-CMB复合受体模型的天津市环境空气颗粒物来源解析成套技

术开发 
95 

41 柴油机烟气低温 SCR 脱硝技术开发 80 

42 利用竹炭开发超级电容碳材料的研究 40 

43 衍生化碳纳米管吸附有机污染物的行为及机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5 

44 
纳米铁对土壤生物毒性效应快速分子诊断技术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 
81 

45 基于电能和氢能耦合回收方式的废水能源化及其产能机制研究 15 

46 含油废弃物生物处理技术研究 20 

47 利用共代谢机制修复汽油与三氯乙烯复合污染土壤（市科委） 20 



 

48 电子垃圾污染土壤的生态修复机制研究（NSFC-广东联合基金重点项目） 230 

49 生物炭对环境修复及缓解气候变化的机制研究 80 

50 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特色专业建设点项目（教育部） 20 

51 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实践教学信息平台建设（南开大学） 5 

52 
多学科交叉的“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本科新专业建设方案研究（天津

市） 
2 

53 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专业实践基地建设与运行研究（南开大学） 4 

合     计 53 项               2937 万元 

Ⅴ 教学情况（可加附页） 

Ⅴ-1 公共课 

必修课程名称 课时 
授课教师 

选修课程名称 
课

时 

授课教师 

姓 名 职 称 姓 名 职 称 

高等数学(生化类)2-1 85 由同顺 教授     

高等数学(生化类)2-2 85 张胜 副教授     

大学物理学基础 2-1 68 吴雪 副教授     

大学物理学基础 2-2 76 赵明钢 教授     

计算机基础(理) 36 王恺 副教授     

数据结构与算法 36 王恺 副教授     

基础外语 2-1 72 赵翼 讲师     

基础外语 2-2 72 刘佳 讲师     

外语听说 36 许莉萍 讲师     

外语读写 36 关琳 讲师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36 李芳田 副教授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54 吴克峰 教授     

中国近现代史纲要 36 邓红 教授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理论 
54 邵激光 讲师     

大学语文(理工类) 36 张静 副教授     



 

体育 4-1 30 高宝华 副教授     

体育 4-2 30 高宝华 副教授     

体育 4-3 30 高宝华 副教授     

体育 4-4 30 高宝华 副教授     

军事理论与军训 2-1 34 艾跃进 教授     

军事理论与军训 2-2  教官      

环境微生物学 48 王兰 副教授     

无机及分析化学 68 王庆伦 副教授     

物理化学 57 王一菁 副教授     

Ⅴ-2 专业课 

必修课程名称 课时 
授课教师 

选修课程名称 
课

时 

授课教师 

姓 名 职 称 姓 名 职 称 

有机化学 57 王文虎 教授 环境监测 68 王薇 副教授 

化工原理 54 莫笑萍 副教授 清洁生产 36 展思辉 副教授 

工程力学基础 45 吴立波 副教授 工程概预算与经济分析 36 刘东方 教授 

画法几何与工程制图

（1） 
45 王秀艳 

副教授 
可再生能源技术与工程 36 周明华 教授 

画法几何与工程制图

（2） 
36 王秀艳 

副教授 水污染控制与资源化工

程 
48 张颖 副教授 

创新研究与训练 18 汪磊 副教授 碳汇原理与技术 36 殷培杰 讲师 

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

概论 
48 周启星 教授 废弃地生态恢复工程 36 刘春光 副教授 

废弃物资源化技术 48 唐景春 教授 循环经济 36 王军锋 副教授 

产业生态学 48 鞠美庭 教授 气候变化与低碳发展 36 邵超峰 副教授 

材料科学与工程概论 40 刘璐 教授 资源与环境经济学 36 齐宇 讲师 

工程数学 48 张丽 副教授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36 吴婧 副教授 

    水环境政策与决策工具 16 王玉秋 教授 

    资源循环利用环境保护 36 汲奕君 讲师 

    生态安全与环境健康 32 胡献刚 讲师 

    现代仪器分析技术 32 于凯 副教授 



 

    
再生资源产业管理与政

策 
32 张墨 讲师 

    生态地学 38 鲍艳宇 副教授 

    自然资源评价与管理 36 田丽丽 讲师 

Ⅴ-3 实验、实习课 

必修课程名称 课时 
授课教师 

选修课程名称 
课

时 

授课教师 

姓 名 职 称 姓 名 职 称 

大学基础物理实验 68 张春玲 副教授     

无机及分析化学实验 64 李一峻 教授     

环境监测实验 52 漆新华 教授     

环境微生物学实验 30 王兰 副教授     

物理化学实验 52 尚贞峰 副教授     

有机化学实验 52 贺峥杰 副教授     

专业实践 27 王军锋 副教授     

专业基础讲座与认识

实习 
32 王军锋 副教授     

毕业论文/毕业设计  李洪远 教授     

Ⅴ-4 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执行情况 

  

 

 

 

 

 

 

 

 

 

 

 

 

Ⅵ 学生情况（本专业） 

类  别 在校生人数 首届招生人数 应届毕业人数 已毕业人数 

普通本科 54 人 20 19 0 



 

Ⅶ 学校自评意见 

院

系

意

见 

 

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专业经过四年的建设与发展，已经建成一套完整的资源循环科学

与工程领域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体系。本专业以国家级科研和教学平台建设为龙头、构建

了理工文交叉学科领域的教学团队，师资队伍力量雄厚，专业主讲教师 100%具有博士学

位，教师学术水平高，确保人才培养的前沿性。系统构建了适应基本技能与创新思维培养

的课程体系，并依托天津市国家循环经济示范试点单位，建立一批稳定的、适合教学要求

的多层次教学实践基地。本专业建立了完整的教学管理队伍，教学管理制度健全。依托我

院实验教学中心，加强教学实验室建设，条件达到国内领先水平，确保了工学专门人才培

养的实验设施需求。经学院自我测评，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专业已达到教育部和天津市新

增学士学位授予专业的合格标准。 

 

 

 

院系负责人（签章）：     周启星                        2014 年 6 月 11 日 

 

校 

学

位

评

定

委

员

会

意

见 

 

 

经南开大学学位评定委员会八届六次会议审议，批准资源循环科学与工

程专业授予“工学”学士学位授权。 
 

 

 

 

 

 

校（院）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签章）：  龚克          2014 年 6  月 30   日 

 



 

Ⅷ 审核意见 

专

家

评

审

意

见 

专家组

人数 
7 

同意列为学士学

位授予专业人数 
7 

不同意列为学士学位

授予专业人数 
0 弃权人数 0 

 

南开大学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专业作为教育部第一批获得批准建设的国家战略性

新兴产业相关专业，充分利用国家重点学科环境学科的“理工与社科交叉”的学科优

势，通过整合化学、物理等理学的优势学科以及经济学、管理学等社会科学的学科力

量，组建了一流的研究队伍和学科平台。专业培养方向明确，培养方案完整，课程体

系健全；师资队伍结构合理，力量雄厚，教学与科研水平较高；图书资料丰富，数据

库完整；实验教学设备齐全，实习基地建设与运行机制特色显著；专业教学管理严谨，

制度健全规范；注重对外交流平台建设，注重学生科研创新训练，全面反映出南开大

学“公能素质教育”的特色。自评报告全面客观，真实反映了学校和学院对资源循环

科学与工程专业学科建设的整体情况。 

经专家委员会评审，一致认为南开大学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专业经过四年的发展

建设，已达到天津市学位委员会新增学士学位授予专业的合格标准，同意南开大学资

源循环科学与工程专业列为学士学位授予专业。 

 

 

 

 

 

 

 

                             组长（签字）： 朱坦                  2014 年 10 月 10  日 

市

学

位

委

员

会

审

批

意

见 
                                      天津市学位委员会（公章）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