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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1 年粮食工程专业建设情况调研报告 

按照校教务处的安排，依据《沈阳师范大学重点建设专业评价指

标体系》，近日我们对国内开办粮食工程专业的高校进行了专业建设

情况调研，调研的学校有：河南工业大学，武汉工业学院，东北农业

大学、吉林工商学院、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调研方式为现场咨询与

电话咨询。 

一、 五所高校情况简介 

1. 河南工业大学 

该校粮食工程专业开办于 1959 年，至今有六十余年的办学历史。

学院集中了全校的重点和传统特色专业，建有国内最为完整的粮油食

品学科专业群，在我国食品工业领域具有很强的特色和优势。河南工

业大学粮油食品学院前身是创建于 1956 年的中央粮食干部学校和北

京粮食专科学校，1959 年迁至郑州，成立郑州粮食学院，是我国建

立的第一所粮食本科院校，被称为“亚洲粮院”。 

学院下设粮食工程系、油脂工程系、粮油储藏系、食品工程系、

食品质量与安全系和实验中心；现有食品科学与工程（油脂工程、粮

油储藏、食品工程方向）、粮食工程和食品质量与安全三个本科专业，

其中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被批准成为教育部第一类特色专业和河南

省名牌专业；拥有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食品科学，粮食、油脂及

植物蛋白工程 3 个省级重点学科，建有河南省“谷物资源转化与利

用”重点实验室、河南省高等学校“粮油精深加工与品质控制”重点

学科开放实验室和国家粮食局粮油食品工程技术中心等研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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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荟萃了一大批在国内外颇有影响的专家学者，现有教授 31

名，副教授和高级工程师 36 名，博士 34 人,博士生导师 6 名，硕士

研究生导师 38 名，中国工程院院士 1 名，河南省特聘教授 2 名，享

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8人，河南省跨世纪学术和技术带头人 2 人，省

部级优秀专家 4人，河南省高校创新人才培养对象 1人， 河南省百

千万人才培养对象 2 人。 

目前，粮油食品学院在读本科生 1700 多名、研究生近 300 人。

我院学生热情执着，刻苦敬业，富有创新意识和团队精神，具有坚实

的理论基础和较强的动手能力，毕业后可在粮油、饲料、油脂、轻工、

化工、医药、粮油储运、食品等行业从事生产、工艺设计、产品开发、

技术管理、质量控制、科学研究工作。近年来，毕业生供不应求，供

需比达 1：5 以上。近 6 年本科毕业生一次均达就业率达 100%，就业

质量和就业工作绩效考核多年名列全校第一，为学校获得河南省高校

一次就业率五连冠做出了突出贡献。 

经过五十年的发展，已成为国家培养粮油食品专业高级人才的教

育及科研的重要基地，累计为粮油食品行业培养了一万多名本科生和

研究生，被誉为“中国粮油行业的黄埔军校”。 

2. 武汉工业学院 

武汉工业学院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的粮食工程专业开办于 1980

年，办学三十余年。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共培养本科毕业生 5000 余

人，硕士研究生 150 余人。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是由粮食工程系、油

脂工程系和食品科学与工程系于 1999 年合并组建而成，是历史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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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与科研力量较强、取得科研成果较多的院系之一。全院现有教职

工 52 人，其中专任教师 42 人，教师中教授 21 人、副教授 14 人，具

有博士学位 19 人，硕士学位 11 人。具有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专家 1 人，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3 人，享受湖北省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3 人，

湖北省教学名师 2 人，教育部高等学校轻工与食品学科教学指导委员

会委员 2人，湖北省新世纪高层次人才工程人选 2人，国家千百万工

程人选 1人，设有 3 个湖北省“楚天学者”岗位。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现有食品科学与工程、粮食工程和食品质量

与安全三个本科专业。其中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 2007 年被国家教育

部、财政部确定为首批国家级特色专业。《食品工厂设计》课程为国

家级精品课程、《食品化学》课程为湖北省精品课程，粮油食品科学

与工程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为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食品科学与工程

一级学科为湖北省重点学科、优势学科、一级学科硕士点；粮食、油

脂及植物蛋白工程为湖北省高校有突出成就的创新学科以及湖北省

博士学位点立项建设学科。学院建有国家粮食局粮油资源综合开发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湖北省农产品加工与转化重点实验室、湖北省稻谷

加工工程技术中心、湖北省中小企业共性技术农副产品加工研发推广

中心、全国粮油标准化委员会油料及油脂技术工作组等学科专业平

台。 

3．东北农业大学 

东北农业大学食品学院的粮食工程专业开办于 2006 年。食品专

业始建于 1958 年，在全国最早开设畜产品研究方向的本科专业。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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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0 月东北农学院农业工程系畜产品加工教研室和园艺系园产品加

工教研室、基础部食品化学教研室合并，组建食品科学系；1998 年

10 月经黑龙江省教委批准成立食品学院。2003 年被国家批准为食品

科学与工程学科博士后流动站，是东北农业大学“九五”、“十五”期间

和“211 工程”重点建设学科，黑龙江省特聘教授岗位设置学科。 

目前，食品学院四个本科专业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

粮食工程、乳品工程，其中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是黑龙江省重点专业。 

食品学院现设食品科学、畜产品加工、农产品贮藏加工工程三个

系；一个校内肉品加工厂，一个校内乳品中试基地，并设有食品科学

研究所，食品综合实验中心，食品工程工艺中心,黑龙江省农产品贮

藏加工实验中心,黑龙江省生物乳业重点实验室，乳品科学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国家牛肉加工技术研发分中心。食品学院现已形成一定规

模的教学、科研队伍。目前拥有博士生导师 10 名，硕士生导师 31 名，

教授 11 名，副教授 14 名，高级实验师（工程师）4 名。专任教师中，

29 人拥有博士学位，20 人拥有硕士学位。高级职称人数占教职工总

数的 52%。学院承担着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奶业重大专项、国家

西部计划、国家"863"计划、国家十五攻关、国家星火计划、国际 IFS

基金、省重大专项科研课题的研究,另外还承担企业、部门间的横向

课题和其他多项国际合作。 

3. 吉林工商学院 

该院粮食工程专业创办于 2009 年，前身是吉林财贸学院粮食系

（专科），自 1958 年成立至今已走过了 50 年的历程， 2007 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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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工商学院成立生物工程分院，现有生物工程、粮食工程、粮食储

藏与检验、机械与电工四个专业教研室。设有生物工程、粮食工程两

个本科专业，生物技术与应用、粮食工程两个专科专业。其中粮食工

程专业（本科）设有粮油加工和粮油储检 2个专业方向，粮食工程专

业（专科）设有粮食工程、饲料加工、粮油储检 3 个专业方向。生物

技术及应用专业设有生物技术及应用、油脂与蛋白 2 个专业方向。生

物技术及应用、粮食储检专业 2006 年被确定为省级示范专业。 

分院现有谷物工程工艺实验室、生物工程工艺实验室、生化实验

室、工艺品质分析实验室、粮油储藏检验实验室等 10 多个专业实验

室，以及多媒体制图室、资料室等教学配套设施。 

分院现有专任教师 28 人，其中教授 4 人，副教授 13 人，讲师

11人。教师中具有博士学位 4人、硕士学位 10人，占教师总数的 49％。 

5.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 

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食品学院粮食工程专业开办于 2007年。食

品学院创建于 1986年。经过二十多年的不断发展，食品学院现有食

品科学与工程、食品质量与安全、包装工程和粮食工程等四个专业；

有食品科学、农产品加工与贮藏工程两个硕士学位授权点；有一个省

级重点专业、一个省级重点学科、一个省级高等学校实验教学示范中

心及一个中央地方共建实验室。 

食品学院在校本科生规模达到 1500 人，硕士研究生 104人，现

有教职工 75人，专任教师 68人，目前为止我院专任教师中，具有副

高以上职称的 30 人，博士学位 14 人，硕士学位 48 人。副高以上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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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教师占专任教师总数的 40.54%，硕士以上学位的教师占专任教师

总数的 82.43%。其中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占 23%，硕士学位的教师占

64%。教师中教授比例为 10%，副教授 35%。食品学院实践教学、科研

设施齐全，设有食品工艺、食品化学和食品机械与包装工程 3 个实验

室和 1 个设备多样、功能齐全、工艺完整并可进行单元操作的食品加

工试验车间，车间总面积达 1100m2，建有 17 条食品加工中试生产线，

可为本科生、研究生及科研提供实践性极强的试验、实习及科研中试

条件，形成了鲜明的实践教学与工厂实际紧密结合的特色。 

2007 年食品学院在黑龙江省科技厅、省农垦总局、大庆市科技局

及学校的大力支持下，总投资 2000 万元、总面积 6000 m2 的综合试

验基地——“黑龙江省农产品加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暨“中加合作

—食品研究发展中心”顺利建成并投入使用，主要包括：米豆淀粉加

工、变性淀粉加工、畜禽副产物及植物等有效成分提取、软胶囊产品

加工、含气饮料与果汁饮料加工、制米、啤酒加工、肉制品加工、干

酪加工、真空浓缩、喷雾干燥及包装测试等。 

二、 粮食工程专业专业建设情况比较 

按照我校《沈阳师范大学重点建设专业评价指标体系》,我们对

上述五所学校粮食工程专业在调研的基础上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办

学实力较强的为办学历史较长的河南工业大学、武汉工业学院。其次

是有较好的学科支撑的东北农业大学与吉林工商学院。较弱的是起步

较晚的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与我校的粮食工程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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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工业大学与武汉工业学院，在我国粮食行业领域的人才培养

方面具有一定的权威性，其办学历史悠久，专业底蕴丰厚，办学条件

优越，师资队伍成熟，经过多年的办学积淀，在行业内享有较高的知

名度与美誉度，拥有实力雄厚的中试车间与生产线作为校内基地，拥

有一批具有影响力的专业与学科带头人，拥有国家特色专业与重点实

验室等，办学实力与我们形成了较大的差距。 

东北农业大学与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的粮食工程专业，对比我们

的优势一是其相关的学科支撑实力雄厚，两校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是

省级重点专业，粮油食品实验中心分别是国家工程示范中心和省级实

验教学示范中心。其师资队伍与实验室和粮食工程专业共享共用，因

此办学实力也较强。我校虽然也有食品科学与工程专业，但由于专业

组建较晚（2003 年），各方面的办学力量也比较薄弱，难以提供上述

两校给予粮食工程专业的支撑。另外八一农大的实验基地，还有黑龙

江省科技厅、省农垦总局、大庆市科技局及学校的共同支持投资 200

0 万元、总面积 6000 平米的综合试验基地——“黑龙江省农产品加

工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拥有多条生产线，这是我们目前无法企及的

办学条件。 

吉林工商学院的粮食工程专业，虽然开办时间较晚（2009 年），

但因其前身是吉林财贸学院的粮食工程专业（大专），也是一个行业

内小有名气的粮食院校，办学历史较长（50 年），师资与办学条件均

具有一定的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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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上述各校粮食工程专业的办学情况，我校粮食工程专业的办

学实力与吉林工商学院比较相似，我校的粮食专业依托辽宁省粮食学

校的粮食加工、油脂加工、粮油储藏专业办学，是一所国家级重点中

专，具有 50 年的历史。但是由于我们是中专起步，吉林财贸是大专

层次，因此影响力与办学条件，专业底蕴均有差距。但我校粮食工程

专业组建以来，得到了学校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扶持，不仅作为特色专

业加以扶持，还投入了中央地方共建实验经费四百万元，使粮食工程

专业的办学条件得到了基本保证。 

三、 我校粮食工程专业面临的问题与发展目标 

通过对国内粮食工程专业办学情况的调研，我们看到了问题，看

到了差距，也明确了发展的方向。 

1. 师资队伍力量不足 

目前粮食工程专业的教师，基本都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毕业于河

南工业大学粮食工程专业、油脂工程专业与粮油储藏专业。目前没有

四十岁以下的青年教师，师资队伍力量不足，年龄结构不尽合理。 

此外，聘请有影响力的专家为特聘教授，做专业领军人（河南工

大聘请中国工程院院士做兼职教授），开展专业与学科建设，提升师

资队伍整体水平。 

2.加强宣传，扩大影响力与知名度，提高一愿录取率，强化生源

质量与专业意识。 

通过适合的方式与渠道，加强专业宣传。东北农业大学在 CCTC12

（中央电视台教育频道）宣传粮食工程专业，介绍专业内涵、就业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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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与就业前景。使专业第一志愿录取率与报到率大大提升。第一志愿

录取的学生专业意识强，学习热情高，质量好。 

3.学校对新办专业在专业建设上给予政策倾斜 

粮食工程专业 2009年组建，办学时间短。按照学校的规定，质量

工程的多数项目，都需要先有校级项目，建设周期过后具有申报省级

项目的资格。或者要求有三届毕业生，课程上过三轮以上等等，这样

就使新办专业在短时间内没有资格申报各项省级质量工程项目的机

会，评价指标中的得分机会也就较低。尤其是粮食工程专业这样的新

建专业，依托于高职的粮食专业起步，学院组建较晚，很多本科教学

经历、教龄等也成为相关项目的束缚。吉林工商学院也是 2009 年开办，

但却有省级质量工程项目，这方面希望学校能够适当给予倾斜。 

4.专业办学条件仍需进一步完善，加大校内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 

学校在实验室投入上已对粮食工程专业做了很大的投入，保证了

基本的办学条件。但做为工科性质较强的专业，硬件条件的建设投入

需求很大，希望学校今后在有上级政府部门的经费支持时，考虑粮食

工程专业的教学条件建设。 

5.找准专业方向，凝练专业特色，提升专业实力 

目前各高校的粮食工程专业，均有一定的专业方向，有自己的强

势学科。东北农大与黑龙江八一农大的粮食工程专业，食品特色较强，

偏向于粮油深加工方向。吉林工商学院的粮食工程专业，粮食经济方

面有所着重，工程化特色不强。抓住这些高校的特点，我们的粮食工

程专业以粮食加工、油脂加工为主要方向，突出工程化特色，打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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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技术人才，可以成为继河南工大、武汉工大之后第三个以粮油加工

为方向的粮食工程专业，独领东北一方风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