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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北纬 30 度 53 分，东经 121 度 53 分，地理坐标系上的一个点，

南汇新城。这里居湖临海，原生态自然资源丰富，海风轻拂，空

气清新。这个曾经的一片东海滩涂，未来将建设成为我国战略性

新兴产业创新引领区和高端产业集聚区、上海"四个中心"和全球

有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的重要载体、我国海洋经济的示范基地，

成为产城融合、宜居宜业的现代化滨海新城。 

2008 年，上海海洋大学整体搬迁至南汇新城。学校前身为张

謇、黄炎培筹划，张镠筹建于 1912 年的江苏省立水产学校。在过

去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中，学校始终秉承“勤朴忠实”的校训精

神，始终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并在不同历史阶段赋予校训精

神新的内涵。学校一贯倡导“将论文写在世界的大海大洋和祖国

的江河湖泊上”，并形成了诸多具有海大特色的优势。伴随着全球

化进程、 “海洋强国”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作为“知识

传承与创造的集聚地”，学校逐步加深对自身社会责任的认识，积

极追求自身可持续性发展。 

上海海洋大学将于 2030 年前后，迎来建校 120 年，更名 20

年及中央划转地方 30 年的重要历史时刻。面向 2030 年，学校提

出了未来发展的战略愿景，开启学校建设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高

水平特色大学的新篇章。 

2030 年的上海海洋大学，培养具有科学专业素养与能力、具

有多元文化理解与交流能力、具有专业知识活用能力的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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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有助于促进人类社会和可持续发展的大学。 

2030 年的上海海洋大学，将构建全球性人才流动基地、构建

大学间国际合作网络、构建国际水准的基础共享研究平台、构建

青年研究人员培养系统路径。形成研究特色，致力于国际前沿创

新科学研究。 

2030 年的上海海洋大学，将开启更广泛的合作、推动国内外

行业和区域发展、更好地服务全球社会可持续发展和人类文明进

步。 

2030 年的上海海洋大学，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管理运行

制度、具有高效财务运行管理、具备教职员工专业能力培养体系，

是在传承与创新中可持续发展的大学。 

2030 年的上海海洋大学，是在国际上有重要影响的高水平特

色大学。2050 年的上海海洋大学，将建设成为世界一流特色大学。 

从海洋走向世界，从海洋走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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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目标与领域 

围绕“水域生物资源可持续开发与利用，和地球环境与生态

保护”主线，建设对生物资源、地球环境、人类社会具有高度诠

释能力，在国际上有重要影响多科应用研究型高水平特色大学。

海洋、水产、食品等学科优势突出，基础支撑学科支撑能力强，

相关学科高度交叉融合，新兴学科勃发，人文社会科学特色化，

多学科协调发展；创新人才辈出、高水平师资队伍集聚、科研创

新能力突出、国际化程度大幅度提升，综合办学实力明显增强；

持续性地培养产业界、学术界、行政界高素质高质量人才；持续

性地产出特色化前沿科学和技术问题系统解决方案；持续性地提

供人才培训、核心技术、应用推广和智力支持。 

生物资源：探究认知水域系统的生物资源。包括种群、营养、

病害、功能，以及探究认知所需要的生物、化学、数理、工程、

信息、经济、管理和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等学科领域的知识、理论

和方法基础。 

地球环境：探究认知与水域生物资源系统保护利用相关的陆

地、沿海、大洋、深渊和极地的地球环境。探究认知相关的人类、

资源、环境、生态的哲学、科学和工程技术问题，包括宏观的地

球气候、水（海水、淡水）和能量变化。 

人类社会：探究认知与水域生物资源系统保护利用相关的社

会学问题，包括上海城市发展变迁的社会学、中国城镇化背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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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三农问题、一带一路特别是海上丝绸之路国家的多民族社会学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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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使命与理念 

为了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开展以海洋、水产、食品等领

域知识为中心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相关的教育与研究。 

勇于迎接时代挑战，不断开拓创新，上海海洋大学百年的办

学历史上已经得到铭证。学校创新精神的核心是基于知识创造的

科学研究。鼓励创新性研究，致力于培养更多的创新型人才，贡

献于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注重培养服务于我国的海洋、水产和食品等行业领域人才的

同时，努力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提倡个人自律，培养学生自由

思想和独立人格，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基础能力。 

注重产学合作，坚持把论文写在世界的大海大洋和祖国的江

河湖泊上，注重应用和实用性研究，解决国家和地方在海洋、水

产、食品行业的大量关键性技术问题。秉承求真务实的基本理念，

通过扩大产学研合作，转化研究成果，大力推行培养高度专业人、

职业人以及社会人的教育模式。 

坚持以特色谋发展，通过特色化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确立、

特色学科系统构建、高水平特色专业打造、精品特色课程群建设、

校园品牌特色活动开展等一系列途径，提升教育特色，明确办学

定位，提高学校声誉。 

注重培养师生的国际化素养，有助于国际社会的发展。加强

师生人文素质、外语交流能力等跨文化理解能力，扩大教师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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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察和培训的同时，积极推动接纳国外研究学者和留学生，促进

世界文化与社会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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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战略 

一、 致力于培养具备科学素养与专业能力、综合判断与

分析能力、多元文化理解与交流能力，有助于促进人类社会

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化优秀人才。 

1． 围绕水域生物资源探究、开发、利用，以及水域环境、

生态保护，以“认知海洋、保护海洋、利用海洋”作为教育、研

究中心，以培养高度专业职业人为核心，进行海洋、水产、食品

领域相关的教育、研究工作。 

培养拥有以下能力、素养的人才：通过丰富的系统教育，对

学科领域有科学认识，具备专业知识技术，拥有解决现实问题的

实践能力；拥有理性思考能力、正确判断力和社会责任感；拥有

理解认知现代社会普遍问题的能力，具有基础的国际交流视野、

能力和文化素养；通过学校教育，使学生思想深切、治事精严、

用物节约、律己整饬、待人宽厚，养成“理必求真、事必求是、

言必守信、行必踏实”的求学精神，具有“高尚纯洁的品格、正

确进步的思想、博爱互助的精神、刻苦耐劳的习惯”。 

2． 深入推进教育国际化，服务具有多元文化理解与交流能

力、专业知识活用能力的国际化人才培养。 

推进学科专业大类和学位点的科学分布及设置；深化人才培

养模式改革，完善培养方案，加强课程建设，深化专业知识教育

和创新创业教育；深化人文素质教育，加强优质通识教育课程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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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的开发。积极拓展海外合作机构数量，完善海外合作机构布局，

推动多种形式的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积极推进与海外高水平的研

究机构和一流大学的合作；参照国际一流学科专业，加强专业建

设，积极推进专业国际认证；深入开展本校学生海外留学与游学

项目，拓展学生国际化视野；推进博士研究生国外留学一年以上

的制度，培养更多的优秀博士生。 

3． 推动教育改革，提升人力资源的国际化水平。 

提升教育质量保证体系和质量标准的国际化程度；强化专任

教师的国际化水平，积极聘用国外人员来校任教；推进教师海外

访问进修计划；积极聘用拥有海外留学经历的人员来校任教；推

动本校教师与国外大学和科研院所多种形式的合作；组建新型具

有国际化视野的研究团队，由院士领衔，长江学者和国家杰青为

主导，青年长江、优青等为青年学术骨干力量的团队。 

4． 推进留学生教育，积极接纳来自各国、各个地区的优秀

留学生。 

围绕国家“海洋强国”战略和“一带一路”建设，积极拓展

留学生教育，实现我校留学生规模大幅度增长；开展留学生教育

工作管理体制机制改革，加强公共服务保障能力建设，提升留学

生管理和服务能力；推进全英语专业和课程建设，为留学生的学

习提供丰富的教学资源；加强留学生教育的师资队伍建设，提高

师资队伍的国际化程度；扩大留学生教育经费来源渠道，建立留

学生教育的激励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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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致力于推进国际前沿创新科学研究，解决特色领域

及其相关方面应用课题，服务全球社会可持续发展需求。 

1． 集聚来自世界各地的高水平研究专家，创造国际合作研

究的科研平台和优良环境，构建全球性的人才流通基地。 

推进全球跨学科融合的合作研究，特别是进行海洋、水产、

食品等领域的融合与合作研究，构建国际合作基地；构建陆地、

沿海、大洋（深渊）三位环扣的国家级、省部级和校级三级科研

平台；创新并完善引进国外优秀人才的体制和机制，在海洋、水

产和食品等主干学科领域引入国内外知名的专家学者，组建新型

国际研究团队，培养国际青年领军人才。 

2． 构建大学间国际合作网络，增强学术影响力。 

通过引入国外知名专家学者，构建上海海洋大学与世界一流

高校的合作关系，提升我校在相关学科领域的国际学术影响力，

争取进入世界科学前沿；构建与国内外高校及科研院所的新型合

作关系，形成海洋、水产、食品等领域的全球领先优势。 

3． 围绕学校“水域生物资源可持续开发与利用，和地球环

境与生态保护”的主线，探究主线相关的自然和社会科学领域的

科学、技术和人文社科问题，对生物资源、地球环境、人类社会

具有高度诠释能力。 

探究认知与陆地、沿海、大洋、深渊和极地的水域生物资源

系统保护利用相关的哲学、科学和工程技术问题。探究认知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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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资源、环境、生态关系耦合的地球气候、水（海水、淡水）

和能量变化。特别是在水域生物资源开发与利用、地球环境开发

与保护、极地海洋气候、深渊科学等领域，形成学校特色，争取

部分领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4． 积极培养青年研究人员。 

积极聘用优秀的青年研究人员；加强对青年研究人员的培养、

鼓励青年研究人员参加各种培训、进修，不断提升自身能力；与

“985”高校、中科院以及国内外一流高校等联合培养具有潜力的

青年学者。 

5．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强化研究能力。 

完善学术信息和研究环境的基础设施建设；构建国际水准的

基础共享研究平台。 

三、 通过广泛合作，为推进国内外行业与区域发展、社

会和人类文明进步，解决新问题、创造新价值、做出新贡献。 

探究和培养与水域生物资源系统保护利用相关的，服务产业、

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需的科学技术和人才。探究与水域生物资源系

统保护利用相关的，服务区域、国家和国际的战略需求。 

1． 有效利用校园环境和先进知识，探索与地区协调发展的

理想状态，为实现环境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信息和建议。 

根据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积极开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

和社会服务，为经济发展和人才培养做出贡献；充分发挥学校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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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平台的作用，为市民提供培训服务，进行知识传播。 

2． 积极推动产学研合作，进行技术革新，为解决社会课题

做出贡献。 

开展有组织的产学研合作，推动研究成果的转化应用，灵活

运用知识产权，使研究成果快速转化；通过国内外调研，解决上

海、中国乃至全球关注的社会问题。 

3． 与校外各种机构、地方自治团体合作，推动与各个国家、

地区间协作的大学构建。 

进一步推动与地区优质中小学的合作，构建新型中小学与大

学的合作人才培养模式；利用校史馆、水生生物馆、博物馆、深

渊潜水器等校内设施，加强科普知识的普及与传播，促进与外界

的交流；利用“淞航号”远洋渔业调查船，加强与世界沿海国家，

特别是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国家与地区的交流与合作。 

四、 在校党委的领导下，进行组织、人事、预算制度改

革，充分激发师生的潜能和创造力，实现上海海洋大学在传

承与创新中的可持续发展。 

1． 构建现代大学的管理运行制度。完善大学组织体系和制

度体系；加强科研诚信，防止学术和行政上的违规行为，确保师

生严格遵守法律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推进大学管理的检查与评

估，收集、分析与教育和管理相关的数据，形成业务运行报告、

人才资源报告、财务运行报告和审计分析报告。进一步提高大学

运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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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力求财源进一步多样化，构建稳定的财务基础。同时，

通过高效、弹性的财务运行强化大学的经营能力。 

加强财务预算的战略性规划引导；有效运作基金，高效灵活

运用资产；通过改善业务，推动大学之间的合作，缩减办公经费；

推动基础设施、设备共享，减轻使用者的经济负担；积极争取竞

争性资金等外部资金来源，有效使用间接经费。 

3． 推动有助于大学改革的灵活的人事及薪酬制度。 

引入年薪制、混合薪酬，检查、重新审视绩效评价制度；不

断完善基于“任务+绩效”的薪酬制度。 

4． 加强教职员工的培养，提高教师和管理人员的专业能力。 

继续实施 FD 项目，提高新进教职员工的入职能力；继续推进

教职员工的国外培训制度，提高教职员工的国际化视野；继续推

进 SD 项目，提高管理人员的业务能力，努力提升管理质量和水平。 

五、 通过战略性宣传，积极传播教育与研究成果，向世

界展示上海海洋大学。 

1． 努力提升大学的综合影响力，到 2030 年，将学校建设成

为在国际上有重要影响的高水平特色大学。 

2． 强化学校品牌力建设，推进社会与大学的双向宣传活动。 

3． 强化国内外校友会组织合作，构建遍布世界的校友网络。 

4． 运用多元宣传手段，完善国际宣传体制，面向世界，积

极地传播学校最新的教育内容和研究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