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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南省情况介绍 

二、海南大学情况介绍 

三、合作机遇与期望 



海南大学校长 

清华大学博士生导师 

南海海洋资源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

主任 

中国“十大杰出青年” 

 全国先进工作者（全国劳动模范） 

首届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个人简介 
        1977年考入长春地质学院； 

        1982年公派赴日本留学； 

        1985年获得日本国立山口大学理学硕
士学位； 

        1988年获得日本东京大学工学博士学
位； 

        在日期间担任日本东京地区中国留学生
会会长； 

        1988年4月学成回国到清华大学化工系
工作（1992年晋升为材料系教授，1994年
担任博士生导师。1997--2007年担任新型
陶瓷与精细工艺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曾清
华大学学术委员会秘书长。） 

         2002年4月至2005年10月间担任青海
大学校长； 

        2007年7月起担任海南大学校长； 

        曾长期担任留日同学会副会长、留日学
人活动站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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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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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重点大学 

部省合建大学 

2018年
2月 

2018年
1月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
“支持海南大学建
设世界一流学科” 

海南省政府提出
“聚全省之力办好

海南大学” 

2018年
4月 

学校地位 



校园 4个 

学科 
涵盖了哲学、经济学、法学、文学、理学
、医学、农学、工学、管理学、艺术学等
十大门类 

教师 
3700人 

(日本留学归国博士20多人、赴日进修过教师
150多人） 

学生 近4万人 

校园面积 5160亩 

学校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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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学特色 



办学定位 立足海南  面向世界  辐射东南亚 

工作抓手 提升学生的社会竞争力和教师的学术影响力 

建设目标 建设国内一流大学、世界一流学科 

学校理念 



序号 类   别 名   称 

1 世界一流学科 以作物学为核心的热带农林学科 

2 国家级重点学科 作物遗传育种、植物学、作物栽培与耕作学 

3 
省重点建设一流

学科 
南海海洋学科 

4 一级学科博士点 

作物学、法学、生物学、信息与通信工程、生

态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化学工程与技术、食

品科学与工程、网络空间安全、工商管理 

5 
其他特色优势 

学科 
海洋水产、旅游、国际贸易等 

重点学科 



科研平台 

序号 类   别 名   称 

1 

国家重点实验室 

南海海洋资源利用省部共建国家重点实验室 

2 海南省热带生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省部共建国家重
点实验室（培育基地） 

3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热带作物种质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教育部重点实
验室 

热带生物资源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4 

热带岛屿资源先进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5 

6 
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热带作物新品种选育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7 热带多糖资源利用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 

8 农业部重点实验室 农业部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实验室（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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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大学与日本高校合作情况 

序号 合作院校 合作项目 

1 东京大学  学生交换项目、学术交流 

2 群马大学 学生交流、教师交流 

3 姬路工业大学 无 

4 神户女学院大学 无 

5 九州外国语学院 联合培养 

6 日本大学 无 

7 流通经济大学  学生交流、教师交流 

8 滋贺县立大学 学生交流、教师交流 

9 日本亚洲之友外国语学院 联合培养 

       截至2018年5月，海南大学与日本9所大学签署了校际交流与合作协议。海

南大学每年大约有60多名学生、10多位的教师赴日求学、研修、进修或交流。 



一、联合培养人才 

1.学生交换项目 

3.互派教师交流与培训 

2.学生实习实践项目 

4.大众化普及英语教学模式 



二、科研合作 

1.农业：以热带瓜果蔬菜、作物技术为核心的热带
农林科研领域的合作 

3.商业贸易：自由贸易区、国际自由贸易港相关问
题合作研究 

4.旅游：国际旅游岛相关问题研究、国际消费中心
相关问题研究 

2.海洋：南海海洋资源利用领域科研合作，例如海
洋生物资源、海洋矿物资源、海洋信息资源、海洋
牧场、海洋环境调查与保护、海洋药物等 



海南大学 

欢迎您! 

联络方式: 

 

海南大学国际合作交流处 

杨志昕 处长 

海南省海口市人民大道58号（邮编：570228） 

电话：0898-66259949 

传真：0898-66252705 

电邮: faolin@hain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