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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电力击学
CHINA ELECTRlC POWER UNIVERSlTY

华北电力大学是教育部直属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21 1工程”和“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

台”重点建设大学。201 7年，学校进入国家“双一流”建设高校行列，重点建设能源电力科学与

工程学科群，全面开启了建设世界一流学科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的新征程。

学校1958年创建于北京，原名北京电力学院。学校长期隶属于国家电力部门管理。2003年，

学校划转教育部管理，现由国家电网有限公司、中国南方电网有限公司、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

等12家特大型电力集团和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组成的理事会与教育部共建。学校校部设在北京，

分设保定校区，两地实行一体化管理。

学校有67个本科专业，拥有2个国家级重点学科、25个省部级重点学科；有6个学科进入ESI

全球前1％行列，其中“工程学”学科进入全球前70强和前1‰行列；拥有6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7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3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和13个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形成了

培养本科、硕士、博士的完整教育体系。学校现有15个国家级一流专业，1 1个国家级特色专业，

4个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相关专业，12f-J国家级一流课程，2个国家级教学团队，1名国家级教学

名师，3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3个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3个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

学中心，1个国家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实验区。

学校拥有一支积极进取、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的高水平师资队伍，有中国工程院院士2人，

双聘院士10人，其他各类高层次人才百余名，有多支高水平研究团队。

学校积极参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入选国家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现有3个国家级科技创

新平台、1个国家级国际科技合作基地，6个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基地，29个省部级科技平台及

研究基地。学校依托大学理事会平台，不断深化产学研合作，与国内外100余家大型能源电力企

业达成战略合作关系；积极推进校际合作，作为主要发起单位参与组建北京高科大学联盟。学校
全力推进国际化办学进程，搭建了世界一流大学合作伙伴网络和“一带一路”沿线大学合作伙伴

网络。

站在继往开来的新起点，面向欣欣向荣的新时代，学校加快推进“双一流"特色、高质量建
设，全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为早日建成特色鲜明的高水平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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