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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介绍浙江大学工程硕士教育的基本情况，以电气工程、软件工程、电子与通信工程三个领域为代

表，总结工程硕士教育的主要成果和经 验，并 结 合 当 前 专 业 学 位 教 育 总 体 改 革 的 基 本 要 求，提 出 学 校 进 一 步

推动工程硕士教育发展的改革思路和创新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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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１９９８年开始招收非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

以来，浙江大学工程硕士研究生教育依托长期工科

办学的优良传统、学科齐全的综合优势以及高度活

跃的区域经济环境，在学校领导的高度重视和统一

部署下取得了飞速发展。
值此评选“工 程 硕 士 研 究 生 教 育 创 新 院 校”之

际，浙江大学遴选电气工程、软件工程和电子与通信

工程３个领域参加申报，希望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推

动工程硕士教育的管理体制改革与培养模式创新，
为工程硕士教育新的跨越式发展创造条件。

一、工程硕士教育基本情况

经过１３年发展，浙江大学工程硕士研究生教育

从１９９８年录取８１人 至２００９年 录 取 超 过１３００人，
招生规模持续快速增长。目前，学校已拥有３０个工

程领域，在校学生近７０００人，累计授予学位２６００多

个，为企业发展和地方经济建设培养了大批高层次

工程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形成了良好的品牌效应

和社会认同。

表１　浙江大学获批工程领域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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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浙江大学工程硕士招生情况



图２　浙江大学工程硕士在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中的比重

二、培养模式创新的经验和措施

浙江大学充分吸收国内外工程教育先进办学经

验，实现非全日制与全日制工程硕士教育、工程硕士

与工学硕士的优势互补，以职业发展需求为目标，以
专业知识和基本工程方法为基础，体现知识体系的

交叉复合，重点加强工程应用能力的培养。

１．加强制度建设，完善工程硕士教育统筹培养

机制

先后制定《浙江大学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

管理办法》、《浙江大学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学管理实施细则》、各工程领域《专业学位研究生专

业实践教学管理办法》等规则制度，加强学术规范和

诚信教育，确保教育质量。

改 革 工 程 硕 士 及 各 领 域 的 教 育 指 导 委 员 会 制

度，增补工程专家。建立由导师和工程专家参与的

学校与行业联合教学指导委员会，在课程设置、论文

开题、研究过程到学位论文考评等各个环节体现国

家及行业的工程需求，建立相关规范和标准。

２．结合企业生产实际需求，加强课程体系设置

和课程内容设计

（１）充分利用浙江大学的学科综合优势，综合有

关支撑学科的专业知识，设置了宽口径的专业基础

课程，强调工程硕士作为工程技术开发和管理人才，

应掌握必要的数学类、方法类和有一定覆盖面的领

域公共基础等知识，并具备能应用计算机、英语、文

献检索与论文写作、国内外行业标准与惯例等实用

工具获取新信息和知识的能力［１］。
（２）在大型企业设立的工程硕士教学班中，根据

学员知识结构、素质要求、思维特点，结合企业的实

际需求，较灵活地安排了适用于不同方向需要的应

用类、实验类和工程类的选修课程，受到普遍欢迎；

（３）站在行业前沿，瞄准学科发展方向，注重给

学生传授最新的知识，设置前沿讲座等课程；特别注

重提高课程的国际化水平，例如在浙江省电力公司

的经济支持下，电气工程专业选派与省电力系统合

作办学的２００１级５０位学员到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

大学学习、调研３个月，系统学习电力系统行业国外

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３．高度重视实践环节，探索实践教学新模式

充分贯彻 和 体 现“集 中 实 践 与 分 段 实 践”相 结

合、“校内实践和现场实践”相结合、“专业实践与论

文工作”相 结 合 的 原 则，采 取 多 种 方 式 开 展 实 践 教

学，不仅有利于发挥两个“主体”的作用，也可利用两

方面的教学资源，把人才培养与解决企业技术问题

结合起来［２］：（１）由系、研究所选派学生进入研究生

校外培养基地，结合论文工作进行专业实践；（２）由

导师结合自身所承担的企事业单位实际应用背景科

研课题，安排学生结合论文工作到现场进行专业实

践；（３）进入企事业单位，参与科研或工程项目、技术

岗位锻炼、管理岗位锻炼以及其他形式实践等，累计

时间达到半年及以上；（４）在校内参与导师的实际应

用背景科研项目，参与现场调研及试验，累计时间达

到半年及以上。
特别是软件学院采取了与课程相结合的三段式

学习模式，成效非常显著：
（１）在完成基础课程学习后，开展以“实训课程”

为主要手段的第二阶段学习，选取企业的实际工程

项目为实训学习题目，要求学生将按照企业级的项

目开发和管理方式演练该项目，直接扮演项目开发

组中项目经理、技术经理、配置管理员、软件工程师、
测试工程师等角色，了解开发团队中的角色、过程、
规范和执行方法。

（２）继续开展以企业实习为特色的第三阶段学

习。实际参与企业实际项目，培养学生工程实践能

力和面向社会环境的基本技能。目前，学院已经在

６０多家企业建立了比较稳定的实习基地，其中杭州

有２１家，上海 有１０家，北 京 有６家，包 括ＩＢＭ、微

软、华为、华三、思科、浙大网新、虹软、亚信科技、阿

里巴巴、Ｉｎｔｅｌ、上海ＥＢＡＹ、上海微创、文思创新等公

司。

４．做好学位论文的过程管理，提高论文质量

制定严格的质量评审制度，要求学位论文紧密

结合工程实际，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先进性和应用价

值，同时也应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在此基础上，积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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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适合工程硕士研究生的论文评价方法，研究并

确定论文规格和标准，明确学位论文选题可来源于

应用课题或现实问题，有明确的职业背景和应用价

值，在形式上可采用应用基础研究、工程需求分析、
系统设计、系统或产品开发、系统或产品测试、项目

管理等多种形式，体现学生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

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以软件学院２００９年情况为例，授予工程硕士学

位人员２４８位，其中论文选题与学员工作实际相结

合的有１２０位，与实习企业项目相结合的有１１４位，
与导师横向项目相结合的１４位；开题报告论证提交

修改率为１６％，论文格式审查修改率３０％，论文评

阅通过率８９％，答辩通过率９１％。

三、管理体制改革的宗旨与内容

浙江大学工程硕士研究生教育以《国家中长期

教育改革和 发 展 规 划 纲 要》为 指 导，认 真 贯 彻 落 实

《专业学位教育发展总体方案》精神，以创建具有浙

江大学特色的、适应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工程硕士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教学体系为目标，不断改革思

想、更新观念，探索建立学术性和应用性相统一的人

才培养机制、质量保证机制和校地（校企）合作机制

的方法和途径，实现科学学位教育和专业学位教育

的协 调 发 展，达 到 办 学 规 模、结 构 和 效 益 的 综 合

平衡。
（１）改革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选拔

机制，提高免试生比重，通过减免学费等优惠措施吸

引９８５院校学生攻读全日制工程硕士，不断提高生

源质量。对于办学积极性较高、改革力度较大的院

系，通过原有计划中划一部分和学校给一部分的方

式，增加工程硕士招生名额。同时，以“卓越工程师

计划”等项目为基础，建立从本科到研究生的一贯制

应用型工程人才选拔机制。
（２）坚持专业学位教育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继

续做好教学质量自评和院校两级评价工作，增强学

校对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的监督和管

理力度。积极引入行业、企业和社会团体、专业组织

参与到工程硕士研究生教育管理过程，从应用性、实
践性、社会性和职业性角度出发，探索开展第三方评

估的方法与途径，逐步建立起一套反映学科特点和

社会实际需求的评价指标体系，最终形成全方位的

立体监控机制。

（３）完善工程硕士教育指导委员会制度，并明确

与下属各专业领域教育指导委员会的职能关系和运

作机制；规定各委员会委员生成办法，确保委员中来

自工程实践一线的优秀专业人员占委员总数的三分

之一，更好地发挥宏观指导和决策功能。
（４）进一步整合校内资源，加大经费投入力度。

成立工程硕士教育管理中心，通过在“９８５”三期创新

人才培养经费中单独立项形式，不断加大在工程硕

士综合改革试点单位的投入力度，同时扩大和落实

办学自主权，将更多的自主权下放至学部和院系，更
好地协调跨学部、跨学院（系）的业务关系，构建大平

台，开展大合作。
（５）推动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机制改革。严格

执行国家和浙江省关于工程硕士研究生教育收费的

各项规定，进一步完善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奖助

贷制度，增加单项奖学金的种类和额度，研究建立面

向非全日制脱产工程硕士（如软件工程等）专业学位

研究生的资助体系。
（６）深化 学 校 与 各 地 区、企 业 和 行 业 的 合 作 关

系，利用挂职锻炼基地等多种途径，建立起以领域为

单位较为 完 整 的 实 践 基 地 体 系。结 合 校 外 导 师 制

度，加强对实践基地的管理与考核。根据实践基地

业务的综合性，不同院系可共用一个基地，实现资源

的有效共享。通过成果转移、技术服务、人才培养和

科研合作等方式，增强实践基地的稳定性，探索实践

基地建设的长效机制。

四、办学成效与社会评价

浙江大学工程硕士研究生教育经过十多年的积

累，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例如在电气工程领域，浙江大学与浙江省电力

公司、胜利油田合作培养的已授予工程硕士学位的

７７名学员，大多 已 在 生 产、科 研、技 术 管 理、技 术 改

造以及消化引进技术等方面起到了骨干作用。省电

力公司班５０位学员入学前高级工程师１人，目前高

级工程师４１位；入学前只有１２位担任中层干部，目
前有４７位担任中层以上干部，其中有１０位在处级

领导岗位上；胜利油田班２８位学员，入学前高级工

程师７位，目前高级工程师２５位（其中教授级高级

工程师２位）。浙江省电力公司、山东胜利油田管理

局电力公司、杭州余杭供电局等合作办学单位还专

程发函对我校电气工程教育的优质办学表示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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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电子与通信工程领域２００５、２００６两年获得工程硕

士学位的学员中，据不完全统计，取得３０多项科研

成果，在国内外各类刊物上发表了论文６０多篇。
在此过程里，还涌现出一批优秀学员。如２００３

级电气工程硕士学员俞慧忠自２００４年以来承担国

家、省科技项目６项，主持开发的新产品有４项达国

内领先水平，１项填补国内空白，获市厅级以上科技

奖８项，发表专业论文１１篇，参与制定 国 家 标 准１
项，获实用新型专利１０项、发明专利３项、软件著作

权３项；所负责的“智能型高压电器研发创新团队”
被遴选为浙江省首批重点企业技术创新团队，先后

被评为衢州市第三届拔尖人才、衢州市１１５人才第

一层次培养人 员、全 国 机 械 工 业 劳 动 模 范、２００９年

度浙江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等。软件工程专业

２００４级学员牟 明 星 担 任 上 海 财 客 信 息 技 术 有 限 公

司技术总监，他创办的财客在线经历４年多的市场

发展，已拥有在线用户３０多万，成长为中国最大的

在线财务管理平台。
上述三个领域的典型事迹是我校工程硕士教育

成果的一 个 缩 影。在 各 领 域 培 养 院 系 的 共 同 努 力

下，浙江大学工程硕士教育已经成为连接我校与地

区、企业的重要桥梁。来自巨化集团的刘建青和谢

方友在２００７年获评为“做出突出贡献的工程硕士学

位获得者”。软件学院在２００６年中国软件协会对全

国３６所示范性软件学院的验收中成为９所合格单

位之一，现成为浙江大学和宁波市战略合作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宁波市世博会期间两个对外展示窗口

之一。
这些成绩的取得，表明浙江大学工程硕士研究

生教育在健康发展过程中不断自我完善、自我突破、
形成特色。随着新一轮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改革浪

潮的到来，工程硕士教育将迎来新的发展高峰，其光

明的前景令人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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