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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级智能制造大类21个专业，54个班级，1600多个学生 



专业背景：发展规划和人才缺口

⚫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已列入《急需学

科专业引导发展清单（2022年）》

⚫ 《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显示，

到2025年新材料领域人才短缺量将

达到400万人，缺口占比达40%

⚫ 2025年，重点新材料总体技术

和应用与国际先进水平同步，部

分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 2035年，在世界材料强国行列

中占有一席之地

⚫ 2050年，位于世界材料强国前

列，全面建成材料自主创新体系

面向2035的新材料强国战略 ⚫ 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

新材料、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绿

色环保以及航空航天、海洋装备等战

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超过

17%。

十四五规划 和 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专业背景：国家战略

先进钢铁材料

先进微电子光电子材料

先进有色金属

新型高分子材料

稀土功能材料

战略功能材料

新型显示材料

绿色能源材料

新一代生物医用材料

高性能分离膜材料

高品质高温合金

高性能陶瓷与玻璃

高性能纤维与进复合材料

国发〔2015〕28号



专业背景：上海重点产业

上海市强化重点领域人才
精准供给

动态调整高等学校招生结构规模实施方案
(2024)

增加急需紧缺领域招生规模

◆ 围 绕 本 市 电 子 信 息 、 生 命 健 康 、 汽 车 、 高
端 装 备 、 先 进 材 料 和 时 尚 消 费 品 等重点产
业， 元 宇 宙 、 绿 色 低 碳 、 智 能 终 端新赛道
产业， 以 及 未 来 健 康 、 未 来 智 能 、 未 来 能
源 、 未 来 空 间 和 未 来 材 料 等未来产业， 物
联 网 、 云 计 算 、 智 能 制 造 、 生 物 技 术 、 新
能 源 等紧缺领域， 能 源 交 通 、 公 共 卫 生 与
医 药 、 养 老 护 理 等社会需求强的领域， 扩
大 相 关 学 科 专 业 招 生 规 模 。

沪府办发[2021]10号 沪教委高[2024]4号



专业背景

⚫ 材料是人类做有用构件的物质，不管是日常生活、工业生产，

或者高技术领域都离不开材料，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

⚫ 材料是人类社会生活

的物质基础，材料的

发展引起时代的变迁，

推动人类文明和社会

进步。



专业背景

⚫ 材料是制约我国高科技产业发展的瓶颈

⚫ 我国被”卡脖子“的关键技术，大部分核心问题是材料

隐形战斗机 燃料电池关键技术 高性能航空发动机叶片

高端轴承钢 芯片微纳加工技术 主动脉血管支架



2025年3月29日，2025中关村论坛年会期间，国务院国资委举办了以“强科学发现之源、

筑材料发明之基”为主题的企业发现与发明论坛。邀请全球科技创新力量同题共答，以基

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推动材料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论坛上，聚焦纳米材料、超导

材料等10个材料领域，首次面向全社会发布中央企业材料领域“十大基础科学问题”。

强科学发现之源、筑材料发明之基



专业背景---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普通高校本科13个专业门类：

08 工学  专业类0804（工学有31个专业类，材料类为第4个）： 

01 材料科学与工程，02 材料物理， 03 材料化学，04 冶金工程，05 金属材料

工程，06 无机非金属材料工程，07 高分子材料与工程，08 复合材料与工程， 

09T 粉体材料科学与工程，10T 宝石及材料工艺学，11T 焊接技术与工程，

12T 功能材料，13T 纳米材料与技术， 14T 新能源材料与器件，15T 材料设计

科学与工程，16T 复合材料成型工程，17T 智能材料与结构，18T 光电信息材

料与器件 19T生物材料，20T 材料智能技术 21T 电子信息材料 22T 软物质科

学与工程 23T 稀土材料科学与工程

工学是最广的门类，材料类是最广的专业类，是诸多学科的物质基础，

与其它专业有很大的交叉性，地位重要，材料科学与工程居于首位。



专业简介：专业范畴

材料是人类用于制造物品、

器件、构件、机器或其他产品的

物质。材料科学与工程涉及材料

的组成、结构、制备、性能和应

用，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

集材料科学和工程技术于一体。

材料科学与工程的几大要素



专业简介：建设情况

 本科专业国家最高平台：国家一流本科专业 

 办学理念先进、学历国际互认：中国工程教育认证专业

 工程化教育：教育部卓越工程师培养专业

                     上海市教委卓越工程教育试点专业 

 国际化教育：上海市全英文教学示范专业

 创新化教育：上海市高等学校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

上海市本科教育高地

 材料学科： 科学指标数据库（ESI） 全球排名在前2.89‰



专业简介：目标定位

专业定位：立足上海、面向长三角、辐射全

国，培养“工程型、创新性、国际化” 材

料行业科学研究、先进制造高级人才。

工
程
能
力

课程、实验教学体系

校内实践教学体系

校外实践教学体系

国
际
视
野

全英文专业教学

国际联合实验室

国际交换生和海外游学

海外名师讲座

创
新
能
力

创新创业课程体系

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创新创业系列讲座

材料学科竞赛平台



专业简介：课程建设

第15页

上海市全英文示范课程

现代材料分析方法（英）

材料科学基础（英）

材料工程基础（英）

材料失效分析（英）

复合材料学（英）

材料物理（英）

高分子科学基础（英）

无机非金属材料学(英)
上海市留学生示范课程

材料结构与性能（英）

材料科学基础（英）

材料选择与设计（英）

上海市重点课程

材料科学基础

材料工程基础

材料物理化学A

材料工程传递现象

材料结构与性能

上海市思政领航课程

材料工程传递现象

材料结构与性能

材料工程基础A

材料失效分析

材料物理化学

材料选择与设计

高分子材料学

无机非金属材料学

新能源材料

打造各类金课

金属材料学

新能源材料

环境友好材料

上海市一流课程

材料科学基础（英）

材料工程基础



专业简介：办学成效



雄厚的师资力量 

⚫ 专任教师38人，其中教授14人，副教授14人，讲师10人

⚫ 70%以上具有海外经历，50%以上具有各种国家级、省部级人才称号

⚫ 年均招生74人，生师比接近8:1，远超国家标准18-16:1，精品化办学

郑时有  教授 薛裕华  教授 赵斌  教授 李静  教授 王觅堂  教授

王丁  教授 邹华  教授 庞越鹏  教授 

杨光智  教授 杨俊和 教授

万颖 教授 朱敏  教授 黄晓宇  教授朱新远  教授



雄厚的师资力量 

姓名 学术经历 职称

何   星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博士 副教授

李生娟 上海理工大学，美国佛罗里达州立大学
访问学者

副教授

李慧珺 复旦大学博士 副教授

李   颖 同济大学博士，美国佛罗里达大学访问
学者

副教授

刘心娟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 副教授

彭成信 上海交通大学博士，新加坡国立大学博
士后

副教授

邱汉迅 大连理工大学/北京大学联合培养博士，
日本筑波大学博士后

副教授

沈淑玲 北京化工大学博士，清华大学博士后，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访问学者

副教授

唐志红 中科院山西煤化所博士，清华大学博士
后，美国西北大学访问学者

副教授

修慧欣 英国剑桥大学博士、访问学者，日本国
立材料研究所博士后 

副教授

夏水鑫 浙江大学博士，上海科技大学博士后 副教授

姓名 学术经历 职称

袁   涛 南京工业大学博士，美国佐治亚理工学
院 访问学者

副教授

詹   科 上海交通大学/美国弗吉尼亚大学联合培
养博士

副教授

张慧娟 上海交通大学博士，美国伊利诺伊大学
访问学者

副教授

陈泰强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复旦大学博士后 讲师

廖峭波 南京大学博士 讲师

尚   欢 华中师范大学博士 讲师

王佳伟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 讲师

王   卓 复旦大学博士 讲师

徐京诚 大连理工大学博士，瑞典皇家理工学院
访问学者

讲师

徐   慧 山东大学博士，东华大学博士后 讲师

张栋梁 北京化工大学博士 讲师



专业简介：特色方向

新能源材料 

电化学储能

先进电池

电化学转化

制氢与储氢

燃料电池

碳基功能材料 

碳基纳米材料

新能源器件

催化化学

石墨烯涂料

导热膜

纳米催化与传感材料 

光/电催化

智能传感

智能光探测

微纳能量转换器件

低维功能/
生物材料 

能源存储与转化

结构轻量化

生物医药

稀土/高分子
材料 

稀有稀土多金属资源

聚合物基复合材料

催化材料

发光材料

生物医用材料



材料学科领域负责人

变革传统试错法，提出过渡金属d 电荷密度描述符, 实现高效、稳

定的工业介孔碳载金属催化剂的创制，用于高端化学品生产

万颖，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教育部创新团队带头人

致力于碳载金属催化新材料设计与创制的研究。合著3部专著；任期刊

Chem. Synth.执行副主编、第10和11届国际介观结构材料协会秘书长

、中国化学会催化专委会委员；获授权中国发明专利15件；获上海市自

然科学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

电子
化学品

医药
中间体

香料 

香精



材料学科领域负责人

朱新远，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基金委创新 

研究群体负责人

主要从事聚合方法学和功能高分子材料研究，授权中国/国际发明专利70

余项；主持几十项国家省部级及企业科研项目；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奖  

1项，上海市自然科学一等奖1项、中国石化联合会科技进步一等奖等。

新聚合物 新产品 新应用

研究成果在航天发射和集成电路等重大工程中得到实际应用



材料学科领域负责人

刘平，国务院政府津贴获得者，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致力于导电功能金属材料、功能合金加工成型、金属材料增材制造研究

主持国家863项目2项，出版专著5部。任中国热处理学会副理事长，   

上海市机械工程学会副理事长，上海有色金属学会副理事长。获国家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上海市科技进步奖等省部级一等奖4项。

聚焦智能制造,创新结构设计与先进成型技术



材料学科领域负责人

黄晓宇，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首席

主要从事有机高分子功能材料的研究。主持承担重点研发、863项目、

973课题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11项) 等多项国家级项目；获授权中国    

发明专利11件；获上海市自然科学奖一等奖2项、中国科学院朱李月华  

优秀教师奖。

以“三重功能性单体”和“单一链长共轭结晶基元”为核心，发展了

高效制备功能性聚合物分子刷的新方法，开发了系列具有优异指纹显

影、抗污、催化等性能的聚合物分子刷基功能材料



材料学科领域负责人

郑时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入选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致力于储能材料设计与创制的研究。承担国家和省部级项目20多项；发表

学术论文150余篇，合著2部专著；授权中国发明专利20件、美国和日本

专利各2件；获上海市自然科学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和广西壮族自治区

自然科学二等奖1项。



专业特色：首创学士导师制

◆   全校首创：为每一名本科生配备一名

导师 

◆   科研团队为人才培养基本单元，以科

创竞赛为重要育人载体

◆   聚焦思想、学业、生涯、心理、健身、

审美等学生全面发展需求，实行“六位

一体”学士导师制

大二
学生

学士
导师

科研
团队

科研创新、
学科竞赛等



学生学业就业

⚫ 本科生普遍参与国家级、上海市
级和校级大创项目

⚫ 大量本科生参与发表SCI论文、申
请发明专利和软件著作权

⚫ 在国家级和上海市级大赛中屡获
大奖



全校领先的就业率

年份 总人数 就业
人数

就业率

2024 73 71 97.3%

2023 76 76 100%

2022 74 73 98.7%

2021 69 69 100%

2020 71 71 100%

2019 93 93 100%

2018 45 45 100%

2017 50 50 100%

*数据来源：上海理工大学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

➢连续多年就业率~100%*

➢稳居全校前茅

28% 25%

39%

52%

24%

40%

13%

7%

2%

12%

18%

6%

59%
68%

58%

34%

58% 52%

19届 20届 21届 22届 23届 24届
0

20

40

60

80

100

 国内升学  海外升学   直接就业   未就业    



全校领先的就业率：就业单位

央企

国企

500强企业

…

…

中 国 能 建
…

今年春招季，材料专业毕业生成

市场香饽饽，原因何在？2024-3-18



全校领先的就业率：就业领域

需要
材料

需要
材料需要

材料 需要
材料需要

材料

需要
材料



全校领先的就业率：就业领域

基础
建设

中 国 能 建

国之
重器

新型
能源

医疗
健康

半导
芯片

生活
消费



全校领先的就业率：升学情况

2022届升学情况* 出国(境) 推免 考研 升学合计 毕业生总数

人数 9 5 33 47 74

百分比(%) 12 7 45 64 100

出国(境) 推免 考研

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 复旦大学 复旦大学 (2) 华东理工大学 (3)

英国曼彻斯特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上海大学 (2)

英国谢菲尔德大学 厦门大学 (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 西南交通大学 (2)

日本大阪大学 天津大学 同济大学 东北林业大学

日本京都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福州大学

新加坡国立大学 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 上海科技大学

香港科技大学（2） 厦门大学 上海理工大学 (9)

澳门科技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重庆交通大学

中南大学

四川大学

电子科技大学

*其中8人被海外世界百强大学录取，18人被
985大学录取， 28人被双一流大学录取



24届 朱世豪
保送华东师范大学

24届 王广铄
保送华东师范大学

24届 邓忠强
保送复旦大学

24届 陈慧琳
保送复旦大学

24届 汪奕
考取复旦大学

24届 赵正韬
考取华东师范大学

24届 谢作林
考取中国科学技术

大学

24届 阮航
考取复旦大学

24届 王艺飞
保送浙江大学

24届 张思凡
考取复旦大学

24届 罗逸
考取复旦大学

24届 严超
保送华东师范大学

24届 王媛铎
考取北京科技大学

2024届研究生录取 国内升学37%，拟境外深造11%

复旦6  浙大1  同济1 华师大4  中科大1  北科大1

24届 冯晰悦
保送同济大学



2025届研究生保研9人 22届5，23届6，24届7，25届9

25届 尚奕辰
保送东华大学

25届 方子为
保送华东师范大学

25届 范扬
保送复旦大学

25届 冯勇杰
保送中国科学院大学

25届 张佳蕊
保送复旦大学

25届 王俞晴
 保送复旦大学

25届 陆诗怡
保送上海交通大学

25届 海嘉伟
保送东南大学

25届 徐子明
保送华东师范大学

全校保研

320，8%

本专业12%



优秀毕业生介绍

18届 徐锦鑫
 考取伦敦大学学院

(8)

19届 杨洁
考取爱丁堡大学

(15)

22届 王晓涵
考取曼彻斯特大学(27)

22届 朱静雯
考取香港科技大学(34)

22届 宋俊辉
延锋汽车智能安全
系统有限责任公司

21届 王诗蝶
考取上海交大

22届 刘鹏川
考取复旦大学

23届 许燕 
保送复旦大学

15届 张丹丰
 保送华东理工大学

21届 梁德威
上海华力集成电路
制造有限公司

15届 张琛
保送清华大学

21届 许成
保送同济大学



23届优秀生：许燕
• 担任学生学业发展中心学习指导部部长，获得优秀

• 本科阶段累计 GPA：3.96，成绩排名：5/83；

• 丁校长开学典礼讲话以许燕事迹举例；

• 获得学习优秀奖学金（5次）、优秀学生（2次）；

• 完成国家级大创课题1项，发表SCI论文2篇，EI论文1篇

• 全国互联网+大赛铜奖、材料热处理创新赛二等奖，学术英语词汇赛二等奖

• 上海市电子商务创新创意创业赛一等奖、最佳创业奖等

• 暑期实践先进个人、优秀志愿者等荣誉称号
保送复旦大学



24届优秀生：陈慧琳

• 本科阶段累计 GPA：4.04，成绩排名：2/72；

• 多次获得优秀学生、优秀志愿者、学习优秀奖学金等荣誉称号

• 完成市级大创课题1项，发表SCI论文2篇，软件著作权2项

• 全国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铸造工艺设计大赛三等奖、全国材料热处

理创新创业赛三等奖、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国家级三等奖、大学生数

学建模竞赛全国三等奖、大学生学术英语竞赛全国一等奖

保送复旦大学



25届优秀生：范扬

• 本科阶段累计 GPA：4.17，成绩排名：1/74；

• 多次获得优秀学生、优秀团员、学习优秀奖学金等荣誉称号

• 参与市级大创课题1项，发表SCI论文1篇

• 全国材料热处理创新创业赛国家级二等奖、全国高分子材料创新创

业大赛国家级铜奖、全国机械工程创新创意大赛铸造工艺设计大赛

东部赛区三等奖、上海市大学生新材料创新创意大赛市级一等奖保送复旦大学



25届优秀生：陆诗怡

保送上海交通大学

• 本科阶段累计 GPA：3.91，成绩排名：4/74；

• 获得国家奖学金、优秀学生干部3次、优秀志愿者1次等荣誉称号

竞赛名称 等第 级别

永新杯第二届全国大学生金相大会 个人三等奖 校定A类赛事

“莱卡·宇舟杯”第一届上海市大学生金相大赛 个人一等奖 校定A类赛事

2024年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NECCS） C类三等奖 校定A类赛事

第十二届全国大学生金相技能大赛 三等奖 校定A类赛事

“上图杯”第十三届上海市先进成图技术创新设计大赛 团体一等奖 校定A类赛事



25届优秀生：张佳蕊

• 本科阶段累计 GPA：3.98，成绩排名：3/75；

• 多次获得优秀学生、学习优秀奖学金、上海市奖学金等荣誉称号

• 完成市级大创课题1项，发表SCI论文2篇， 中文期刊1篇

• 第十届上海市大学生新材料创新创意大赛一等奖、上海市大学生新材料创新

创意最具商业化潜力大赛三等奖、第十八届“挑战杯”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

作品竞赛上海市二等奖、2022年国际大学生英语作文挑战赛三等奖、2024

聚氨酯前沿科技国际论坛高校前沿技术项目大赛二等奖2023年上海理工大学

数学建模竞赛校级一等奖保送复旦大学



优秀学长 成材料人  为闪亮星

李思泉 （2022级智能化制造大类分流进本专业）

⚫ 3.13绩点选入本专业，学院团委副书记，
班级团支部书记；参加电子电气工程大赛，
全国金相大赛等学科竞赛4项，申报科创项
目1项，发表SCI论文1篇

⚫ 科研方向：微电子互连材料及技术（导师 ：
詹科 副教授）

“心存希冀，目有繁星; 追光而遇，沐光而行”

李思泉参加行走的党课活动

高毓洋（2022级管理大类转入智能化制造大类分流进本专业）

⚫ 3.66绩点选入本专业，学院学生会志服部部长，校弓箭社社长
⚫ 科研方向：快充型锂离子电池负极材料（导师：袁涛 副教授）

高毓洋与学士导师袁涛



成材料人  为闪亮星----高毓洋

选专业前
多了解

参加
专业
博览
会

与
老
师
交
流

选定
导师
学习
之星

进专业后
多闪耀

组织
社团
活动
之星



欢迎填报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让每一位师生成才

学院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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