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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冶金工程和材料工程领域工作会议纪要 2011年1月10日，

由北京科技大学研究生院主办，重庆大学研究生院承办的全

国工程硕士专业学位冶金工程和材料工程领域工作会议，在

重庆大学召开。来自40多所有关培养院校的领导和教师共90

多人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由重庆大学研究生院郑小林常务

副院长主持，重庆大学副校长张宗益教授致欢迎词，全国工

程硕士指导委员会委员，北京科技大学副校长张跃教授致词

，并向参会院校介绍了全国工程硕士教育指导委员会近来所

做的工作，传达了全国教育指导委员会对未来工程硕士专业

学位工作的重点。重庆大学校长助理，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

院长刘庆教授介绍了重庆大学材料学院发展的情况。北京科

技大学研究生院李京社常务副院长向与会代表汇报了北京科

技大学研究生院在工程硕士培养工作中的经验及今后的工作

目标。冶金工程领域组长单位，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生态学

院副院长张建良教授就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工程工程硕士这几

年的培养工作做了简单的汇报，同时针对下一步全日制工程

硕士的培养方案和学位标准的制定推出了一个初步方案。材

料工程领域组长单位北京科技大学材料学院副院长杜振民教

授汇报了首批材料工程专业学位标准制定情况。 下午大会分

为冶金工程和材料工程两个组进行讨论，针对制定冶金工程

和材料工程领域专业学位标准；冶金工程和材料工程领域全

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方案；企业工程硕士及全日制工



程硕士生源、培养质量等几个方面，与会代表们进行了积极

热烈的发言和讨论。特别是对全日制工程硕士的培养工作提

出了一些共性问题： 1、生源情况：在校本科毕业生对报考

全日制工程硕士生不积极，因入学后不能硕博连读，不能提

前工博，且对毕业就业前景不甚了解。 2、培养方案及课程

体系的建设：全日制工程硕士培养与在校普通硕士培养的区

别在于应更突出其应用实践性，在培养方案及课程体系中如

何突出它的应用实践性非常重要，其次专业实践环节应有半

年至一年时间，但企业出于生产安全、项目保密等因素很难

来安排此类生源的实践环节。 3、学位标准：全日制工程硕

士专业学位标准不能降低其质量和要求，不能简单以调研报

告，项目设计等形式作为毕业论文。 4、在社会上的认知度

：名称上易混淆，全日制工程硕士与企业工程硕士、与在校

普通硕士应用型人才培养，这三种类型都是培养应用型人才

，三种类型毕业生在社会上及用人企业中所产生的认知度，

也会关乎到全日制工程硕士培养的信誉度。 5、毕业生就业

出路：全日制工程硕士毕业生无论从生源质量到培养质量都

应在社会上有一定的认可，相关企业及用人单位才会积极录

用此类毕业生。若此类毕业生不如在校普通硕士就业率高，

全日制工程硕士培养将受到挑战。 6、企业工程硕士招生工

作的时间还应与普通硕士、全日制工程硕士的招生时间区分

开来，一方面使已有的10年多年来的企业工程硕士培养工作

有延续性，另一方面分出不同结构、不同层次、不同情况的

培养对象更有利于适应国家对人才培养的需要。 大会复会并

一致达成共识：积极探索和推进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培

养工作，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总结和完善，以适应国家“十二



五”规划中对人才培养的战略需求，这项工作已刻不容缓，

是一项非常有挑战、有意义的工作。 大会最后由北京科技大

学研究生院李京社常务副院长做大会总结发言。并提出几点

建议：(1)加强和推动工程硕士公共课程及领域核心课程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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