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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工程领域工程硕士专业学位基本要求 

 

第一部分  概况 

 

车辆工程领域的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是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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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辆工程领域是研究车辆、车用动力装置及零部件的设计、制造、

试验、营销、运用、管理及其相关的工程技术问题的领域，具有多学

科交叉融合、宽口径、覆盖面广、技术更新快的特点。技术特征是以

综合运用先进集成设计技术、生产制造技术、试验与检测技术、机电

液一体化技术等方式，来解决车辆研究、设计开发、产品造型、生产

制造、质量控制、检测、环保、管理、维修与营销等方面的问题。 

车辆工程领域涉及机械、交通、动力、电子、材料、化工和管理

等学科，所依托的汽车行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在我国国民经济

及国防工业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具有资金密集、技术密集、人才密

集的特点，其上下游产业链长且拉动作用大、新技术集成度高、产品

更新快。 

车辆工程领域的未来发展趋势是轻量化、电动化、电子化、信息

化和智能化。  

汽车轻量化技术快速发展。从材料方面来看，轻质材料的比重不

断攀升，铝合金、镁合金、钛合金、高强度钢、塑料、粉末冶金、碳

纤维、生态复合材料及陶瓷等的应用越来越多；从结构设计方面来看，

结构优化和零部件的模块化设计水平不断提高，如采用前轮驱动、高

刚性结构和超轻悬架结构等来达到轻量化的目的，计算机辅助集成技

术(CAX)(包括 CAD/CAE/CAM 等)和结构分析等技术快速发展；从

生产与制造工艺来看，汽车轻量化促使汽车制造业在成形方法和联接

技术上不断创新。 

汽车电动化是未来汽车技术发展的重要方向。新一代的节能环保

汽车正在全球范围内掀起一场汽车技术革命。从各种节能环保汽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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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看,纯电动车、混合动力汽车技术（包括插电式）逐渐成熟,从长

远来看,燃料电池汽车将是最终的解决方案。新能源汽车发展至今已

逐步趋于成熟，全球范围内已达到百万辆的市场容量。 

现代汽车电子化程度将不断提升，到 2015 年这个比例将达到

40%。借助汽车电子技术的应用，帮助汽车不断提升环保、节能和燃

油经济性、汽车的主动安全、被动安全以及舒适性。未来汽车的多项

新技术都建立在汽车电子技术的基础上，如动力系统、传动系统、制

动系统、悬架系统、车身系统等。 

汽车的信息化也是汽车未来发展的趋势。车联网系统的普及，使

用户借助汽车的电子设备打电话、上网、导航、查找生活信息。语音

控制等技术已经逐渐在汽车上推广应用。车联网主要为汽车提供通讯

和信息服务功能，在此基础上，为驾驶员提供紧急救援协助、实时安

全检测、被盗车辆定位等功能。汽车行驶中出现故障时，车联网通过

无线通信连接服务中心，进行远程车辆诊断，并随时为维修人员提供

准确的故障位置和原因。通过终端机屏幕接收信息并查看交通地图、

路况介绍、交通信息、安全与治安服务以及娱乐信息服务等。 

汽车的智能化是汽车发展的另一未来趋势。利用安装于车上各式

各样的传感器（这些传感器可以探测光、热、压力或其他用于监测汽

车状态的变量），在第一时间收集车内外的环境数据，进行静、动态

物体的辨识、侦测与追踪等技术上的处理，从而能够让驾驶者在最快

的时间察觉可能发生的危险，并第一时间做出主动防撞、防侧翻等处

理。智能化的驾驶辅助系统正在快速进入中级甚至入门级乘用车市

场，智能化汽车的最终发展方向是无人驾驶汽车。 

第二部分  硕士专业学位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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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恪守学术道德规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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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掌握车辆工程领域坚实的基础知识和系统的专业知识，具有承

担工程技术或工程管理工作的能力，了解本领域的技术现状和发展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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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能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工程问题。能够胜任车辆工程领域高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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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能正确

处理国家、单位、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也能正确处理人与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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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物理与力学知识，能够运用

数学语言，描述工程实际问题，建立正确的数学模型，进行科学计算

和工程分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自然辩证法、信息

检索、知识产权、外语、管理与法律法规等人文社科知识。 

2. 专业知识 

根据学生的不同学习方向，要求选择掌握系统的专业知识，包括：

现代汽车及发动机结构设计、车辆系统动力学、车辆随机振动、自动

控制理论及应用、工程经济学、车辆测试技术、车辆人机工程、汽车

制动理论、汽车电子控制技术、汽车安全性、汽车操纵动力学、汽车

传动理论、试验优化设计、试验模态分析、汽车牵引力控制技术、汽

车自动变速器控制理论、汽车发动机燃料供给及燃烧理论、汽车发动

机替代燃料、汽车尾气处理技术、汽车发动机隔振技术、试验测试控

制平台开发技术、汽车节能与环保、汽车轮胎动力学，汽车振动与噪

声，地面车辆系统分析与控制、现代电动汽车技术、混合动力汽车设

计与控制、电动轮驱动技术、汽车轻量化技术、汽车营销及项目管理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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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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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形式可多样化。对于非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可根据研究

生所在单位的特点，结合培养目标和选题意向，深化工程技术或工程

管理的研究，提高技术创新能力。对于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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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同决定，所完成的实践类学分应占总学分的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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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能通过调研和文献阅读等方式，掌握某工程问题的研究现状和

进展、存在的主要问题、解决方法与途径，并通过对不同技术路线的

综合分析对比，提出可行的解决办法。通过上述的各种学习方式，不

断提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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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科学思维、逻辑推理能力及数据

获取、数据理解和数据处理的能力，能够运用数学语言建立科学的数

学模型, 利用所从事领域相关的先进技术与方法，结合、应用或自行

开发相应的软件系统，解决本领域的工程实际和管理问题。具备至少

用一种外国语阅读本领域相关文献的能力。能对自己的研究内容、研

究方法、技术路线和研究结果进行简洁、清楚的陈述与表达，并能对

他人的研究工作进行分析、评价与借鉴。 

在工程实践能力方面要求具备在所从事的工作中发现、解决工程

实际问题的能力，包括零部件设计开发、系统分析与仿真、性能测试

与试验等能力，还包括企业管理、经济分析、法规标准等方面的技能。 

在开拓创新能力方面要求具备对新生事物的敏锐洞察力，善于学

习和掌握新的理论与方法，借鉴他人的先进思想和经验，在工作实践

中能灵活应用所学的新知识解决问题，培养开拓创新思维，具备一定

的工程应用创新能力。 

3. 组织协调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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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具备一定的组织、协调与交流沟通能力，具有良好的团队合作

意识，能够有效地组织与协调项目实施，解决研发过程中所遇到的各

种问题。 

五、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1. 选题要求 

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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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明确的工程背景与应用价值，并具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和工作量。具

体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选取： 

（1）整车或零部件的产品开发，设计与制造，建模、分析与试

验研究，匹配与集成。 

（2）工程技术项目、工程管理项目的规划、调研、工程设计或

实施。 

（3）技术攻关、技术改造、技术推广与应用。 

（4）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新设备的研制。 

（5）引进、消化、吸收和应用国外先进技术项目。 

（6）运用、营销技术、项目管理、案例分析、规划制定、行业

调研、发展综述等。 

（7）其它相关应用基础性研究、应用研究和预先研究。 

2. 学位论文形式及其内容要求 

车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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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以是针对车辆工程和技术的软

科学论文，如调查研究报告、工程管理论文等。 

产品研发：是指来源于车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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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综合运用车辆工程理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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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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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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直接来源于车辆工程实际问题或具有明确的车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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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成果能解决特定工程实际问题，具有实际应用

价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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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管理是指以自然科学和车辆工程技术为基

础的工程任务，可以研究车辆工程的各职能管理问题，也可以涉及车

辆工程的各方面技术管理问题等。项目管理是指车辆工程科研、生产、

销售、市场等范畴内一次性大型复杂任务的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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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对车辆工程领域的工程和技术命题进行调研，通

过调研提出命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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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车辆领域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的学位论文的水平要求体现在以下

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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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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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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作

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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