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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授权点建设年度报告（2021 年度） 

 

一、 学位点总体情况 

     北京市生态环境保护科学研究院成立于 1957 年，1978

年获批成为我国首批环境工程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并于当年



程、固体废物和土壤污染防治、城市生态学等，主要研究领

域如下表： 

培养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领域 

大气污染控制

工程 

城市/区域大气复合型污染成因及控制对策研究、大

气污染源排放特征及控制措施研究、大气环境管理

技术支撑体系研究、污染源排放清单编制技术、污

染物总量减排及核算技术等。 

水污染控制工

程 

水污染控制技术研发及应用推广、地表水环境恢

复、饮用水水源地保护及敏感水体保护、畜禽养殖

污染防治、农村环境保护、水生态健康评价等。 

固体废物和土

壤污染防治 

污染场地（初步）调查、详细调查、风险评估、修

复技术研发与方案设计、修复工程环境监理、生物

质资源化、餐厨垃圾资源化等。 

城市生态学 生态保护、环境规划、政策法规制定、低碳发展等。 

2. 师资队伍 

目前我院自培、联合培养研究生导师共 18 人，其中正高

12 人，占导师总人数的 67%；副高 6 人，占导师总人数的

33%。形成老中青梯队，建立起多领域、多元化的高学历人

才队伍结构，为研究生科研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团队保障。 

3. 科研项目支撑 

我院新承担及在研科研 50 余项，其中国家级科研课题

32 项，省部级科研课题 17 项，同时还承担各类市场服务项



目 600 余项。 

4. 教学平台支撑 

研究生学习资源。2021 年，我院在原有研究生专用自习

室基础上增加自习室，并重新装修，为研究生新购买专用桌

椅 30 套，配备电脑 13 台；为满足查阅文献需要，购买充值

了中国知网、国家科技图书文献中心（NSTL）数据库，为学

生学习和科研提供了更便利的条件。 

科研创新平台。以我院为依托单位的工程中心 2 个，北

京市重点实验室 2 个，国际合作基地 1 个（详见下表），充分

支撑开展教学实践和学术交流活动。 

名称 认定/指导单位 

国家城市环境污染控制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科技部 

国家环境保护工业废水污染控制工程技术（北京）中心 环境部 

污染场地风险模拟与修复北京实验室 北京市科委 

城市大气挥发性有机物污染防治技术与应用北京市重点

实验室 
北京市科委 

城市环境污染控制技术研发北京市国际科技合作基地 北京市科委 

5. 奖助体系 

我院严格执行国家、北京市相关规定， 2021 年发放研

究生助学金 20 余万元。按照《院硕士研究生奖学金暂行实

施办法》相关规定，组织评选出奖学金获得者 2 名，发放奖



金 1 万元。 

三、 研究生培养 

1. 招生、毕业情况 

2021 年按照招收计划招收自培研究生 3 人，目前在读共

计 13 人；2021 年组织应毕业学生 9 人完成学位论文答辩并

进行了派遣，分别就业于事业单位、国企等。与首都师范大

学签订联合培养协议，开展研究生联合培养工作。 

2. 思想政治教育 

我院重视研究生思想道德素质教育，将思想道德教育与

学术道德和学风建设、新生入学教育等相互结合，以研究生

导师为主，科办、党办等为辅，多方位、多部门对研究生进

行思想政治、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职业素养、职业道德的

教育和引导，按要求组织学生党员参加党支部活动，严格要

求学生遵守学术道德规范。 

在入学教育和日常管理中，强化导师作用发挥，注重教

育引导，要求学生积极参加党支部、团支部政治理论学习和

各项活动。在一年级理论课程学习期间，要求选修思想政治

课，2021 年由于疫情原因，我院充分利用现有资源，结合党

史学习要求，自设政治课程，利用党员、团员活动加强教育，

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树立正确人生观、价值观。 

3. 培养质量 

我院持续加强硕士学位论文开题、中期汇报、预答辩、



答辩全过程监管。研究生三年期间，一年级主要是课程学习，

二年级由导师安排进入课题组开展学位论文研究，三年级在

导师指导和个人研究总结基础上，完成学位论文预答辩、答

辩，保证研究生顺利毕业。不断提高研究生的科研实践和创

新能力，定期组织周例会、月会、内部交流和研讨，以短期

驻厂等实践形式，培养研究生提出问题、自我解决问题的能

力。 

充分发挥院学术委员会作用，围绕生态环境管理需求和

院学科发展计划，谋划年度工作要点，提升各学科发展水平，

营造良好学术氛围，指导研究生培养各项工作。 

为防范学术不端行为，提高学位论文质量，在研究生完

成学位论文并经导师审阅后，我院自主开展了学位论文相似

性检测，学生根据检测结果及时修改。近年来，我院受到抽

检的学位论文全部合格。 

4. 学术交流活动 

我院充分重视学术交流工作，2021 年，组织与东京都环

境科学研究所开展线上国际交流活动，组织国内交流活动和

学术讲座近 40 场，增强学术氛围，有力的拓展了研究生的视

野。 

5. 导师立德树人责任制 

严格落实导师第一责任人职责，按照《院落实硕士研究

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实施细则（试行）》中相关规定，组织开



展 8 名自培研究生导师年度评价工作，其中 7 名导师评价为

“优秀”，1 名导师评价为“良好”。 

四、 下一步工作计划 

我院将继续以提高学科建设水平、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

量为目标，坚持立德树人，进一步调动研究生积极性，大胆

创新，勇于实践，全面推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事业再上新台

阶，下一步工作重点和计划如下： 

一是持续提升导师素养，打造高质量导师队伍，形成良

好的人才结构，完善育人体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和导

师培养学生第一责任人职责。 

二是强化健全学位论文质量监管流程，加强论文质量督

导力度，严格按照制度执行学位论文开题、中期、预答辩等

环节。 

三是注重研究生管理建章立制，加强研究生管理制度完

善与落实，管理部门加强服务意识，加强信息化建设，科学、

高效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