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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原湛江海洋大学）坐落在南国滨海城市湛江市景色秀

丽的湖光岩风景区，为广东省重点建设大学。我校是一所以

海洋水产学科为特色，理、工、农、文、法、经、管、教等

学科协调发展；以应用学科见长，兼有基础理论学科的多科

性海洋大学。 学校拥有四个校区：主校区、霞山校区、海滨

校区和寸金校区，总占地面积4800亩。学校主校区位于湛江

市西郊世界地质公园湖光岩风景区旁，占地4200亩，依山面

海，环境优美，是学习和工作的理想场所。学校下辖水产学

院、农学院、工程学院、食品科技学院、经济管理学院、航

海学院、信息学院、软件学院、理学院、文学院、法学院、

艺术学院、外国语学院、政治与行政学院、继续教育学院、

职业技术学院、寸金学院等17个二级学院和1个直属体育系。

现有59个本科专业、29个专科（高职）专业，涵盖农学、理

学、工学、管理学、经济学、法学、文学、教育学八大学科

门类；有14个硕士学位授权学科、专业，1个专业学位点，涉

及农、工、管、理、法五个学科门类. 有省级重点学科1个，

省级重点扶持学科2个，广东省名牌专业2个。学校现有教职

工2000余人，其中专任教师1025人，具有正高职称114人，副

高职称360人，拥有中级职称者500多人，具有博士学位者122

人、硕士学位者537人；博士生导师6人，硕士生导师143人。

现有全日制在校生1.8万多人（不含独立学院学生），其中本

科生1.5万余人，研究生300余人。 学校办学设施一应俱全，



校舍总建筑面积达49万，教学科研设备值1.43亿元，固定资产

值12.3亿元，图书馆藏书147万册。近年来学校学科建设取得

长足的发展。学校目前拥有一批科学研究基础扎实、学术水

平较高的科研团队，其中尤以水产养殖、水产品加工及贮藏

工程、作物遗传育种、海洋经济等学科最具优势和特色。拥

有包括广东省水产经济动物病原生物学及流行病学重点实验

室、广东省水产品深加工重点实验室、现代生物化学实验中

心、计算机网络技术实验室、计算机控制与通信实验室等5个

省级重点实验室和1个省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工程训练中心在

内的40多个实验室，拥有水生生物博物馆等一批校内外教学

科研实习基地。学校设有海洋生物研究所、海洋食品研究所

、海洋经济研究所、海洋文化研究所、农业生物技术研究所

、机电工程研究所、信息技术研究所、WTO研究中心和全国

高校唯一的珍珠研究所等35个科研机构。广东省海洋开发研

究中心、广东省沿海市县干部培训基地和一个省级科技兴海

示范基地亦设在我校。学校“十五”期间共承担各类科研课

题738项，总经费达4980万元。其中国家级项目28项，省部级

项目108项，厅局级项目262项，横向项目126项。鉴定成果36

项，获得各级科技奖励49项，其中省部级8项，市厅级41项，

出版专著29部，发表学术论文2438篇；申请专利60项，其中

发明专利43项。高位池养虾、海水名贵鱼类的种苗繁育及养

殖、沉箱养鲍、海洋药物研究与开发、杂优水稻育种以及应

用基因抗水稻病害等技术达到了国际、国内先进水平。 学校

坚持“人才强校，质量立校，学术兴校，特色扬校”的办学

理念和“规模扩大与质量提高相结合，以质量提高为主；外

延拓展与内涵充实相结合，以内涵充实为主；综合发展与强



化特色相结合，以强化特色为主”的办学思路，通过优化学

科结构，加强专业建设，实施素质教育，培养“能安心、能

吃苦、能创业”的“三能”人才。人才培养质量得到社会的

广泛认可和充分肯定。 欢迎广大青年、学生报考我校2008年

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 专 业 介 绍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

究（030503）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专门研究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基本规律，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理论成果的学科。研究方向有：1、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研

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理论及其应用。“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与先

进文化；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安

全等。2、区域协调发展研究，研究区域经济和经济社会和谐

发展战略；农业或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城市建设及城市

化发展战略；生态环境建设与保护发展战略；资源开发和利

用战略；欠发达地区发展问题研究。3、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

设理论与实践，研究“三大文明”之辩证关系及我国政治文

明发展战略；政治文明建设与人的全面发展；政治文明建设

与法治建设；政治文明建设与政治体制改革和基层民主政治

建设；政治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二、机械制造及其

自动化（080201） 机械制造及自动化学科隶属工程学院，是

广东海洋大学具有鲜明工科特色和较长办学历史的学科，也

是广东海洋大学重点建设学科之一。2006年获得硕士学位授

予权，本学科梯队现有教授和研究员10名，副教授和副研究

员20名，其中具有博士学位者11人，现有硕士研究生导师18

人（包括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农业机械研究所兼职导师4人）

。该学科学术队伍知识、学历和年龄结构合理，具有较强的



科研能力和丰富的教学经验，已形成了相对稳定、特色鲜明

的研究方向，主要有数字化设计及制造技术，应用于各类制

造企业的决策支持系统与管理系统开发，现代检测与故障诊

断新方法及在工程中的应用研究；面向海洋性环境的材料腐

蚀行为、腐蚀检测及表面工程等。目前承担有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4项、科技部、农业部、和省市级项目多项；拥有广

东省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个，实验仪器、设备总价值超千万元

；为本学科培养研究生构筑了良好的基地，为高水平的科学

研究和人才培养提供了条件和保障。 三、农产品加工及贮藏

工程（083203） 农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学科点于2006年获得

硕士学位授予权。本学科以热带与亚热带农产品为主要对象

，针对其原料食品化学特性、加工关键技术以及安全问题开

展创新性研究，下设农产品深加工与食品生物技术2个方向。

本学科点以广东省高校水产品深加工重点实验和中央与地方

共建的食品质量与安全实验室为依托，具有较为先进的分析

仪器和中试设备。具有一支高素质的学术队伍，现有教授2人

，副教授7人，博士4人。近年来，主持和完成省（部）级课

题多项，取得了多项科研成果，一些成果达到国际先进或国

内领先水平，并已经实现了产业化。本学科注重学术交流，

已同国内多所知名高校和科研单位建立了友好学术关系。 四

、水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083204） 水产品加工及贮藏工程

学科1999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是广东省重点扶持学科和

校级重点学科、省名牌专业，也是学校拟申报博士学位授予

权的主要学科点。本学科以南海大宗与特色水产资源为主要

研究对象，重点研究水产品加工关键技术，海洋生物活性物

质提取、活性筛选与构效关系，海洋药物与保健品的开发，



海洋生物高分子的分离、化学修饰及其应用等。本学科十分

注重“产学研”紧密结合和科研成果转化。设水产品深加工

、海洋生物活性物质、海洋药物、海洋应用化学4个方向。本

学科点具有一支高素质的学术队伍，现有教师22人，其中教

授6人，副教授8人，博士8人，博士生导师2人。本学科点依

托广东省高校水产品深加工重点实验室建设水产品深加工、

水产品生物活性物质和水产品质量与安全三个研究室，具有

先进的分析仪器与中试设备。近年来承担了国家“十一五”

支撑计划项目、农业部“948”项目、广东省重大科技专项、

粤港招标项目、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团队项目等多项重大课

题，获得国家发明专利多项，编著书8部，获省（部）级一等

奖1项、三等奖2项，市（厅）级二等奖4项。本学科十分注重

学术交流，已同日本东京海洋大学、中国海洋大学、上海水

产大学、江南大学、南昌大学等国内外多所知名高校建立了

良好的学术关系。 五、食品科学（农学）（097201） 食品科

学学科点于2003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是学校重点学科。

本学科重点研究热带、亚热带农、海产品食品化学特性及保

藏与加工等环节中的变化规律与影响因素、加工方法与保藏

方式对食品品质和安全性的影响、农海产品加工保藏过程中

危害因子分析、风险评估及其质量安全控制等。下设海洋生

物资源利用、食品加工与保藏与食品质量与安全3个方向。本

学科点以广东省高校水产品深加工重点实验和中央与地方共

建的食品质量与安全实验室为依托，具有较为先进的分析仪

器和中试设备。具有一支高素质的学术队伍，现有硕士生导

师9人，教授（研究员）6人，副教授6人。近年来，主持和完

成省（部）级课题多项，取得了多项科研成果，一些成果达



到国际先进或国内领先水平，并已经实现了产业化。本学科

注重学术交流，已同国内多所知名高校和科研单位建立了友

好学术关系。 六、作物遗传育种（090102） 作物遗传育种专

业以植物雄性不育理论与杂种优势利用、能源植物遗传育种

为特色，在植物雄性不育理论与杂种优势利用和水稻、蓖麻

、油菜能源植物遗传育种方面具有较高造诣，培养作物杂种

优势利用理论与方法、能源植物遗传育种、抗性遗传育种和

园艺植物遗传育种高级专业技术人才。 植物雄性不育理论与

杂种优势利用方向, 研究植物雄性不育的遗传、生态机制，探

索植物雄性不育新理论与水稻、小麦、棉花等大田作物杂种

优势利用新方法，培育杂交水稻、杂交小麦、杂交棉花新组

合。 能源植物遗传育种方向, 研究油菜、蓖麻、甘蔗、木薯

、芒、麻疯树等主要能源植物产量、品质、雄性育性等重要

性状的遗传规律，选育主要能源植物新品种。 南亚热带植物

抗性遗传育种方向, 研究南亚热带植物抗病性、抗虫性、抗逆

性的遗传规律，培育多抗种质。 园艺作物遗传育种方向, 研

究菠萝、龙眼、荔枝、菠萝蜜、芒果等果树和辣椒等蔬菜作

物主要性状的遗传变异规律与育种及快速繁殖理论与方法。 

七、植物病理学（090401） 本学科是广东海洋大学校级重点

学科，又有从事植物病理学和分子植物病理研究的仪器设备

，有五个研究生培养的实验室。近年来承担广东省自然科学

基金、省科技厅项目、湛江市科技局的项目及横向的科研项

目20多项。本学科2007年第一届硕士研究生毕业，同学们加

入了国内外科技工作，即将成为科技工作的骨干。本学科可

以培养研究生的导师共6人，其中教授4人，副教授2人，具有

博士学位的导师5人。研究生培养目标是：具有宽厚的基础理



论，优秀的科学思维和科研工作技能，毕业后能够适应科技

经济发展需要，在我国农业生产和科技经济建设中发挥重要

作用。研究方向：分子植物病理学与植物病理生理学和植物

病害生物防治。 八、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090501） 动物遗

传育种与繁殖专业，是广东海洋大学校级重点学科。本专业

现有教授6名，副教授4名，具博士学位5名。其培养目标在于

：全面系统地掌握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的基础理论、分子遗

传学实验技术及科学研究方法；了解所研究方向的国内外发

展动态，熟练地运用一门外国语阅读专业外文书刊和撰写论

文摘要，具有独立从事动物遗传育种与繁殖学的科学研究和

教学工作或承担专业技术工作的能力。 九、动物营养与饲料

科学（090502） 广东海洋大学动物营养与饲料科学学科2001

年获硕士学位授予权。学科分动物营养、高效无公害饲料和

动物营养与免疫3个研究方向。现有教授5人，副教授5人；博

士6人，硕士4人。近几年来学科队伍获得省、市级科技进步

奖5项，发表论文155篇，其中SCI论文5篇。目前承担多项省

市级课题。本学科现有各类相关实验室，仪器设备价值450余

万、两个校内实验基地及8个校外教学、科研合作基地。历年

研究生就业率100%，受到用人单位的好评。 十、海洋生物学

（070703） 海洋生物学学科点于2006年获硕士学位授予权，

是校级重点学科。本学科以热带、亚热带海洋生物为主要研

究对象，针对国民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海洋水产科技

问题开展创新性研究。设有海洋经济动物发育生物学、海洋

环境与生物资源保护等研究方向。本学科点依托广东水省现

代生物化学重点实验室和广东海洋大学海洋资源与环境监测

中心，有较为先进的实验设备。有一支稳定高素质的导师队



伍，现有教授8名，副教授4名，其中有博士8名，还有2名教

授是博士生导师。近年来承担了"863"、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农业部重大科技专项、教育部及广东省基金等重点项目，获

得广东省科学技术一等奖1项、三等奖2项。 十一、水产养殖

（090801） 水产养殖学科是广东省重点学科、名牌专业，

于1999年获硕士学位授予权。本学科以热带、亚热带海洋水

生经济动物为主要研究对象，已形成了鲜明的热带、亚热带

海洋特色，注重“产学研”紧密结合，着力研究解决生产中

的难点和热点课题，加速科研成果产业化。设有水产经济动

物生物学及种苗工程、水产经济动物繁殖生物学、水产经济

动物免疫学及病害控制、水产无脊椎动物增养殖及珍珠培育

、水产经济动物营养与饲料、水域生态学等研究方向。有一

支稳定高素质的导师队伍，现有教授9名，副教授9名，其中

有博士12名，还有2名教授是博士生导师。本学科点依托广东

水省水产经济动物病原生物学及流行病学重点实验室，建有

设备较为先进的繁殖生物学、渔业环境保护、营养与病害、

水产增养殖学等实验室。近年来承担国家“863”项目、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农业部科技成果转化、教育部及广东省重点

项目多项，研究经费充足。获得广东省科学技术一等奖1项、

三等奖3项。 十二、渔业资源（090803） 渔业资源学科是广

东海洋大学和中国水产科学院南海水产研究所结合南海海洋

渔业资源的地理条件与南海热带、亚热带海洋渔业生态环境

特点而建立的硕士培养点。本学科有一支稳定高素质的导师

队伍，现有研究员5名，副教授3名，在热带、亚热带渔业资

源研究领域处于国内领先水平，下设二个研究方向：（1）渔

业资源开发与保护方向。主要研究渔业资源调查与评估的理



论与方法，研究渔业资源开发与保护的关键技术与应用。（2

）渔业生态环境方向。主要研究渔业水域污染防治理论与技

术，渔业水域环境检测与保障技术，渔业水域环境可持续利

用理论与技术，渔业环境信息与信息系统应用技术，探索退

化渔业生态系统的恢复途径，遏制水域环境恶化趋势。 十三

、农业经济管理（120301） 农业经济管理是我校重点学科

，2003年获硕士学位授予权，主要研究方向有：（1）海洋经

济理论与政策；（3）渔业经济；（3）农业经济理论与政策

；（4）人口与资源环境经济学；(5)农产品贸易。本硕士点

拥有国内省内具有较大影响的导师队伍，在农业经济管理学

科领域已形成了较为系统的研究理论与方法，近年来承担完

成各类科研课题数十项、出版专著20余部、公开发表论文150

多篇，其中海洋经济与管理、渔业经济等方面的研究在国内

处于领先地位。 十四、行政管理（120401） 本专业培养既有

现代行政管理理论 ，又掌握多学科知识及管理技能的复合型

、高层次行政管理专门人才。毕业生适宜在国家机关、企事

业单位从事行政管理工作或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从事教学和

科研工作。 本专业目前设有“公共管理理论与实践”、“区

域公共事业管理”两个研究方向。开设的主要课程有公共管

理研究、政治学研究、公共政策研究、公共经济学、行政法

学、公共行政思想史、非政府组织研究、比较公共行政研究

、社区管理研究、社会学专题等。 本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学习

年限一般为3年，其中课程学习时间为1.5年，专业实践、科学

研究和完成学位论文的时间为1.5年。 本专业授予管理学硕士

学位。 报 考 须 知 一、招生人数 我校2008年共有14个学科、

专业面向全国计划招收硕士研究生180人。实际招生人数以教



育部批准的招生规模为准。各学科实际招生数将视生源和学

科情况做适当调整。 我校接收获推免资格的应届本科生报读

（优先录取为国家计划内），有意者请及时与我校研招办联

系。 二、招生类别、学费及资助办法 各专业招生人数均含国

家计划（非定向）和国家计划外（委培、自筹）两种。国家

计划内研究生不交学费，发放普通奖学金。计划外研究生每

学年学费4000元，不发放普通奖学金。计划内的名额以上级

下达的招生任务按比例分派到各专业点，具体录取人数将根

据各专业报考及上线情况作适当调整。 三、报考条件 符合下

列条件之一者，可报考我校硕士学位研究生： 1、高等学校

应届本科毕业生（入学报到时出示本科毕业证书及学位证书

。对毕业时未获毕业及学位资格者，不予录取）； 2、国家

承认学历的往届高等学校本科毕业生； 3、国家承认学历的

大学专科生毕业后工作2年以上（从大专毕业到录取为硕士生

当年的9月1日止，下同），且已取得报考专业的大学本科4门

主干课程成绩（可由教务部门出具成绩证明或出具本科自学

考试成绩通知单），达到与大学本科毕业生同等学力（包含

国家承认学历的成人高校应届本科毕业生），可选报与本人

毕业专业相同的学科、专业。同等学历考生通过初试后，须

加试两门本科专业课程。 四、报名时间、地点及事项 1、采

取全国统一的网上报名和现场照相、交费和确认相结合的报

名方式。请全国所有报考我校的考生密切关注教育部发布的

报名信息。 2、资格审查：考生的资格审查在复试时进行。

考生的报考材料必须真实可靠，凡是以假学历以及其它不真

实材料报考，或报名单位与调档单位不一致的考生，一律取

消其报考或录取资格。 3、考试时间：以教育部的通知为准



。 五、我校招生最新信息将及时在我校网站公布，请考生关

注广东海洋大学研究生招生信息。 六、有关政策 我校设立研

究生普通奖学金、优秀奖学金；根据国家助学贷款政策，经

济困难学生可向银行申请助学贷款；设立“助研、助教和助

管”岗位，适当帮助经济特别困难的研究生完成学业。 单位

代码：10566 单位名称：广东海洋大学 联系部门：广东海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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