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软件工程领域工程硕士专业学位基本要求 

 

第一部分  概况 

 

软件工程领域的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是与本工程领域任职资格相

联系的专业性学位。学位获得者应成为基础扎实、素质全面、工程实

践能力强并具有一定创新能力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工程技术和工

程管理人才。 

软件工程领域是研究以系统化、规范化、可定量的过程化方法来

开发和维护软件系统的工程领域。本领域建立在计算机科学和工程学

之上，其研究和实践涉及人力、技术、资金、进度的综合管理，是开

展最优化软件生产活动的过程。在这些过程中，涵盖了计算机科学、

数学、工程学、管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理论和方法。 

本领域的应用工程可以覆盖到涉及软件应用的所有行业，如保

险、能源、电讯、航空航天、化工、医疗保健、建筑、艺术、会计、

出版、农业、旅游、银行、金融、机械制造、运输、政府机关等行业。 

进入 21 世纪，以互联网为核心的网络与应用得到快速发展，信

息技术的应用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开放、动态、复杂的网络环境

下，灵活、可信、协同的计算资源、数据资源、软件资源、服务资源

等各种信息资源的共享和利用、无处不在的普适计算、主动可信的服

务计算等，均对软件工程领域的发展提出了巨大挑战。围绕服务计算、

云计算、社会计算、可信计算、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信息物理融合

系统、大数据等新型计算和应用模式，展开应用导向的软件工程研究

成为主流趋势。另一方面，软件工程经过数十年的研究与实践，积累

了海量的软件及相关数据，整理和分析这些数据，发现和总结软件制

品、人员、工具、活动的特点及其所反映的软件工程实践效果，成为

近几年软件工程的研究热点，这不仅能够提炼与完善软件工程理论、

方法和技术，还能支撑软件工程在新型计算和应用模式中的进一步发

展。 

 

第二部分  硕士专业学位基本要求 

http://baike.baidu.com/view/728178.htm


 

一、获本专业学位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遵纪守法，具有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诚

实守信，恪守学术规范，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杜绝抄袭与剽窃、伪

造与篡改等学术不端行为。  

掌握软件工程领域的基础理论、先进技术方法和现代技术手段，

了解本领域的技术现状和发展趋势，在本领域的某一方向具有独立从

事工程设计与运行、分析与集成、研究与开发、管理与决策能力。能

够胜任软件工程领域高层次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工作。 

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强烈的事业心和科学精神、掌握科学的

思想和方法，坚持实事求是、严谨勤奋、勇于创新，能够正确对待成

功与失败，遵守职业道德和工程伦理。  

具有良好的身心素质和环境适应能力，富有合作精神，能够正确

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及人与自然的关系。  

二、获本专业学位应掌握的基本知识 

基本知识包括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涵盖本领域任职资格涉及的

主要知识点。 

1.基础知识 

掌握扎实的基础知识，包括可选的组合数学、概率统计、矩阵理

论、数值分析等数理知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自然

辩证法概论、信息检索、知识产权、外语、软件管理与法律法规等人

文社科知识。 

2.专业知识 

掌握系统的专业知识，包括：高级语言程序设计、系统分析和设

计、算法分析与设计、分布计算、网络与信息安全、数据库设计、软

件需求、软件设计、软件构造、软件测试、软件维护、软件配置管理、

软件工程管理、软件工程过程、软件工程工具和方法、软件质量等核

心知识点以及软件服务工程、领域软件工程等可选专业知识点。 

由于软件工程应用的特殊性，往往需要特定应用领域的相关知

识，可适当开设与应用领域相关的专业课程。 

三、 获本专业学位应接受的实践训练 



通过实践环节应达到：基本熟悉本行业工作流程和相关职业及技

术规范，培养实践研究和技术创新能力，并结合实践内容完成论文选

题工作。 

实践形式可多样化，实践时间不少于半年，实践环节包括课程实

验、企业实践、课题研究等形式，实践内容可根据不同的实践形式由

校内导师或校内及企业导师决定，所完成的实践类学分应占总学分的

20%-30%左右，实践结束时所撰写的总结报告要有一定的深度、独到

的见解，实践成果直接服务于实践单位的技术开发、技术改造和高效

生产。 

四、获本专业学位应具备的基本能力 

1.获取知识能力 

能够通过检索、阅读等一切可能的途径快速获取符合自己需求的

知识，了解本领域的热点和动态，具备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2.应用知识能力 

能够综合运用所学的知识，准确发现软件工程领域的工程项目、

规划、研究、设计与开发、组织与实施等实践活动中的实际问题，提

出解决问题的思路和科学方法，并通过亲身实践加以解决；能够在工

程技术发展中善于创造性思维、勇于开展创新试验、创新开发和创新

研究 。  

3.组织协调能力 

具有良好的协调、联络、技术洽谈和国际交流能力；能够在团队

和多学科工作集体中发挥积极作用，能够高效地组织与领导实施科技

项目开发，并能解决项目实施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 

五、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1.选题要求 

软件工程领域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选题应直接来源于生产实

际或具有明确的工程背景，其研究成果要有实际应用价值，拟解决的

问题要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和工作量，选题要具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和先

进性。具体可从以下方面选取： 

（1）技术攻关、技术改造、技术推广与应用； 

（2）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新设备的研制与开发； 



（3）引进、消化、吸收和应用国外先进技术项目； 

（4）应用基础性研究、预研专题； 

（5）一个较为完整的工程技术项目或工程管理项目的规划或研

究； 

（6）工程设计与实施； 

（7）实验和实验方法研究； 

（8）技术标准制定。 

2.学位论文形式及其内容要求 

软件工程领域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的论文形式可以多样化，既可以

是研究类学位论文，如应用研究论文，也可以是设计类和产品开发类

论文，如产品研发、工程设计等，还可以是软科学论文，如调查研究

报告、工程管理论文等。  

产品研发：是指来源于软件工程领域生产实际的新产品研发、关

键部件研发、以及对国内外先进产品的引进消化再研发，包括了各种

软、硬件产品的研发。内容包括绪论、研发理论及分析、实施与性能

测试及总结等部分。 

工程设计：是指综合运用软件工程理论、科学方法、专业知识与

技术手段、技术经济、人文和环保知识，对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工程

项目、大型设备、装备及其工艺等问题从事的设计。设计方案科学合

理、数据准确，符合国家、行业标准和规范，同时符合技术经济、环

保和法律要求；内容包括绪论、设计报告、总结及必要的附件；可以

是工程图纸、工程技术方案、工艺方案等，可以用文字、图纸、表格、

模型等表述。 

应用研究：是指直接来源于软件工程实际问题或具有明确的软件

工程应用背景，综合运用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

开展应用性研究。内容包括绪论、研究与分析、应用和检验及总结等

部分。 

工程/项目管理：项目管理是指软件工程领域一次性大型复杂工

程任务的管理，研究的问题可以涉及项目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或者项

目管理的各个方面，也可以是企事业项目化管理、项目组合管理或多

项目管理问题。工程管理是指以自然科学和软件工程技术为基础的工



程任务，可以研究软件工程的各职能管理问题，也可以涉及软件工程

的各方面技术管理问题等。内容包括绪论、理论方法综述、解决方案

设计、案例分析或有效性分析及总结等部分；要求就本领域工程与项

目管理中存在的实际问题开展研究，对国内外解决该类问题的具有代

表性的管理方法及相关领域的方法进行分析、选择或必要的改进。对

该类问题的解决方案进行设计，并对该解决方案进行案例分析和验

证，或进行有效性和可行性分析。 

调研报告：是指对软件及相关领域的工程和技术命题进行调研，

通过调研发现本质，找出规律，给出结论，并针对存在或可能存在的

问题提出建议或解决方案。包括绪论、调研方法、资料和数据分析、

对策或建议及总结等部分。既要对被调研对象的国内外现状及发展趋

势进行分析，又要调研该命题的内在因素及外在因素，并对其进行深

入剖析。 

3.学位论文规范要求 

本领域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论文应条理清楚，用词准确，表述规范。

学位论文一般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封面、独创性声明、学位论文版

权使用授权书、摘要（中、外文）、关键词、论文目录、正文、参考

文献、发表文章和申请专利目录、致谢和必要的附录等。 

4.学位论文水平要求 

（1）学位论文工作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和深度，论文成果具有一

定的先进性和实用性； 

（2）学位论文工作应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论文工作量饱满； 

（3）学位论文中的文献综述应对选题所涉及的工程技术问题或

研究课题的国内外状况有清晰的描述与分析； 

（4）学位论文的正文应综合应用基础理论、科学方法、专业知

识和技术手段对所解决的科研问题或工程实际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并

能在某些方面提出独立见解。 

（5）学位论文撰写要求概念清晰，逻辑严谨，结构合理，层次

分明，文字通畅、图表清晰、概念清楚、数据可靠、计算正确。 

（6）通过学位论文研究及所开展的科研、技术开发或改造、工

程或项目管理等活动，对相对独立完成的课题获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进



行总结，鼓励发表学术论文、申请发明专利等具有创新性的成果。 

 

第三部分  编写成员 

 

马培军   哈尔滨工业大学 

王蕴红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卢  苇   北京交通大学 

任立勇   成都电子科技大学 

杨小虎   浙江大学 

肖来元   华中科技大学 

李  茹   内蒙古大学 

张  莉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林亚平   湖南大学 

姜丽红   上海交通大学 

骆  斌   南京大学 

康一梅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谭火彬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