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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牛，学校按上Mlri地 }J 志编辑委员 会文1' 1 要求，决定成立刽'1笼委员会，组织编怯《上hi有级专

志·上出问汁大学志》。修志只有"存虫、资、泊、教化"的功能，对传承大学精神与学术传统，促进内植

建设与转刑提升，有着极为币蜒的现实意义和 l历史意义。

经过 1r 多万各. 2009牛:7月编辑; -L i'r' ü::式启动。在编委会、顾问组和1100多位教师团结协作下，几

纤功员 、组稿、巾稿、 反馈、修改、编辑 ， J二2010 1T4 月完成初稿。经过"四上四下"修改完岳，丁 2011

牛9月形成第四稿。其后，为满足学校百年位庆可耍，同时为确保11李志);~ iìt，学校决定分两步走，在第四

稿基础上净'阅、修改， f20121T1O月光山版 《上海归作人学盯1"1 志》。之后，对衍日丰II 内容进行调整、

浓缩、提炼， T2013{1→〉已成《上悔市级斗志·上~tJ;可洋大学志》送审与山版[作。

学校4 发展过程中!对经5次搬迁、 l 1ì欠更名，然而]始终沐风丰11雨、自强不息。对包IJ之际，国势衰悦，

受3t业救国、 教育救国思想影响，张替为 "护渔仪，张;每权" r 1904~T向情廷会议创办水i山 '子·校。经足

炎主ìí: ;，[Ot!J，张馆均力笃包1]， Jl 9121下'.{j :X叶公炮台湾正式创办江苏省立点产学校。 jt设渔扮科、制造科 ，

而附结增设养值科、 M向毛科、远汗泊业 -年科飞字。 1912-1937年，学校为中国水产、航海等事业培养众

多'自十人才，被誉 )j中国水卢教育的"低。 其后，网时局动坊，办学举步维艰，也八-三"陆i尸抗战

中校合毁丁- 日。抗战胜利后，经恢明i4 '1 i莉校友均力 ~~; 1吕 üJ=.海复兴岛复松，定名为上沁 I ìJ ;f:吴世水

产 L科学校。

解放后，学校更名为上海水卢 ι科学校。 l;jU 苗因 t已经济的恢复与发展， )J i!Í同水卢业i阜切发展;品耍，

1952牛 .(1 全国高等院校调整之际，学校升恪为上海水产学院，成只JfX:国耳;一所本科建制的高等水产学咐。

它约翰入学、尔夫大学、大同大学写一批名师先用调入学校充实师资队伍。在中央高等教育部组织T ，

参照苏联有关教学:ìl 戈Ij，学校上持， 111 尔大学水卢系参与钳制水产类守业教学计划、课挝人纲与教材，

努力优东边立巩固的水卢高等教 fr体系。

20ttr纪50-60年代，学校在师资建设、教育f~恒、科学研究等}i面发展迅述，山版了26部;J\. jι 类专

业统制教材，导~ Jt ii全国开设 - -系列水卢类况析，为国家水产高等教育的发展做了人量基础性[作。学

校11[:抖放学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办学模式，在;{ÍJ业资源明J'ì 、 j伯具沁i;L 间内、捕扣i技术、池塘芹-{(1.、海

带1扫移、 ;"I的二育珠等邻1t.或取何 一系歹IJill耍成果:涌现山一批轩名学者，如朱元~Wl 、陈子英、 τE 以康、戴

岂心、马凌云， 19yî:'了 1lt青年教师等 。

1972年学校受"文化人革命"影响搬迁到Jr'-ll、 l 办学，年学科姐设、专业 i立宜、科'古研究巧，万面矶耐前

行。改革 J+ fi义币，学校迁|可上海军 11各原址办学。 f干过儿年努力，各项韦业逐步向11J恢复、巩I;'ï l 手11提 高，

1985 年!J.:l. Z)J上海水卢大学，成见J我国第-所;J(/L 大学 3 学校的|境系、专业设置日趋多样化，数字'质量: 、

科研能力、甘JlVJ二平不|新挝高 ， jt fFi jh1~H贝卡、|叶 1一半有T. L~ 升机 。 1985年，学技与中国 ;J( (Jc .总公司合作，

nJlïtt J也吃 Jt~ ji; i 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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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科学技术进岁奖， :t市必山一 金: Ú: f l才内外有 r;~j 日IÛJ 1'(0 7.K i'-'学术骨干队衍。 1992年，学校被农业部确足为部l

j高* ，l ，'， r:、大学。

学校j左派仨 家作为我国 l快的代表山用;匡I ~!j、内洋ìL会议，负责赳71有关 t: 届经济医等平案和 |会谈， 参

加政府间双边渔业协定谈判，为她护国家向汗权益做山贡献。长期以米，学校在7.K/'养殖、水产捕捞、

渔业资源、水产品加工、泄l业经济等领域形成明显特色和优势，可f养了大批水产科技fJ--卜和l优秀人才，

为我~r~水产业的发展做出需要贡献。

为适应上向高校布)ilJ纣构i队j 也;lι;j，上再市于2004年决定将学校搬迁至南汇新城。 2006年 l月沪城环

路校区正式奠幕，成为学校发眠的旦程碑和|新起点 。 2008牛，沪城环路校lR在一片滩涂手11卢苇荡拨地ITrJ

起， 10 多公顷校园风景如画，万名学子意气风发。 全校师生发扬"攻坚克难、勇往直前，敢挑重担、无

私车i肤，遵守诺言4 顾全大局" , )顺利完成主体搬迁。这是"勘朴忠实"校ì)1问'if中的继承和弘扬，是学

校吁:命力、凝聚力、创造力的重旦今体现。同年3月，学校经教育部批准旦名为上海内河)(学。

承上启下，开创;斗中米:春风化雨，奋进不止。 2007年，江泽民为学校题 i叫"培育向洋科技人才，探

究;l4色肚界奥秘" , 2008年为学校应写上海海洋大学校名， 2012年为学校百年校庆题词"发扬优良传统，

不断开拓创新，把上海问洋大学建设成为一流的高水平特色大学"勉励全校师生努力由水产向市汗拓

展、转111，不断开创新局面。学校根据党的十八大建设"海洋强因"的精神，以及胡锦iJj r;;J志"要大力

发展海洋经济F 科学开发海洋资源，维护向洋权益"的要求，把挺住国家海汀局、农业部与上梅市共m

的机遇，深入实施教育质量工程，大力提向教学质ill.，不断加强学科建设力度和师资队伍建设，努力培

养德才兼备的创新型人才，提高科研创新能力，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做山更大贡献。

期望通过编第《上海市级斗-志 ·上海海洋大学志)) ，激励全体海大人团纣一致、自强不息，努力挫功

学校各项事业发展，为建设"流的高水平特色大学"谱写新的衍 ~~i': ! 

2 

《上海市级午，ι· 上海内洋大'于'志》编主军委贝会

2013 年 4 月 20 日



凡例

一、《上11:] 1 Jj级仁志·上沟沟汁大学志》 以马ylJ L义、毛泽尔思lt! 、邓小于 Jm 论、" 二三个代表"币些思

想和l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边-循 《关 J 建国以米党(1<)若十历史问题的决议》 精神，坚持实事求是以01'j ， 力求

全面、准确地1~述上沟沟汗大学的历史.用史实说 i击，好力体现学校历史传统 与特色。

一 、本忘记述内容时限:上白 1904 牛翰林院修服张誓向情廷提议创办水/'竿'校，下限j孟至 2011 ~T 12 

月 31 日。

三、本志采山述、~、志、传、 表、四哇，ι体1~述，文字力求准确、 简明、流畅。

四、本，志由图片、高J言、凡例、日录、概述、人事1~、正文丰11币 1~组成，止文共 13 1币，每;;;}下设晋 、

节、目 。 照片放 T 志首，表随文排列。

五、本志泊刷、 民国时期使}↓J历史纪f下，新中国成立后采山公兀纪牛。 i记己述中月f丙~~ "~角解yf午f彷古放义划币前tγ"飞P 、J‘" fú', 

I币亏飞 系指 1 949 1:牛下 5 月 2刀7 日上扩、叫'J'fìJ.放义前、 j盯口勺

;\、本志人物收录分传略、简介、去及名录，以古系人。传略1~述己故人物，报卒牛排列:简介1L述

健在人物，按生牛排列 。 入j主人物上要是学校创办人及在;K，;': ~~7L:i:ì ，(高等教育与学术研究上有贡献的学校

人十。

七、人物直~K其名，必要时在人名前川职务名称。钊在名称、 L业术居第 一次山I见时}↓J全称，其后 ~IJ

~I-j 简称。

八、本志行为规也依据天) <<上山市志 (1978-2010) ~l芸行文规范》。 本志行文使用 [fl~<周定的标准简

化字、标点符号手11标准计 ll f 单位。历史时期的计 id 附山 18称。公元纪牛、日期、订算、统计数据牛?中的数

字}↓J 问拉伯数字。

十、本志资料主要米源丁上向m汁'大学也菜馆、 上梅|有档案馆、中国第 -历史中li菜旧、斗、· 山山来馆、

Thj且fii ;菜馆档案， <<上向水卢大学'史( 19 12 - 2002 )))、《上海海汗大学百年二、( 191 2 -20 1 1) ))、报干Ij、 守己

手11 文章， llx由作者综合，部分1lX白丁上级文1' 1 及本校文{'I 、报lj 、年鉴、领导讲话、 非 :;11: 、 1 11 1忆录、 -的问

求咋，一般不注明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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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其他组织、社团 斗?

第一节 学作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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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其他社会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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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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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节奖励与处分

第四节助学

第五节征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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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专业设置与培养目标 J5~ 

:在. . .\~飞r 料 C 、 1 1'.

第二节本科仁、1"

第二章 教学计划与课程体系

第.-节

第二 .'rJ

第 P 三怡

江苏省立水产学校及专科学校时期

上向水1 、'学院、 Jf;[ 门水产学|玩时期

上向水卢入学时期

第四 fl 上沟沟/F入学时期

第三章教学建设

第一 1'1 黑白建设

第 - fJ 到本l'Jl i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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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 ， J 'J.. ;l':<. 'JT=( )二 Lλ



第四童教学管理

却节校学管用组织

第二」卢

第王兰Ii

教学质量管理

教学评估实践

第五章教学改革

第一节 人才培养方案与培养模式改革

第一吁:

第三节

学分制及其教学轩理改斗

本科教学改革与质量工程

第五篇研究生教育

第一童学科、专业设置 J.o5 
第一节硕士生

第二节 博士生

第三节 专业学位

第四节科研活动与优秀成果

第二章教育管理

第一节 教学质最管理

第二节 导师队伍建设

第三章学位工作

第一节 学位评定委员会

第=节 学位管理与投予

第四章招生、分配与就业

第一节招生

第二节 分配与就业

第六篇 思想政治教育与校园文化

第一章思想政治教育 ~If\ 

第 一 节

第 1节

慨况

思想政治理论课

第 二节校fR

211 四节 心理倪政教育与心理咨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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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车训与军事理~台教育

第六-J~ 易班建设

第二章 精神文明创建活动

第一节 初级建设阶段

第 - -- 'IJ 建设发展阶段

第三章 校园文化

第 - - 'IJ- 文化活动设施

第7币' 校同文化节

第三节 艺术闭体

第且 I~ 节 志愿有-服务

第七fZ 学科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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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第

第

第二章重点学科建设

第一节国家~{F l.(学科

2己怡- 农业部 .IJt }.I ， I~学科

第三 ii 上沟 r1í i古人'J、学科

第四节 上沟 r1ï教育委员会 屯 .'红学科

第三章 世界银行农业教育贷敦项目

第一J内 向 j旧世界银行贷款概训

第一伯 世界妇H于贷款建设项目

第三节 工商目评价与市ì l

第八fa 科学研究

第一章组织机构与人员 之cr l
川
节

第 学术梯队

第 丁 fli 学术引 用

第二章研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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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 节

第三 J内

上向高校水F养殖 E-研究院

;1寻 ~l ，f斗·子:lVI究|吭

第四节农业研究院

第三章 主要科研活动与成果

第一节 主要科研活动

第二节主要成果

第四章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第一 w 设置与管理

第-'li 博士后科ìijf流动站慨况

第五童学术交流

扑
币
川
口
H
币

一
一
二

妃
第
第

1在安学术活动

科技服务与/'学。f结合

辞书与工具书编篡

第四节 学术刊物

第九篇教育设施

第一章实验室 与>>

U~ - ' .fi 建设

第二市

第三节

肃点实验:在

实验主管理

第二章图书馆

第一节' 沿革

第工节馆藏

第二节服务

第三章 现代信息与教育技术中心

第一节 网络建设

第τ吧j 网站建设

第三节教育技术服务

第四章 教学设施与研究实习基地

第一节 生产实习船

第一节

第三节

教学巫!也

虫'习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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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档案馆与校史馆

第一节 档案馆

第丁二怡 校史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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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体育场馆

第十篇对外交流与合作

第一章留学生 ~~9 
第一节把牛

第7币教学

第→节钉'用

第二章国际合作

第一节外，t~t; 家聘请

第 二节校际合作

第=节国际金 i义

第四节 合作科研

第五怕 合作办学

第j呼吁Y !U/K茸的

m七节 1[;1际组织合作

记八怕 的阳;银~~ì~

第十一斜 后勤保阵与校办产业

第一章校区建设 斗之!

第一节 吴陆炮台湾校也

第节复兴岛校医

第二二节 军工路校医;

第四节 厦 f H县荧校lx:

第五节 学向路校医

2丁/、\fJ 沪:lifF.H各1"~lx



第二章财务与审计

第一节 财务管1m体制与11只能

第一节 财务圳 ，-;'， jl;IJ 腔:

第±7节教育经货r\"l~i

知四十i 基本建设经费管用

第五节 学校;真金管理

第六币币íì-I

第三章 资产管理与物资采购
H
刊
州
币
仆
币

一

一
…
一一
一

第
第
第

房地户节'理

物资设备采购

资产设备管理

第四章后勤服务

第一节 餐饮膳食设施和管理

第二节 学生宿舍任理和|服务

第三节 交通与生活服务

第四节校园环统 与卫生

第1L节医疗保健

第五章安全保卫

第一节泊安管理

第二节消防管理

第二节户籍忏ÆIJl.‘

第六章校办产业

第一节' 沿革

第一节 资产经营公司

水产与生命学院 牛bï
海洋科学学院

食品学院

经济管理学院

工程学院

信息学院

人文学院

外国语学院

第十二篇学院(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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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恩学院

成人教育学院

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社会科学部

第十二;篇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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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上;叮JJ/( 大号前身为张1平、此炎培万戈1]，张惚l.]:j] T民国 JL1T. (1912 年) (1甘江苏省立水产学校，是

L扫 1 1、|历史最悠久的水产高等学府之以?:子为"牛， bl:j 现代水/'技育的摇篮"。

It校初明，学校首先后旦名为第四中山人学农学|玩水产学校、 U~苏大学农学院水!"，.'/:校、 P:I主中央

大学农学院水产学校1气。民 11126 牛八一二、胎沪抗战期间，校舍毁 r 日本f2华军炮火，部分帅牛内迁至四

川合 J 11 (今E[t庆合) 11 )。国民政府为维结水f-教育，二J 民国 28 牛在四川合川同 飞/.Zl第二中学 i交\/;1<.卢部。

盯战组为|且主四川水产职业字校。

抗战胜利后，经侯朝阳军立国力结H'" J 民 I I'I 36 牛在上海复兴岛复校，足名为上海市立呆地水rι 些

利于:校。民国朋间，学校为中|主|水沪、航运气于非业拮养众多技术人才。

解放后，经上自出政局批准，将军 ，'.路 334 号原[I~民政府中央水产实骑所们血肉产丰11 上地拨予学校，

Jí r 1951 1f:阵学校更名为上市水产ι科学校。

1952 年全|耳高校院系调整期间，中国第一所本科肉等水卢学问~t一一-上向;J(/' 学院成立 ， jt Jf丁[ 1:1 ~圣约

1喝大学、尔;1:大学、大同入学等调入一批名教段， )1 连步完善投学设施。 1956 牛'在中央日~I} :r生育部 七开

下，学校参照苏联水产高等教育经骑，南IJ订水'"人类本科专业教学计划、 i~科教学大纲。而在J1<./':r';日 U~

下，纠~H宾全 k8统都i投材。 1958 牛起，组织师生下油区和农村进行锻炼，开hUT关实践教学1.)科学研究|

作。

受"文化大革命"影响，学校丁 1972 牛搬迁至桶建厦门柴夫，更名 J'l J~1
、

J水产学院。「大教职|一

克服各种性|唯，坚j4 校学 IJ科研，为水产敦白渔业发展做山积极以↓i比

1979 牛，国务院批准上悔水卢学院{L上海原址复校，保\Yì J >J: I' J水卢学院继f主办学。经过几牛将力，

教学 !j科研得到恢复和|发展。

1985 牛，经农牧白业部批准，学校更名为上白水产大学。经师生并心协力，团结进取，学校的教学

与科研水平何到不断提í:':j ， 1985-2000 牛获何 1 1 ;1 东自然科学奖三年;一奖吓数十Jííj 旧东级科研成果奖主义教芋'

成果奖，综合实力明显提升。 20 时纪末，农业部响应学校为 LT(点建设|均校之 。

2000 年，恨据国务院文刊和lj问，学校实行阔地化:{:;JI~ .由中央与地方共毡，以地方节'理沟主。进入

21 世纪， J.J;主向国东海洋韦业发展'尚耍，学校于 2008 年约技育部批准更名为上沟沟洋人学。只J í.ß 设海

d强国手11 发展水产业， 1 1;]家沟洋局、农业部先而下 2009 、 2011 年JJJ~海市决定共建上海海洋大'手。

i占 L;í)j末 jt)j，状 iL 、翰林|在修n号张弯 (于手; ~吁 ，号ï'!:i l屯 ) J 光?吕-十九年( lCJO:l 作)赴日 本~察实忡

fll ~'!dì ， '\n 1 斗-;: i(lt \I[;!!.( ïj( ) '邸'内 向 i:长于Î :~~rrr11 I, H ' , j主 .. (}!1.~ I可 人 II J }líiL他 I <.<J 丰企 !m(U II !jC: H '川|川' H1 Î1I Ít 他 . 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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