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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4_B8_83_E5_B1_8A_E5_c77_645290.htm 由国务院学位委员

会办公室，全国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指导委员会（以下简

称教指委）共同组织，重庆大学研究生院承办的第七届全国

工程硕士研究生教育工作研讨会于2010年9月27日至28日在重

庆市召开。会议的主题是“推进全日制和非全日制工程硕士

培养工作，提高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质量”。会议围绕“在课

程教学、实践教学、论文工作等方面，进一步协调推进全日

制和非全日制工程硕士的培养工作；密切与企业的联系，落

实实践教学环节，保证实践教学质量；吸引优质生源，科学

选拔考生；形成规范合理的培养制度”等议题进行研讨。 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工农学科处处长任增林、正处级调研

员雍翠菊、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舒立春教授、重庆大学

副校长张宗益教授出席会议。舒立春代表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张宗益代表重庆大学分别致欢迎词。教指委委员兼秘书长

贺克斌教授和部分委员参加了会议。开幕式和大会由教指委

委员、华南理工大学副校长朱敏教授主持。 任增林作了题为

“明确使命任务，推动改革创新”的重要报告。报告强调，

面对当前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形势，各培养单位应将培养工程

师作为工程硕士教育的当然使命，更加注重培养工作，共同

推动工程硕士教育健康发展。 贺克斌作了题为“全面推进工

程硕士教育科学发展”的主题报告。报告概述了1997年至今

工程硕士教育所取得的成绩和经验，介绍了第三届教指委成

立以来面临的两大任务，一是如何做好全日制工程硕士培养



的指导和咨询工作；二是如何处理好全日制和非全日制培养

的关系。报告分析了美国硕士教育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

，历经由学术型向应用型转型的过程。报告指出，美国硕士

教育的发展变化值得我们研究与思考。报告强调，自设置工

程硕士以来，工程硕士教育主要以非全日制培养的方式开展

，并取得了经验、形成了特色，受到了企业肯定，成为工程

技术人员成长的重要途径之一。为此，应继续加强、完善和

发展。报告指出，工程硕士教育要发挥应用型人才培养主渠

道的作用，不能局限于单一的模式和渠道，必须创新模式，

拓宽渠道。全日制和非全日制，只是培养方式的不同，生源

对象的不同。当前，两者都有大量的社会需求，都将对社会

发展起到积极作用。报告阐释了全日制培养所面临的机遇与

挑战，指出必须处理好“拉力、推力与动力”、“工学硕士

、非全日制工程硕士、全日制工程硕士三类学生”、“课程

学习、实践教学与论文工作”、“专业实践、工程实践”等

四种关系；报告最后介绍了部分学校在全日制培养方面的改

革特色与经验。 教指委委员、中国工程院办公厅副主任李仁

涵教授作了题为“对我国工程教育的再认识”的报告。报告

介绍了我国当前工程建设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分析了当代工

程建设与技术发展的趋势，国际和国内工程技术人员的新需

求，以及我国高等工程教育在现代工程发展中所面临的新任

务，并从产业需求的角度对工程硕士教育提出了新希望。 教

指委委员、北京理工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李镇教授作了题为

“积极探索、改革创新、努力推进工程硕士与职业任职资格

认证的对接”的报告。报告介绍了职业资格的若干基本概念

，相关法律法规和职业资格认证的现状，介绍了教指委为推



动工作所做的努力、取得的进展和面临的困难，阐释了进一

步推动工程硕士与职业资格认证对接，对于工程硕士培养工

作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教指委重大研究课题组负责人、清华

大学研究生院培养办公室主任刘惠琴教授作了题为“工程领

域设置原则与工程硕士培养模式”的报告。报告介绍了工程

领域在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中的作用，介绍了课题组对工程

领域内涵、工程领域与学科、行业、职业的关系等研究成果

。 1997年设置工程硕士专业学位以来，在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和教育部的领导下，在全体培养单位共同探索与实践下，工

程硕士教育快速发展，成为目前培养单位最多、领域覆盖面

最广、培养规模最大、企业和社会评价较好的专业学位，为

国家建设、经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为促进各培养单位共

同提高，更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更好地服务企业

和工程建设部门，教指委决定开展“工程硕士研究生教育创

新院校”的评选活动。27日下午，首次举办了“全国工程硕

士研究生教育工作经验与成果交流展”。本次展览既是评选

活动的重要环节之一，也是各培养单位展示特色和交流经验

的平台。各参展单位将所取得的经验和成果做成展板进行展

示，并当场进行了介绍和交流。展会气氛热烈、效果明显，

受到各学校的普遍肯定。 闭幕式由教指委委员、重庆大学研

究生院常务副院长郑小林教授主持。哈尔滨工业大学研究生

院常务副院长甄良教授、天津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白海

力教授、西安交通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陈花玲教授、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黄海军教授、同济大学

研究生院副院长李晔教授、河海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姚

纬明教授、华北电力大学研究生部部长赵冬梅教授分别作为



各分组会召集人介绍了讨论的要点。具体建议如下：继续坚

持和做好非全日制培养工作，统筹协调全日制与非全日制培

养的关系；坚持两段制的入学考试方式，进一步研究并完善

工程技术人才的选拔方式和办法；研究工程技术人才特征，

加快制订包括知识结构、能力要求和职业素养为主要内容的

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标准；研究修订非全日制和全日制培养方

案指导意见；研究制订不同类型学位论文的基本要求和评价

标准；整合与优化工程领域的设置，满足经济社会发展的新

需求；调整全日制学习年限一般为2年的规定；调动教师课程

建设和教学改革的积极性，引导教师编写特色教材；强化职

业导向，教育部、人事部和相关行业协会共同推动工程硕士

培养与职业资格认证对接工作；国家出台实习方面的法规，

明确实习相关方的责权利，调动企业接受学生实习的积极性

。 雍翠菊在总结中就教指委目前的几项工作作了介绍，并就

研讨中所提出的政策性问题作了说明。她指出，本次大会参

会学校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

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