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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7_A8_8B_E7_A1_95_E5_c77_225605.htm 电子与通信工程是电

子技术与信息技术相结合的构建现代信息社会的工程领域，

电子技术是利用物理电子与光电子学、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

学的基础理论解决电子元器件、集成电路、仪器仪表及计算

机设计和制造等工程技术问题；信息技术研究信息传输、信

息交换、信息处理、信号检测等理论与技术。其工程硕士学

位授权单位培养从事信号与信息处理、通讯与信息系统、电

路与系统、电磁场与微波技术、电子元器件、集成电路等工

程技术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研修的主要课程有：政治理论

课、外语课、矩阵论、泛函分析、数值分析、半导体光电子

学导论、半导体器件物理、固体电子学、电子信息材料与技

术、现代材料分析技术、电路设计自动化、电路优化设计、

数字信息处理、信息检测与估值理论、导波原理与方法、导

波光学、微波电路理论、高等电磁场理论、应用信息论基础

、数字通讯、系统通信网络理论基础、现代管理学基础等。 

一、概述 信息技术是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柱。信

息产业，包括信息交流所用的媒介（如通信、广播电视、报

刊图书以及信息服务）、信息采集、传输和处理所需用的器

件设备和原材料的制造和销售，以至计算机、光纤、卫星、

激光、自动控制等由于其技术新、产值高、范围广而已成为

或正在成为许多国家或地区的支柱产业。电子技术及微电子

技术的迅猛发展给新技术革命带来根本性和普遍性的影响，

电子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既出现了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和计



算机，又促成了现代通信的实现。电子技术正在向光子技术

演进，微电子集成正在引伸至光子集成。光子技术和电子技

术的结合与发展，正在推动通信向全光化方向通信的快速发

展，而通信与计算机越来越紧密的结合与发展，正在构建崭

新的网络社会和数字时代。 电子与通信工程领域涉及了信息

与通信系统和电子科学与技术两个一级学科以及通信与信息

系统、信号与信息处理、电路与系统、电磁场与微波技术、

物理电子与光电子学、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等六个二级学

科。研究内容包括信息传输、信息交换、信息处理、信号检

测、集成电路设计与制造、电子元器件、微波与天线、仪器

仪表技术、计算机工程与应用等。 二、培养目标 培养从事通

信与信息系统、信号与信息处理、电路与系统、电磁场与微

波技术、物理电子与光电子学、微电子学与固体电子学等学

科，从事光纤通信、计算机与数据通信、卫星通信、移动通

信、多媒体通信、信号与信息处理、通信网设计与管理，集

成电路设计与制造、电子元器件、电磁场与微波技术等领域

从事管理、研究、设计运营、维修和开发的高级工程技术和

管理人才。 电子与通信工程领域工程硕士要求掌握本领域扎

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以及管理知识，较为熟练地

掌握一门外国语，掌握解决工程问题的先进技术方法和现代

技术手段，具有创新意识和独立承担工程技术或工程管理等

方面的能力。 三、领域范围 由于工程硕士是直接为企业培养

的高层次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人才，以行业来看覆盖面为：

通信系统与通信网及其设备，广播电视系统与设备，电子仪

器仪表，集成电路与微电子系统，电子、光子及光电子元器

件，电真空器件，家用电器，微波器件、设备与系统，电子



材料与纳米材料等。 从工程技术角度来看，本领域包括：计

算机通信网络及其安全技术，移动通信与个人通信，卫星通

信、光通信，宽带通信与宽带通信网，多媒体通信，语音处

理及人机交互，图像处理与图像通信，信号处理及其应用技

术，集成电路设计与制造，电子设计自动化（EDA）技术及

其应用，通信与测量系统的电路技术，微波技术及其应用，

微波传输、辐射及散射，微波电路，微波元器件，微波工程

，光电子学与光纤通信工程，信息光电子工程，电子束、离

子束及显示工程，真空电子工程，电子与光电子器件，微电

子系统设计与制备，纳米材料与技术。 四、课程设置 基础课

：自然辩证法、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外语、矩阵理论、随机

过程与排队论、高等代数、应用泛函分析、数值分析等。 技

术基础课：应用信息论基础、统计信号处理、数字通信、系

统通信网理论基础、数字信号处理、信号检测与估值理论、

导波原理与方法、微波电路理论、高等模拟集成电路、高等

电磁场理论、导波光学、半导体光电子学导论、半导体器件

物理、电路的优化设计、电子设计自动化、VLSI系统设计基

础、固体电子学、电子信息材料与技术、现代材料分析技术

、软件技术基础等。 专业课：专业课程可由各培养点根据各

自的培养方向和行业实际需要确定。 上述课程可定为学位课

和非学位课。课程学习总学分不少于28学分。 五、学位论文 

工程硕士的学位论文的选题直接来源于生产实际或具有明确

的生产背景和应用价值。学位论文选题应具有一定的技术难

度、先进性和工作量，能体现工程硕士研究生综合运用科学

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学位论文

选题一般应与工程硕士生所在单位的科研或工程项目相结合



，可以是一个完整的工程项目策划、工程设计项目或技术改

革项目，可以是技术工程研究专题，也可以是新工艺、新设

备、新材料、新产品的研制与开发。学位论文应包括：课题

意义的说明、国内外动态、设计方案的比较与评估、需要解

决的主要问题和途径、本人在课题中所做的工作、理论分析

、设计计算书、测试装置和试验手段、计算程序、试验数据

处理、必要的图纸、图表曲线与结论、结果的技术和经济效

果分析、所引用的参考文献等。与他人合作或前人基础上继

续进行的课题，必须在论文中明确指出本人所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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