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广东海洋大学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食品工业发展迅猛，2014年起食品工业总产值超过 11

万亿大关。广东省食品工业总产值超过 6500亿元，长期稳居居全国前 4位。随

着食品工业的发展，人们对食品质量与安全的要求越来越高，需要大量的专业人

才为食品质量、安全以及营养健康保驾护航。广东高度重视专业人才的培养，目

前广东省开设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的本科院校有 11所，其中，广东海洋大学为

开设此专业最早的院校之一，自 2019年起年招生约 200人左右，是我省招生规

模最大的院校。

一、专业定位

广东海洋大学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始设于 2000年，目前是国家级特色专

业、广东省一流专业建设点、教育部首批卓越农林人才培养计划试点、广东省海

洋水产特色食品类专业人才培养示范基地。

专业立足广东，辐射全国，围绕国家海洋强国战略及现代食品产业对品质控

制等人才需求，依托南海区域行业发展，以产学研深度融合为重要路径，贯穿立

德树人和三全育人理念，全面提升食品质量与安全新工科人才培养质量，努力建

设成为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

二、培养目标

1、专业特色与优势

专业充分发挥南海地域优势、海洋水产资源优势和重点学科优势，拥有食品

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点和硕士点，是广东省高水平大学重点建设学科，2020

年入选软科中国最好学科，在教育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被评为“B-”档（全国排名

并列第 24、广东省排名第 3）。二级学科“水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 是广东省攀

峰重点学科。

2、专业培养目标

专业以水产产业为依托，立足南海，辐射全国，培养具有国际视野、良好社

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能适应食品行业安全形势变化和国家海洋水产发展战略需

求的新时代工程技术人才。

在个人素养方面，培养具有崇高理想和积极向上的终身学习态度，虚心学习

优秀文化和现代科学技术，脚踏实地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在能力素质方面，勇于担当，面对错综复杂的食品产业链安全问题，能够运

用扎实的食品专业知识和工程思维沉着分析并积极应对，展示出一个工程师的气

质和专业素养。

在职业发展方面，以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为基础，勇于挑战与创新，在食品、



化工、医药、环境等领域，或者社区、政府等社会组织、机构中发挥专业作用，

从事食品相关品控管理、生产经营、科学研究和教育教学等职业，成为卓有成就

的工程师、技术骨干或骨干教师。

三、培养规格

1、专业学制及学分

基本学制 4年。最低学分要求 170 学分。

2、知识要求

（1）具备扎实的工程知识。能够综合运用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

业知识分析和控制食品产业链中产生的复杂质量与安全隐患问题。

（2）具备分析问题能力。掌握数学、自然科学、食品工程及食品质量与安

全评价等方法原理，能够结合文献调查，选用科学合理的方法手段，识别和表达

食品原料、生产、贮藏、运输和销售等过程中食品质量与安全控制的复杂工程问

题，提出有效的结论和解决方案。

（3）具备设计/开发和提出解决问题的方案。针对食品原料、生产、贮藏、

运输和销售等过程中产生的复杂食品质量与安全控制问题，能够综合考虑社会、

健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应用食品科学与工程理论知识，通过

合理设计食品工艺、加工机械装备、车间布局、厂房布局等工程手段，提出科学

合理、具有创新意识的解决方案，有效控制食品质量与安全问题。

（4）具备研究能力。能够基于食品科学与工程、食品安全评价、食品质量

与安全控制等专业理论知识，根据不同研究目的选用合理的技术方法手段，对食

品及相关领域开展新产品开发、工程设计或食品质量与安全风险评估等方面的研

究。

（5）具备使用现代工具的能力。能够根据拟解决的问题，选用恰当的技术、

资源、现代工程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检索并开展问题研究，同时能够分析比较

各类技术方法的优缺点和局限性。

（6）具备调整和协调工程与社会之间矛盾的能力。针对食品加工、产品质

量控制等复杂工程问题，能够站在人类向往美好生活的社会高度，充分理解执行

者应承担的社会责任，从环境、文化、健康和安全等角度，科学评估原料产地、

加工车间或工厂对社会的影响，合理解决工程与食品质量安全、工程与社会、食

品质量安全与社会间的矛盾。

（7）具有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意识。能够深入理解食品工程实践对环境、社

会的影响，建立绿色环保和可持续发展意识。

3、能力要求

（1）具备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和工程思维。面对错综复杂的食品安全问题，



能够综合社会发展方向和国家战略方针政策，从专业角度深入分析食品及相关领

域产业优势与发展瓶颈，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推动食品安全等向绿色环保、营

养健康方向发展。

（2）具备终身学习的意识和能力。始终保持终身学习的态度，虚心学习优

秀文化和现代科学技术，及时了解国家战略方针政策，将自己的事业发展与中华

民族复兴紧密结合在一起。

4、素质要求

（1）具有优秀的人文素养。胸怀天下，具有崇高理想和家国情怀，立志成

为守护食品安全的工程技术人才，成为受人尊敬的社会主义接班人。

（2）具有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和担当意识。在各种工作环境中能够冷静分

析，有效沟通和快速行动，在工作岗位和项目合作中充分发挥自己应有的担当作

用。

（3）具有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能够根据项目需求在团队中承担个体、团

队成员以及负责人的角色，具有较强的团队协作能力和水平，为项目达成发挥自

己应有的担当作用。

（4）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在推进项目开展或项目汇报中，能够通过书面

报告、陈述发言和口头发表等途径，围绕项目进展情况、存在问题以及解决方案

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开展有效沟通和交流。具备一定国际视野和跨文化背景下

的沟通和交流能力。

（5）具备项目管理能力。能够根据项目目标，综合考虑社会、经济、环境

和学科背景等因素合理规划项目进度，并有效开展项目管理，推动项目达成目标。

四、课程体系

课程体系由数学与自然科学课程、工程基础课、专业基础课程、专业课程和

工程实践与毕业设计（论文）等五大模块组成（见图 1）。

主要专业核心课有食品生物化学、食品微生物学、食品化学、食品营养学、

食品分析、食品毒理学、食品安全卫生学、食品工程原理、食品工艺学、食品质

量管理与安全控制、食品法规与标准。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有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认识实习、工程训练Ⅱ、机

械设计制图课程设计、食品工程原理课程设计、食品工厂设计与环境保护

课程设计、新产品设计与开发训练、食品质量与安全综合实习、毕业论文（设

计）、专业创新创业综合实践、社会调查与思想政治课社会实践、文体艺术综

合素质实践。



图 1 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课程体系组成

五、师资队伍

专业现有教师 25名，博士占比 84%，其中教授 7人，副教授 10人，博士生

导师 4人，硕士生导师 16人。师资队伍的年龄结构与学科背景情况如图 2所示，

≦40岁、41-49岁和≧50岁等年龄段的比例分别为 68%、32%和 24%，师资队伍

呈明显的年轻化。教师的教育背景覆盖食品工程、发酵工程、水产品加工、生物

与化学、药学和农学等多学科，师资队伍实力雄厚。

图 2 师资队伍的年龄结构与学科背景情况



六、专业教学条件

专业现有科研与教学平台 20个，其中省（部）级平台 9个（科研平台 7个、

教学平台 2个）、市厅级科研平台 4个、人才培养基地 7个（国家级 1个、省级

6个）。实验室面积 10000 平方米，仪器设备总值 8000余万元。建设有 50余个

与校外生产实习基地。

在课程建设方面，《食品分析》获国家级一流课程，《食品微生物学》、《水

产食品加工学》、《食品法规与标准》、《食品保藏原理》获省级精品资源共享

课程。专业教学条件能够满足专业人才培养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