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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学校总体建设情况

1．学校基本情况

昆明理工大学成立于 1954 年，已发展成为一所以工为主，理工

结合，行业特色、区域特色鲜明，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综合性大学。现

有一级学科博士点 18个、一级学科硕士点 41个、硕士专业学位类别

21种；有 112 个本科专业。2000 年以来，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

等奖 1 项、二等奖 6 项，省级教学成果奖 52 项；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一等奖 1 项，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6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8

项，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1 项。学校

有 5 个专业通过国家专业评估、19 个专业通过国家工程教育专业认

证。图书馆有网络数据库 154 个，是“教育部科技查新工作站”、“全

国研究级文献收藏单位”，加入了中国高等教育文献资源保障系统

（CALIS）。

学校积极融入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和云南省“面向南亚东南亚

辐射中心”建设。学校以提高质量为核心，进一步增强核心竞争力，

朝着建设特色鲜明研究型高水平大学的奋斗目标阔步前进。

昆明理工大学资源环境科学专业隶属于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2．学校经费保障情况

学校优先保障教学经费投入。近 4 年，学校向资源环境科学专业

投入经费约 800 万元。

3．获学士学位授权以来学校建设取得的主要成效



昆明理工大学自国家于 1981 年实施学位授予制度以来，即是学

士学位授予单位。目前，学校执行的关于全日制本科学生学士学位授

予的管理文件有《昆明理工大学学位授予工作细则》（昆理工校字

[2018]55 号）、《昆明理工大学全日制本科学生学士学位授予实施细

则》（二〇〇六年五月修订）。

学校高度重视本科教育工作，以专业建设为抓手，在课程、专业

认证、专业结构优化、师资建设等方面成效显著。获批 3 门国家级慕

课；已建成国家级课程 32门、教材 10 部、教学团队 3个、实验教学

示范中心（实践教育中心）17 个、国家级新工科（新农科）研究与

实践项目 10 项；通过专业认证/评估本科专业达 28 个，位居地方高

校第一、全国第二；8 个专业进入国家级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8 个

专业进入省级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师资引培力度进一步加大，涌现

一批教学名师支撑专业发展。

二、学校专业建设情况

学校高度重视专业建设，目前有 112 个本科专业。资源环境科学

专业于 2017 年申请备案，获教育部同意，2018 年开始招生。

资源环境科学（工学）专业前身为再生资源科学与技术专业，是

全国第一个设置的资源再生领域的本科专业。该专业始于 1995 年依

托固体废弃物资源化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开办的“再生资源科学与工程”

培训班。1999 年钱易院士和郝吉明院士提议并支持申报了我国第一

个面向污染全过程耦合控制及废物资源化的环境类本科专业—再生

资源科学与技术，重点培养在我国生态工业、废物循环利用、再生源



与能源领域具备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能力的创新型人才。专业 2007 年

入选“云南省重点建设专业”，2011 年入选“云南省特色专业”和“云

南省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先后获批《固体废物处理与处置》

国家精品课程及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 “废物资源化与综合利用”

国家级教学团队。该专业在我国废物资源化类专业起到示范和引领作

用，对我国 60余所高校相关专业的建设和发展推动明显。2012 年根

据教育部本科专业目录要求，更名为“资源循环科学与工程”，2018

年经批准又更名为“资源环境科学（工学）”。2019 年，该专业获批

云南省一流专业建设点，已形成本、硕、博及博士后完整的人才培养

体系。专业建设获国家教学成果一等奖和二等奖各 1 项，云南省教学

成果特等奖 2 项。

三、学校师资队伍建设情况

目前，资源环境科学专业拥有专任教师 23 人，其中教授职称 6

人，副教授 8 人，讲师 9 人，其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 21 人，硕士

及以上学位者占比 100%；拥有国家教学名师 1 人，省部级人才称号 9

人。

资源环境科学专业教师参加科研（教研）比例 100%，近四年获

得国家级、省部级和校级科研及教改项目 100 余项，年人均发表科研

（教研）论文 8 篇，科研经费 4000 余万，出版专著（教材）8 部，

发表学术论文 139 篇，获奖成果 33项，授权专利 100 余项。

专业有稳定的校外实习基地，包括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安宁

炼油厂、云南水务产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云南三环中化化肥有限公



司、云南北控水务有限公司、昆明钢铁控股有限公司、川化股份有限

公司、安宁市生态环境监测站等，实习基地能满足专业实习要求。

四、学校教学建设与管理情况

学校建有完善的教学建设和管理制度。有完善的培养方案修订、

教学计划执行、教学质量监控等管理制度与文件，并得到很好执行。

通过“开学前、开学第一周、学期中期、课程结束前和课程结束

后”五个时间点的教学检查，保证良好的教学秩序。开学第一周教学

检查，掌握教师教学投入、教学设备运行、教材使用以及学生到课率

和课堂精神面貌等情况。期中教学检查，组织专业教师与学生座谈，

了解教师与学生反映的问题及意见，并给出改进建议。同时，对上一

学期所有的理论和实践教学归档材料检查、评价，对有问题的归档材

料进行分析整改。课程结束前，严格完成试卷审核工作。在课程结束

后，完成试卷归档和审核工作。

定期每月开展两次教学研讨活动，对课程建设、教学方法改革、师

资培养、校内外实习实训基地建设、国际合作和学生社团活动开展等

专业发展事宜进行研讨和交流，探索资源环境科学本科生高水平创新

人才培养模式。

五、学校科学研究工作情况

学校支持鼓励教师积极开展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工作。资源环境

科学专业教师均有国家和省部级科学研究课题，积极开展科学研究。

六、学校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改进措施

资源环境科学专业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是高水平师资不足、实验



课程创新性不足以及实验室建设滞后。

1. 师资问题

资源环境科学专业目前为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参比诸多双

一流高校的资源环境科学专业，尽快师资规模大致相当，但高水平，

特别是国家级人才严重匮乏。例如，华南理工大学的资源环境科学本

科专业具有教师 19 人，但国家人才 5 人，包括杰青、优青等高显示

度的人才。解决该问题的措施包括，一方面大力引进高端人才，再者

积极培养本专业具有发展潜力的青年俊才，形成高水平人才梯队。

2. 实验课程及实验室建设

目前资源环境科学专业所开设的实验课程基本还停留在基础常

规的认知实验，对于资源环境再生领域具有引领下和创新性的技术在

实验课程中鲜有涉及，造成对学生的创新性思维训练不足；同时实验

室建设也未能基于创新的资源化利用技术进行建设，导致实验未能开

起。近期系主任和院里分管领导已与各实验课程负责人对接，逐渐加

入一部分创新性的实验，同时也在进行实验室规划建设。

七、自评专家意见及结论

昆明理工大学资源环境科学专业设立以来，在专业建设、师资培

养、实验室建设等方面进行了专项投入。专业培养目标符合学校定位。

培养方案符合国家教学质量标准，培养计划得到严格执行。实验、实

习基地等能满足实践教学要求。人才培养质量得到保证，人才培养质

量较高。师资队伍满足要求。

五位专家通过实地考查专业建设情况，经投票表决，5票同意昆



明理工大学资源环境科学专业通过“新增学士学位授予专业”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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