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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等學校環境類專業是培養從事環境科學方面研究、管理、規劃、工程、教育等高級人

才的主要途徑。本文以內地和香港地區 8 所高等學校為例，比較分析了它們在環境類專

業設置、課程設置方面的特點和差別。特別對課程設置中的一些問題，如課程的統一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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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設置、實驗和實習課程以及各高等學校環境類專業的特色建設方面進行了討論。 

引言 

環境問題是當前普遍關注的全球問題之一，其解決一方面有賴於民眾環境意識的提高，

另一方面有賴於一批致力於環境研究、解決和教育具有專門知識的人士，這些知識的獲

得往往需要接受環境類專業的高等教育。 

 

中國內地高等學校環境類專業教育始於 80 年代，經過 10 多年的發展，已經形成一定規

模。1998 年設置了環境科學與工程一級學科，本科階段設置了環境科學、環境工程和生

態學 3 個二級學科，其中生態學也可設在生物學科下；碩士、博士階段則只設置環境科

學、環境工程 2 個二級學科。雖然環境類專業設置的時間並不長，但不同學校在環境類

專業的設置和課程安排進行了一些探索，結合學校自身特點、師資情況建立了自己的課

程系統，已經培養了大批環境科學與工程的博士、碩士和學士，大多已經成為中國環境

保護事業的骨幹力量。 

 

我國設置環境科學和環境工程專業的高等學校很多，雖然成立了教育部高等學校環境科

學與工程教學指導委員會來指導和協調各高校在課程設置、教學等工作，不同的學校在

環境科學和工程方面以及相關學科的師資情況差別很大，在具體的課程設置中還是存在

一定的差異。本文選取了中國內地和香港地區 8 所高等學校，對其環境類專業課程設置

情況進行比對分析，以期找出一定的規律和特點，為環境類專業學生的培養提供一些參

考。 

1、高校性質和背景與環境類專業課程體系比較 

8 個學校根據其性質可以分成綜合性大學(香港中文大學、中山大學、遼寧大學)、師範性

大學(華東師範大學、東北師範大學)和工科性大學(香港理工大學、華南理工大學、哈爾

濱建築大學)。學校的性質影響了該校專業的設置，綜合性大學和師範性大學著重於環境

科學專業學生的培養，而工科性大學則往往培養環境工程專業的學生。環境科學專業強

調環境科學理論知識體系和基本技能的學習和訓練，培養從事環境科學研究、教學和管

理方面的高級人才；而環境工程專業則著重於環境工程設計、工程、管理等方面的知識

體系、應用技術和技能的訓練，培養環境工程設計、施工、污染控制、環境管理等方面

的高級工程技術人才。 

由於培養目標不一樣，環境工程和環境科學專業課程體系差別很大，除少數幾門課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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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學/環境生物學、環境科學概論、環境質量評價)相同外，其餘的很少有相同的課程(表

1)。 

通過對 8 個學校兩個環境類專業課程的比對分析，環境類專業的課程可分為 5 類：基礎

科學類課程(與環境科學相關的數、理、化、生的基礎課程)、工程基礎課(主要是環境工

程相關的工程基礎課)、環境類基礎課(涉及環境要素的課程，或者說是其他學科應用於

環境的課程系統)、環境類專業課(涉及環境問題解決的課程系統，即環境的監測、評價、

管理、污染控制類的專門性課程)、其他課程(與環境科學或工程相關的其他專業課程)。 

從基礎課程來看，環境科學專業比較重視相關的傳統學科基本知識、基本理論的學習和

訓練，尤其是生物、化學方面的基礎課程基本上是開設環境科學專業幾個學校都有的，

部分學校根據自身的師資還開設了地學方面的基礎課程。環境工程專業則較少的開設這

些基礎課程，除環境生物學外，基本上很少有傳統學科的基礎課程，代之以開設工程基

礎課，強調這些基本知識和理論在工程實踐中的應用(表 1)。 

在環境類基礎課方面，環境科學專業都開設了環境科學概論/導論，對於各環境要素(大

氣、水、土壤、雜訊等等)，各高等學校根據自身的師資等條件有所選擇。同樣，對於一

些與環境交叉的學科，各學校也是有選擇地開設，如部分學校開設環境倫理學、環境法

學、生化毒理學、污染生態學等等。 

在環境專業方面，環境質量評價、環境監測、環境管理與規劃以及環境工程/概論，個高

等學校環境科學專業裏基本上都設置了。一些學校，還將環境工程細化，分別針對大氣、

水、固體廢棄物、雜訊等開設相應的工程課或者污染控制課程。環境工程專業則多是開

設具體的工程治理方面的課程。另外一些學校也增設了其他環境專業課程，比如香港中

文大學的環境生物技術，華東師範大學的環境教育、生物監測。部分學校開設了反映環

境科學最新進展的課程，如香港中文大學和華東師範大學開設的環境科學進展講座，華

東師範大學開設的清潔生產與 ISO14000 也是應當前對清潔生產和 ISO14000 論證需要而

專門開設的課程。 

在其他課程方面，部分學校開設了與環境科學相關的其他學科的課程，如香港中文大學

開設的生物技術、分子生物學、保護生物學等等，反映了學校在污染對生物的影響方面

比較關注。華東師範大學開設的系列生態學方面的專業課程，也反映該校在生態學方面

的背景。 

總體來看，環境科學專業與環境工程專業在課程設置方面有很大的差別，比較明顯的是

環境科學專業開設的基礎科學類課程、環境類課程比較多，而環境工程專業在很強調工

程類課程，甚至環境類的課程也很少(表 1)，這說明工程類專業的共性較強，較多地體現

在工程背景方面，環境工程只是在原來工程背景(如給排水、工民建、化學工程等等)的

基礎上增加了一些環境方面的理論和知識。而環境科學專業則強調較寬的基礎學科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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識、專業基礎知識和技能，反映了學科綜合性較強的特點。 

表 1 八個高等學校環境類專業課程設置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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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名稱 
香港中

文大學 

中山 

大學 

遼寧 

大學 

華東師

範大學 

東北師

範大學 

哈爾濱建

築大學 

華南理

工大學 

香港理

工大學 

 環境科學專業 環境工程專業 

基礎科學課                 

生物學概論/環

境生物學 
ξ √ √ √ √ √ √ √ 

生物化學 √ √ √ √ √          

生態學 √ √ √ √ √          

無機化學 √ √ √ √ √    √    

有機化學    √ √ √ √    √    

分析化學    √ √ √ √    √    

微生物學/環境

微生物學 
√    √ √             

地質學/地球科

學概論 
         √          √ 

水文學/環境水

文學 
         √    √       

物理化學                √ √    

                           

基礎工程課                         

電子與電子技

術 
               √ √    

化工原理                √ √    

建築給排水工

程 
               √ √    

工程測量學                √    √ 

水文地質學                √       

材料力學                √       

土建工程                √       

工程經濟學                √       

特種水處理技

術 
               √       

給排水工程式

設計 
               √       

水力學                √       

工程力學                   √    

流體力學與傳

熱 
                  √    

傳質與分離工

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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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建概論與環

境工程施工 
                  √    

化學分離工程                   √    

材料學                      √ 

結構機械學                      √ 

結構分析與設

計 
                     √ 

工程數學與分

析 
                     √ 

高速與傳輸工

程 
                     √ 

工程數學                      √ 

設計學                      √ 

繪圖學                      √ 

建築材料                      √ 

                           

環境類基礎課                   

環境科學概論/

環境學 
√ √ √ √ √    √ √ 

環境衛生學/醫

學/健康 
√    √ √ √ √       

環境經濟學    √ √ √ √       √ 

環境毒理 √    √ √ √          

環境化學 √ √    √          √ 

環境儀器分析 √    √    √ √       

土壤環境學/環

境土壤學 
√ √    √             

環境倫理學       √    √          

環境物理學       √    √          

生化毒理學 √                      

毒理學研究方

法 
√                      

大氣環境學    √             √ √ 

水體環境學    √                   

環境法學    √       √       √ 

環境生理          √             

環境水化學          √             

污染生態學          √             

雜訊環境學                      √ 

環境系統工程                √       

                           

環境類專業課                         

環境質量與評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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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 

環境監測 √ √ √ √ √    √    

環境管理與規

劃 
√ √ √ √ √       √ 

環境工程/概論    √ √ √ √          

水/廢水處理/

控制 
      √ √ √ √ √ √ 

固體廢棄物處

理/控制工程 
         √    √ √ √ 

空氣和(或)雜

訊控制原理 
            √    √ √ 

生態工程       √ √ √          

GIS 與應用/環

境資訊系統 
   √    √ √          

環境科學進展

講座 
√       √             

環境生物技術 √                      

工業環境化學 √                      

化學處理過程 √                      

環境科學研究 √                      

環境教育          √             

生物監測          √             

污染控制微生

物學 
         √             

近代監測技術          √             

環境影響評價

進展 
         √             

清潔生産與

ISO14000 
         √             

                           

其他課程                         

生物技術 √                      

海洋生物學 √                      

分子生物學 √                      

保護生物學 √                      

城市環境問題 √                      

生物多樣性與

資源保護 
         √             

城市生態學          √             

生態設計          √             

植被生態學          √             

遺傳生態學          √             

景觀生態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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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香港中文大學(www.cuhk.edu.hk/ens/programme/index.html)；香港理工大

學、華南理工大學、中山大學(曾寶強、成文, 1999)；東北師範大學、遼寧大學、哈爾

濱建築大學(曾寶強、劉靜玲、盛連喜, 未發表資料) ；華東師範大學[華東師範大學環

境科學(本科)教學計劃, 未發表資料] 

2、內地與香港高校在環境類專業課程設置的比較 

中國內地高等學校的辦學體系與香港地區高校有較大的差別，反映在課程設置上也有許

多不同。 

內地高等學校的專業和課程設置，教育部有專門的指導性或指令性文件。近年來教育部

成立了 29 個教學指導委員會，目前已是第三屆(2001-2005)。2001-2005 年教育部高等學

校環境科學與工程教學指導委員會下設兩個分委員會：環境科學類專業教學指導分委員

會和環境工程專業教學指導分委員會。指導委員會定期召開會議，討論教學以及教材建

設、課程設置方面的問題，並提出指導性意見。其中一個重要方面是教材建設，指導委

員會中有高等教育出版社的編輯做聯絡員，出版一些具有"統編"性質的教材，如在高等

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21 世紀系列教材，基本上都是在教學指導委員會建議和主持下進行

的。同時在相關的專業學會下，也有教育委員會，如中國環境科學學會教育委員會、中

國生態學會教育委員會，也針對專業教學過程中的問題進行討論、開展活動，並提出措

施。 

由於內地有統一的相對權威委員會的指導性建議，高等學校在環境類專業的基礎課和專

業課的程設置方面有很大的相似性。如基礎課圍繞組成環境科學的要素，強調化學、生

物、地學等方面，不同的學校只是根據學校本身的特點有所偏重和強調，在專業課的設

置方面也有類似之處，有些課程是必須開設的。在選修課方面各學校有較大的自由，基

本上使根據學校的師資情況設置，並根據社會對畢業生的要求而有所調整。 

香港高等學校的辦學模式不同，不同學校在課程設置方面沒有指令性或指導性文件，主

要是根據學科發展、市場需求、學校特點進行專業課程的設置。不同學校之間課程設置

的相似程度要低於內地高等學校之間。 

另一個值得指出的是，香港高校環境類專業很注重學生動手和實踐能力的培養，基礎課

和專業課大多有相應的實驗課配套，如香港中文大學實驗課程的學分達到總學分數的

1/5。而在內地高校中基礎課和專業課的實驗內容比較少，並且大多作為課程的一部分開

設的。反映了在實驗室建設方面，由於教學經費投入不足，內地和香港地區存在較大的

差別。近年來，雖然內地高校看到了這種差距，努力改善教學實驗條件，不少學校在當

地政府貼息貸款的扶持下，從銀行貸款專門用於改善基礎教學實驗條件，如華東師範大

學 2000 年從中國農業銀行貸款 3000 萬元，專門用於改造本科一、二年級的實驗室，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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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和更新實驗儀器，在這個過程中，環境類專業實驗室也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是，這

些設備要發揮在學生培養方面的效果，尚需在課程設置、師資建設方面作較大的調整。 

3．討論與思考 

3.1 課程的統一與自由設置 

內地教學指導委員會的設立以及各種指令性、指導性文件對於規定基本的教學內容有一

定幫助，但也容易導致不同學校之間培養計劃、課程設置的雷同，使得培養的學生有相

同的知識背景，看不出學校的特色，同時對市場需求的反應太慢。如何在這種統一的基

礎上又具有一定的靈活性以適應需要是內地高等學校在課程設置方面需要面對的問題。

以華東師範大學環境科學(本科)專業為例，自 1986 年成立環境科學系以來，多次對教學

計劃進行過大的改革，目前使用的是 2000 年完成的新教學計劃。這次改革也是根據社會

對環境專業學生的需求而定的，總體集中在兩個方面：理論和應用並舉，提高選修課程

的比重。尤其是加大選修課的比重，選修課達到 32 個學分，其中 6 個學分必須選修文科

的課程。26 個學分的選修課根據性質又分為宏觀和微觀兩個系列。微觀系列強調學生的

污染控制方面的訓練，考慮到目前市場急需污染治理方面的人才；宏觀系列則強調生態

學以及環境規劃和管理方面，針對環境管理、環境規劃、生態環境保護方面的培訓，尤

其是生態學方面開設較多的課程，這是華東師範大學環境科學專業的特色之一(表 2)。在

全國環境科學系中，同時具有生態學和環境科學博士學位授予權的單位很少，另外該校

生態學也是全國重點建設學科。學生在各自選修系列中完成 20 個學分，其餘學分可以跨

系列選課。這樣既考慮了知識的完整性，學生也可以根據自己的愛好以及畢業後的工作

選擇相應系列的選修課程以及其他課程。 

表 2 華東師範大學環境科學(本科)專業教學計劃中選修課 

課程編號 課程 
環境監測與污染治理 

(微觀方向) 

生態學與環境規劃和管理 

(宏觀方向) 

15401222 環境與健康 √    

15402223 近代監測技術 √    

15401224 固體廢棄物處理 √    

15401225 環境水化學 √    

15401226 水處理技術 √    

15402227 廢水生物處理 √    

15401228 污染控制微生物學 √    

15401229 環境生物學技術 √    

15402230 生態工程學 √ √ 
15401231 污染生態學 √ √ 
15402232 環境教育學 √ √ 
15401233 環境科學進展 √ √ 

15401234 環境經濟學    √ 
15402235 生態設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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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401236 植被生態學    √ 
15402237 遺傳生態學    √ 
15401238 景觀生態學    √ 
15402239 環境管理學    √ 
15402240 環境影響評價進展    √ 
15401241 環境規劃學    √ 
15401242 清潔生産與 ISO14000    √ 

   課程學分數 
28 

(至少選 20 個學分) 

29 

(至少選 20 個學分) 

3.2 應加強實驗和實習課程 

環境科學既要求學生具有扎實的基礎知識、寬廣的知識面，同時也要求學生具有較強的

分析和解決問題的能力，這也是市場的需要，分析和解決問題能力的訓練則有賴於較多

的實驗和實習訓練。現在不少環境類專業的學生存在著"眼高手低"、動手能力差的現象，

到工作單位後，需很長一段時間才能適應，反映出實驗、實習課程太少。 

在現有條件基礎上如何盡可能提高學生的動手能力，增加學生實驗和實習的機會，是內

地高校面臨的另一個問題。仍以華東師範大學環境科學專業為例，在多年的探索基礎上

建立了一套實驗課、實習課、科學研究 3 部分的動手能力培養體系。 

實驗課程方面，在現有的實驗器材基礎上，主要的基礎課、專業課能開設實驗的儘量開

設實驗課。並且針對實驗教學中出現的一些問題，開展實驗教學實驗改革(陳小勇，

2002)，這些改革也得到了華東師範大學教學改革經費的支援。 

實習則又分為野外實習和生產實習兩大部分。建系伊始，就對實習很重視，野外實習主

要集中在生態學和土壤方面。將學生帶到位於天童森林公園的生態實驗站進行 2 周的實

習。生產實習包括環境監測實習和環境工程實習。環境監測實習安排學生到上海市環境

監測總站、各區縣環境監測站實習 2-3 周時間，讓學生實際接觸環境監測的內容和有關

的儀器、程式等等。環境工程與設計實習則安排學生到汙水處理廠、工廠的污染控制工

程實習，設計污染控制工藝和流程，讓學生瞭解環境污染處理和控制的現狀以及掌握污

染控制工程的設計和施工程式等。這樣一方面解決了學校實習場所、器材不夠或落後的

現狀，另一方面也讓學生瞭解環境部門的狀況，使學生的專業學習與生產實際不脫節。 

同時，另一個較大的變革是在 4 年級為每個學生確定指導教師，實行導師制，讓學生進

入各實驗室，在導師指導下選題開展環境科學研究，作為畢業論文。這一措施與其他學

校不同，一般學校本科生畢業論文大多 1-3 個月，而在華東師範大學環境科學系學生在

實驗室的時間可以達到 10 個月以上，並且鼓勵學生在 1-3 年級到實驗室參與科學研究，

提高動手能力。這種改革以後，學生的科學研究和動手能力的大為提高，實施以來，效

果很好，一些學生的畢業論文甚至在學術刊物上發表。 

3.3 不同學校應有自己的課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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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課程設置來看，香港中文大學以環境毒理、生化毒理方面比較有特色，反映了將生物

技術與環境的結合方面較好。中山大學則在綜合性方面較好，尤其是在環境要素方面開

設了不少課程，也反映出環境專業在地學方面的特色。華東師範大學則體現在宏觀的生

態學背景較強，在微觀方面，微生物廢水處理也有一定特色。工科院校的課程反映出這 3

個學校工程背景的特色。但也有一些學校環境科學專業課程設置的特色不明顯。 

由於目前對環境十分重視，中國內地幾乎每所綜合性大學和理工大學以及部分師範大學

都設置了環境科學或(和)環境工程專業，一些農林醫等高校也設置了類似的專業。雖然

在兩個專業上，在有關環境的研究、管理、教育和污染控制等方面有所偏重，不同學校

間在專業課程設置上有很大的相似，甚至相同，儘管隨著對環境的重視，潛在的人才需

求量很大，但當前的實際需求並不旺，趨於飽和，這樣學生畢業的競爭比較激烈。不同

學校如果沒有特色，培養學生的知識結構差不多的話，學生很難找到滿意的工作。特色

是一個學科的立足之本，沒有特色的專業其競爭力往往較差。所以，不同學校應該根據

其學校師資情況，根據其優勢，做好正確的定位，明確學生培養的目標，建立有特色的

課程體系和人才培養計劃。 

3.4 加強學校間課程設置的合作和交流 

不同的學校在課程設置方面需要有自己特色，同時加強校際課程設置以及教師在教學、

科研方面的交流，將有助於教學水平的提高。許多學校在新專業設置時，一般都對其他

學校環境類專業的課程設置進行調研，以辦出自己的特色，如華東師範大學在 80 年代開

設環境科學專業時，考察了國際上同類專業的課程以及國內其他學校的課程，設計出具

有自己特色的課程體系。同樣的，華東師範大學每年也都接受其他學校對環境類專業設

置的諮詢和考察。但是值得指出的，一旦專業開設一段時間後，這種以調整課程設置的

考察一般就很少開展了，從而容易使課程設置僵化，不能適應新的要求，因此，對於課

程的設置最好經過幾年的運作後作適當調整。 

環境類專業的教學交流也是促進課程設置合理化、特色化的一個重要途徑。尤其是現在

開設環境類專業的學校很多，學校的性質卻相差較大，師資也有很大的不同。這種交流

可以通過派教師到其他學校進修或請外校教師任教、參加學術交流活動等方式，甚至可

以通過聯合授課的方式，一方面可以彌補教師的不足，另一方面集中資源發展優勢方向。

例如，在上海實行的高校連片協作網將上海市的高等學校按地域分佈劃分為東北片(包括

復旦大學、同濟大學、第二軍醫大學等)和西南片(華東師範大學、上海交通大學、東華

大學、華東理工大學、華東政法學院等)兩大協作網，學生可以跨校選課、選修第二專業，

教師則可以跨學校任教。這種模式大大加強了學校間的交流，一些原來無法開設的課程，

甚至專業可以跨校選修或請教師來任教，而原來則需要聘專任教師，這種模式減少了學

校聘用的固定教師數，減少了大量的經費支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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