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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届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2016 年全体委员会议纪要 
（2016年 12月 13日，北京） 

 

 

 

  第四届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

教指委）2016 年全体会议，于 2016 年 12 月 13 日在北京召开。

教育部学位管理与研究生教育司副司长黄宝印、培养处处长唐继

卫，23 位委员参会。教指委副主任委员陈子辰、陈以一主持会议。

  会议听取了秘书长杨斌所作的教指委 2016 年工作报告和陈

子辰、陈以一、张淑林、丁雪梅、沈炯分别作的战略研究、职业

资格认证对接研究与工作、教学研究与培养工作、工程博士教育

研究与工作、基本要求与质量跟踪工作等五个工作组报告。

  杨斌传达了因事不能参会的主任委员、清华大学校长邱勇的

讲话稿主要内容。邱勇提出三点意见，第一、工程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改革发展要有高目标、大格局、严要求。人才培养具有前

瞻性。现在的培养目标、培养手段以及培养质量决定着今后的人

才质量。因此，要更积极地响应党和国家提出的两个百年等战略

发展目标；要从正在发生的产业深刻变革和未来中国工程科技人

才在全球更加活跃的大格局，反思现在的人才培养工作；要从更

好地服务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国企“做强做大”

和中国“一带一路”总要求的层面，制订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改革发展的高标准和严要求。第二、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

要处理好培养方向和培养举措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在刚刚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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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培养什么人”、“为谁培养

人”和“怎样培养人”的问题。这个带有育人方向上的大问题不

仅是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事情，也是每个教育工作者义不容辞的

责任。各项培养措施都是培养方向的落脚点，都要服从培养方向。

因此，确定培养方向十分重要。教指委要重视培养的大方向。要

树立全面育人观，从思想政治正确、社会责任合格、理论基础扎

实、技术应用过硬等方面，审视培养工作。第三、工程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要不断创新发展。1984 年，清华、西交大等 11 所高

校提出培养“工程类型研究生”，1997 年，设置工程硕士专业学

位。回顾这些历程，创新贯穿其中。今后一是要继续推进目前已

经开展的工程伦理教育、实践教育、混合式教学、工程案例和规

划教材、教育认证、基本要求、质量标准、评优引导、宣传推介

等工作；二是还要继续迈出新的创新的大步伐。例如，继续深化

对工程专业学位的本质认识和内涵认识，创新工程专业学位改革

发展理念，在招生选拔方式、培养模式、投入机制、质量评价体

系、国际合作交流、多方合力推动发展等等方面要更加积极地探

索和推动。总之，要通过持续性的组合拳，多措并举，不断深化

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以更好的成绩迎接工程硕士

专业学位设置 20周年。 

会议肯定了教指委一年来的各项工作，同意教指委及各工作

组下一步工作计划，强调改革发展要有高目标、大格局和严要求，

在思想政治正确、社会责任合格、理论基础扎实、技术应用过硬

的全面育人观下，继续推进各项改革举措，在深化工程专业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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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中迈出新的更大的步伐。2017 年的主要工作

要点如下。 

一、按照党和国家提出的发展战略目标，结合当前产业深刻

变革和未来中国工程科技人才特征，根据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全

面育人观，研究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向、培养目标、培养

路径、培养措施等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战略问题。 

二、结合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设置 20 周年，围绕深化工程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进一步推进多层面、多形式、多专题、

多区域的交流研讨。鼓励各培养单位举办相关研讨、交流、展示

等活动，倡导并支持教指委委员单位召开面向全国或所在区域培

养单位的研讨、交流、展示、论坛等活动。 

三、继续做好教改项目+课题研究工作，注重通过课题研究推

动教育教学改革的实效。完成工程领域学位授权设置与管理办法

课题研究。启动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考试改革课题研究。 

四、推动工程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 

五、继续推进工程伦理教育、实践教育、混合式教学，继续

做好联合培养基地、课程教材，工程案例库等建设与推广。 

六、继续完善《工程硕士专业学位基本要求》、《工程硕士专

业实践基本要求》等质量标准。 

七、推进石油、交通运输等领域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教育认证

试点工作，完善教育认证体系框架和基本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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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继续发挥评优引导作用。开展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联合培养基地、第三届全国“做出突出贡献的工程硕士学位获得

者”和第四届全国“工程硕士实习实践优秀成果获得者”等评选

和宣传工作。 

九、加强教指委、工程领域协作组建设，进一步发挥委员、

专家指导咨询作用。 

十、完成教育部布置的其他工作任务。 

会议审议并原则同意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建设管理办法，在进一步修改完善后发布实施。会议强调要继续

推进产学研合作，促进校企优质资源共享，全面提高工程专业学

位研究生教育质量。 

黄宝印、唐继卫充分肯定了教指委 2016 年工作和 2017 年工

作要点，希望教指委继续全面推进深化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综合改革并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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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Ο一六年十二月二十日 

––––––––––––––––––––––––––––––––––– 

抄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 

抄送：全体委员、有关专家、各领域教育协作组、各培养单位 

––––––––––––––––––––––––––––––––––– 

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秘书处 2016年 12月 20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