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化学工程与工艺 

(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国家级工程教育认证专业、省级“六卓越一拔尖”

卓越人才培养创新计划专业) 

专业重要性： 

化学工业是国家的基础性和支柱性产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以新

材料、新能源为代表的新型化工支撑着航空航天、人工智能、生物医学等高新行

业的发展；以精细化工、石油化工为代表的传统化工为人们的衣食住行提供着各

种必需品。经济的兴衰看化工，国家的强盛靠化工。化工行业的发展是经济转型

升级的助推器和催化剂，对促进社会进步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专业前景： 

化学工程与工艺是研究和应用化工类生产过程以及过程技术的基本规律，解

决与生产、研究、设计和优化等有关问题的工程技术学科，是现代科学技术中发

展最迅速、应用最广泛的学科之一，对国民经济可持续发展，特别是对国防、能

源、医药、建筑、交通、环境等领域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支撑作用，在未来具

有广阔的前景。 

优势特色： 

本专业是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国家级工程教育认证专业、省级“六

卓越、一拔尖”卓越人才培养创新计划专业、校级特色专业和优势专业，是安徽

工程大学办学历史最悠久的专业之一。结合“智能化工”与“绿色化工”方面的

优势，深入推进产教融合，培养面向国家重大需求、服务区域经济建设的高级工

程技术人才。 

就业方向： 

毕业生可以在新能源（汽车）、新材料、半导体（芯片）、光电、环保、精

细化工、石油化工等领域从事科学研究、工程设计、过程控制、技术开发与管理、

化工外贸等工作。每年约 30%的学生考取 985 和 211等重点高校的研究生，整体

就业率位居省内高校前列。 

杰出校友： 

李志刚，2004 届毕业生，黔东南州科技局局长；史先磊，2005 届毕业生，

安徽省发展改革委员会副处长；马大卫，2007 届毕业生，国网安徽省电力有限

公司电力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曹春方，2007届毕业生，中山大学博士生导师，

教授；房成龙，2008 届毕业生，上海隆盛化工有限公司总经理；等等。 

培养质量： 

近些年学生获得全国大学生化工设计大赛等国家级赛事奖项近 20 项，获得

省级教学成果奖 5 项；获批国家级科研项目近 10 项，在国际知名期刊发表论文

近 200篇，授权发明专利 50余件，获安徽省科学技术进步奖 4项。 

  



应用化学 

（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省级特色专业、省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省

级“六卓越一拔尖”卓越人才培养创新计划） 

专业重要性： 

应用化学作为技术科学的一种，为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以及保护世界提

供了重要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其通过医药、农药、新材料的研制和生产、能源（尤

其是新能源）及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等，为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应用化学专业培养的化学类应用型专业人才在国家建设和经济发展中是不可或

缺的。 

专业前景： 

应用化学是以化学为基础的注重化学应用的专业，在能源、医药、环境、材

料科学等领域发挥重要作用，其与各领域之间的交叉融合有助于帮助学生学好专

业基础知识的同时，扩充学生的知识面和思维的广度。它是与人类社会关系最密

切的专业之一，在日用化工、国防工业和先进科技材料制造业都具有广泛的应用

前景，且能为本专业学生提供广阔的择业空间。 

优势特色： 

本专业始建于 2001年，2002年开始招收全日制本科生；2010年，获批省级

应用化学特色专业，同年获批省级应用化学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2021 年获批国

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本专业师资力量雄厚，96%以上教师具有博士学位，

其中教授 8名，副教授 9名，高级职称占比大于 77%。专业以国家战略发展与行

业需求为导向，设置精细化学品化学、新能源材料化学等特色专业方向，为实体

经济不断输送高质量应用型人才。 

就业方向： 

本专业培养的毕业生可以在化学化工、能源、医药、环境等领域从事科学研

究、技术开发与管理等工作。截至目前已累计培养 17 届毕业生共计 1300 余人。

毕业生历年攻读研究生比例超过 20%，就业状况良好，初次就业率超 97%。 

杰出校友： 

陈为光，2009 届毕业生，安徽省国平药业有限公司法人兼总经理；程亮，

2006 届毕业生，苏州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者）；华绍广，2006

届毕业生，中钢集团马鞍山矿山研究总院股份有限公司副院长/正高级工程师；

丁杨惠勤，2008 届毕业生，上海聚友化工有限公司董事长；朱浩杰，2015 届毕

业生，东京工业大学博士后；等等。 

培养质量： 

近年来专业教师指导在校大学生获得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20 项、

安徽省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项目 100余项、省级大学生化学实验技能竞赛二等奖

以上 10 项以及其它各类学科竞赛若干项。 

  



 

环境工程 

（省级特色专业、省级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省级“六卓越一拔尖”卓越

人才培养创新计划专业） 

专业重要性： 

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提升到一个崭新的高度，环保产业的发展已上升为国家战

略。研究如何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利用科学的手段解决日益严重的环境问

题、防治环境污染、改善环境质量，促进环境保护与社会发展，是新时代背景下

环境工程专业承担的历史使命。智能化、低碳化的新时代环保工程既能为当代经

济和社会的发展保驾护航，又能为子孙后代的可持续发展创造空间。 

专业前景： 

利用科技知识和工程学思维解决因工业发展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主要包括

水、土、气的治理和资源化利用工程以及生态环境保护工程。“十四五”期间将

保持百分之十左右的复合增速，2025 年环境产业有望突破 3 万亿元。我国的环

保科技还处在发展阶段，社会对环保科技水平的提升和对环保工程高科技人才的

需求旺盛，环保事业的蓝海亟待更多有志青年的热情、探索和专注。 

优势特色： 

安徽工程大学环境工程专业工科底蕴深厚，现为省级特色专业、省级专业综

合改革试点专业、省级“六卓越、一拔尖”卓越人才培养创新计划专业，专注于

培养具有低碳理念的新时代环保工程师。 

就业方向： 

本专业学生继续深造愿望强烈，考研率维持在 40%左右，其中过半进入 211、

985 等双一流重点大学殿堂。每年就业率高达 95%以上，主要在政府部门、环保

企业、科研院所等从事环保管理、规划、设计和环保工程技术开发和应用等工作。

大量毕业校友在国内外知名环保企业、科研院所从事管理和研发工作，同时涌现

出大量的环保新秀创业者。 

杰出校友： 

张浏，2004 届毕业生，博士，现为第八批安徽省学术和技术带头人，安徽

省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解光辉，2008 届毕业生，安徽优环环保设备制造有

限公司，总经理；陈琦，2008届毕业生，芜湖市湾沚区六朗镇镇长；郭伟，2008

届毕业生，广德市新航开发区环保分局局长；王佳佳，2012 届毕业生，博士，

硕导，湖南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等等。 

培养质量： 

在校学生连续在全国大学生节能减排社会实践与科技竞赛、安徽省大学生互

联网+创新创业大赛、“挑战杯”安徽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斩获各类

奖项。毕业生具备胜任各类复杂环境工程的分析、设计和工程管理能力，用人单

位满意度测评达到 99.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E%AF%E5%A2%83%E6%B1%A1%E6%9F%93/1298518
http://www.baidu.com/link?url=hW7ygxR-tJ5MFf82c2ss2QV7jlxcbNmbQ0vZEL9X1X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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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子材料与工程 

（省级优势传统专业改造提升专业，特色专业） 

专业重要性： 

新材料产业是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中创新最为活跃、发展最为迅猛的

新兴产业之一。安徽省高度重视新材料产业发展，将新材料产业列为“十四五”

时期重点发展的十大新兴产业之一。加快发展新材料产业特别是高分子材料，对

于引领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促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助力“双碳”目标，推进

“三地一区”建设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专业前景： 

本专业具有理工交叉的特点，培养的学生既可以从事新型聚合材料的研究，

又可以从事材料制备、加工工艺技术开发和生产技术管理工作。随着高分子新材

料与信息、能源、生物等高新技术跨学科融合加速，互联网+、材料基因组计划、

增材制造等新技术新模式蓬勃兴起，为专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历史机遇。 

优势特色： 

依托安徽省洁净催化工程实验室，洁净能源材料与资源物质转化化学重点实

验室，功能配合物材料化学与应用重点实验室三个省级平台，专业本科生共获得

30 余项国家省级创新创业项目，4 项校本科生科研项目，发表科研论文 10 篇，

申请发明专利 17 项。发挥芜湖制造业优势与奇瑞集团、安徽神剑新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等上市企业共建实习基地，采用校内外导师联合培养机制，切实提高学生

的实践及创新创业能力，学生在各项国家级省级科技竞赛中获奖 90 余项。 

就业方向： 

本专业培养的毕业生可在新材料、新能源、集成电路、家电、石油化工、汽

车、环保等领域从事研发、管理、工程设计、销售等工作，也可继续到高等院校

及研究所继续深造从事相关科学研究工作。芜湖是工业强市，具有完整的汽车制

造生产链，对高分子材料类人才需求迫切。 

杰出校友： 

陈康，2014 届毕业生，浙江理工大学副教授；席敏，2012 届毕业生，中国

科学院合肥分院副研究员；周良，2017 届毕业生，华为公司材料研究员；卢书

辉，2012 届毕业生，传化化学技术副总，等等。 

培养质量： 

专业现有专任教师 19人（不含基础课教师），其中具有博士学位 18人，高

级职称 10 人，是省级优势传统产业改造提升专业，校级特色专业，具有化学学

科硕士学位授予权和材料与化工专业学位硕士学位授予权。专业自 2008 年招生

以来已培养本科生 1000 余名，一次就业升学率达 95%以上，主要分布在长三角

地区相关企事业单位、高校院所，对行业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2022 年专业

就业率 96.9%，考研录取率达 38.5%，其中双一流院校录取率达 6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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