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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专业负责人及专业师资队伍

刘妮，女，博士，教授，硕士生导师，现任储

能科学与工程系系主任。

主要从事水合物储能、新型储能材料、冷热储

能及新能源汽车热管理等方面教学科研工作。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留学基金、上

海市、以及行业课题等30多项，承担上海市教委

重点课程建设项目及校一流课程建设项目。

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100余篇，

获上海市自然科学奖、上海市科技进步奖等科技奖

7项。

电话：021-55270098

邮箱： liu_ni@163.com



储能科学与工程专业是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国家“碳达峰、碳中和”

战略的战略新兴产业专业，是国家重点支持的新工科专业。

2021年，上海理工大学获批国家第二批储能科学与工程专业（全国25所），

面向全国统一招生（上海地区唯一一所），学校依托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组建

储能科学与工程系（研究所），有一支集科研、教学、育人于一体的专业化的

师资队伍。目前任课教师20人，博士比例100%，50%教师具有海外留学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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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特点：基础扎实、结构合理、比较年轻、充满活力

1. 专业负责人及专业师资队伍



学会兼职

人才称号

主要获奖

承担项目

国际制冷学会B2委员会委员；
中国制冷学会理事，制冷设备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全国制冷技术标准委员会委员；
中国制冷空调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
上海市机械工程学会流体工程委员会主任；
上海制冷学会副理事长

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
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上海市领军人才

2020年度海市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2019年度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2013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009年度上海市技术发明一等奖
2021年度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2015年度山东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科技部国际合作研究计划
上海市曙光计划项目
上海市优秀学科带头人项目

张华，博士，教授，博导，

现任上海理工大学副校长，上海

市人大代表。

研究方向：太阳能利用、蓄热等

讲授：能源规划与利用等课程

1. 专业负责人及专业师资队伍

骨干教师



学会兼职

人才称号

主要获奖

承担项目

国家能源大规模物理储能技术研发中心特聘研究员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
辽宁省首批引进十百千高端人才工程
辽宁省百千万人才工程
上海市优秀学术带头人

2020年上海市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2017年中国机械工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2017年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2016年辽宁省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2006年度青岛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培育）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
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项目
教育部中央高校国防预研项目

豆斌林博士，教授，博导

研究方向：氢能科学与技术、重

整制氢与过程强化、传统能源高

效转化与清洁利用

1. 专业负责人及专业师资队伍

骨干教师



学会兼职

人才称号

主要获奖

承担项目

教育部高等教育工程训练教指委委员；
全国制冷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

宝钢教育优秀教师奖
上海市育才奖称号

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上海市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中国制冷学会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计划分项
教育部国家留学基金科研资助
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
上海市人才发展资金资助

武卫东 博士，教授，博导

研究方向：制冷与低温工程、

蓄冷蓄热技术及应用、制冷新、

技术及系统优化研究

1. 专业负责人及专业师资队伍

骨干教师



专业成立背景

能源安全
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全
局性、战略性问题。习
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发展
和安全战略高度，对推
动能源消费、能源供给
、能源技术和能源体制
革命作出重要部署

政府支持

2020年教育部、国家
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
局联合制定《储能技术
专业学科发展行动计划
（2020—2024年）》

重大专项

储能技术的创新突破
将成为带动全球能源
格局革命性、颠覆性
调整的重要引领技术，
是实现碳达峰、碳中
和的重要举措。

国家政策 国家产业国家战略

2. 专业覆盖领域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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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专业覆盖领域介绍

储能贯穿新能源开发和利用的全部环节，是实现新能源高效利用，

实现峰谷平衡、能源转换的关键部分。

波动性
间歇性
不确定性



2. 专业覆盖领域介绍

微电网储能系统

储能科学与工程专业面向国家能源转型期对储能的重大需

求，突出学科交叉融合，重点服务于新能源、动力、电力、环

境、汽车、建筑、石化和冶金等行业。



2. 专业覆盖领域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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储能科学与工程专业是面向国际能源新发展趋势，属于国

家战略新兴产业专业，是实现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

重要支撑技术领域。

本专业根据储能人才培养的要求，以“厚基础、宽口径、

强能力、高素质”为办学原则，采用多学科多专业融合培养模

式，致力于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思维，掌握储能科学与工

程基础理论知识体系，兼具设计、研发、生产和管理能力的储

能领域高级复合应用型人才，建设成为国内一流的储能科学与

工程专业。

3. 专业特色优势



➢ 多学科交叉的联合人才培养

➢“校企基地-企业导师-实践课程” 产教融合育人

3. 专业特色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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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起点、高质量、高要求培养“高精尖缺”人才

3. 专业特色优势



公共实验室 专业基础实验室 专业方向实验室

新能源实验室、

电化学实验室、

储能材料实验

室、储能综合

实验室…

动力工程测控实

验室、流体力学

实验室、热工实

验室、传热学实

验室

热工基本量测量
实验室

实验教学中心

3. 专业特色优势



培养目标

人文
素养

科学
素养

团队
意识

工匠
精神

国际
视野

▪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和科学观

▪社会责任感

▪专业素质

▪心理素质

▪解决储能问题

▪设计和制造

▪运行维护

▪安全检测

▪自我提升

▪终生学习

▪跟踪前沿技术

▪具备团队协作

▪工程管理能力

▪理解工程师职责

▪熟知工程规范

▪遵守职业操守

▪贯彻法律法规

培养掌握储能领域扎实基础理论知识体系，具备从事工程设计、

技术研发、生产和运行管理，并具有较强工程实践和创新能力的

新型工科高端人才。

4. 专业学习攻略



课程
体系

• 通识教育课程 (47.5学分)

着重于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特别是为学生了解历
史、理解社会、认识世界、训练多种思维方式提供
宽广的教育平台，有利于形成均衡的知识结构

•学科基础课程 (70.5学分)

着重于建立本专业所在学科宽厚的知识基础，拓宽专
业知识面，打下学生日后学业发展所需的理论基石

•专业课程 (48学分)
着重于培养学生在储能应用知识领域里扎实的专业知
识以及动手能力、创新技能

•任选课程 (2学分)

着重于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无特定指向。学
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自主设计修读课程

4. 专业学习攻略

计划学制：四年，按学分制管理，

实行弹性学习年限（最长六年）

学分要求：168学分

授予学位：工学学士



4. 专业学习攻略

第一学年建议修读课程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考核方式

22000210 高等数学A(1) 6.0 96 考试

22000762 普通化学B 2.0 32 考试

14003060 工程制图（1） 2.0 32 考试

22000622 线性代数B 2.0 32 考试

39000040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 2.0 32 考试

39000070 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概论(Ⅱ)

2.0 32 考试

22000050 大学物理A(1) 4.0 64 考试

15002110 大学英语(1) 4.0 64 考试

12002000 程序设计及实践(C) 3.0 48 考试



4. 专业学习攻略

专业课程(5-8学期)

专业核心课程 专业拓展课程 专业选修课程 专业实践课程

 制氢与储氢技术

 太阳能储存技术

 燃料电池技术

 智能电网储能技术

 传热学

 物理化学

 能源规划与利用

 电化学基础

 储能材料基础及应用

 储能原理

 新能源汽车技术（双语）

 储能系统设计与工

程案例

 低碳建筑储能及节

能技术

 储能系统安全管理

（四选一）

 动力工程测控实验

 传热学实验

 储能专业系列实验

 能源动力类计算机

软件实践C 

 专业创新实践训练B 

 专业课程设计

 毕业实习

 毕业设计



博士

学士

硕士
专业选择灵活
国外高校交流生计划
保送国内知名高校攻读硕士研究生

国内知名高校攻读博士学位
国外高校研究生交流计划

通过国家CSC申请联合培养
国内外著名高校博士后

升学深造

5. 专业学生就业方向



就业面广需求大

新能源

电力
电网

汽车

建筑

石油
化工

以国家战略和产业需求为导向

学科交叉，产教融合协同

储能产业人才严重短缺

▪中国石油化工集团公司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

▪陕西延长石油(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协鑫集团有限公司

▪晶科能源控股有限公司

▪天能国际集团

▪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国家电网有限公司

▪中国南方电网公司

▪中国电力建设集团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

▪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一汽轿车股份有限公司

▪特斯拉（上海）有限公司

▪上海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小米汽车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

▪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

▪广东省建筑设计研究院

5. 专业学生就业方向



储能科学与工程专业

欢迎各位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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