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吴爱华：新时代 新工科 

 一、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高等工程教育是如何“进化”的 

       目前，我国已拥有 4200 多万人的工程科技人才队伍，是高等工

程教育不断改革发展取得的成果。 

       自 1977 年恢复高考，高等工程教育也随之恢复，教育部便组织

成立各个专业的教材编审委员会，首先就是解决教材问题。1985 年，

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93 年，党中央、国务

院颁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进一步明确了高等教育改革和发

展的目标、战略、方针和思路。我国整体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

变，高等工程教育在此背景下也开始积极进行改革探索：改革方向上，

提出在强化基础的同时重视实践，建立了一批工程基础课程教学示范基

地，还通过世界银行贷款等加强工程实践能力培养；专业设置上，经过

两轮专业设置改革，摒弃了专业分得过窄、知识分得过细之弊；课程体

系和教学内容上，开展了面向 21 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一批

课程的内容得到了更新和现代化。 

       1999 年高等教育扩招，高等工程教育规模快速扩大，同时也面临

人才培养质量提升问题。经过研究，2006 年我国开始实施工程教育专

业认证试点，2010 年教育部开始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主要

目的是：建立高校与行业企业协同育人机制，创新工程教育人才培养模

式，建立一批高水平工程教育师资队伍，扩大工程教育的对外开放。经

过十年努力，2016 年我国工程教育正式加入国际工程教育《华盛顿协



议》组织，标志着我国高等工程教育的标准和认证体系实现了国际实质

等效，成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一项重大突破。 

       二、我国高等工程教育将如何应对新时代的变化需求 

       当前，“中国制造 2025”等一系列国家战略的实施，迫切需要加快

工科人才培养，加快新兴工科专业建设，主要表现在四方面： 

       一是加快发展一批新兴的工科专业，主动对接产业发展。历次工

业革命都表明，工业革命对高等教育具有变革性影响，面对第四次工业

革命，我们高等工程教育更需要主动应对、提前谋划，特别要在新兴领

域占据更多主动权，作出战略性布局。 

       二是加快提升工程科技人才和工科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及跨界整合

能力。当前，我国创新创业教育改革深入开展，有效提升了学生的创新

意识、创业精神和创新创业能力，但改革还需进一步深化，要在更大范

围内实现更高提升。 

       三是加快建立多样化、个性化人才培养模式。我们的教育对象不

断发生变化，教育管理也就需要不断变革，提供给学生更多选择和自主

发展空间。此外，随着信息技术发展，还要促进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

度融合，给学生提供更多新颖的教学资源，促进其提升学习效率。 

       四要加快国际化工程人才培养。随着 “一带一路”建设深入推进，

需要更多工程科技人才走出国门，到国外承担更多工程项目，这就需要

拓展他们的国际视野，提升他们在当地国家工作的能力。 

       三、我国高等工程教育将如何以培养满足社会需求的人才为导向进行改

革创新 



       随着国家产业结构升级调整，一方面是传统产业去产能、去库存，

造成一批传统产业领域的工科学生就业难；另一方面，一些新兴领域如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产业，人才需求非常迫切。因此，为应对国家产业

转型升级和新经济发展以及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挑战，我国自 2017 年开

始提出新工科建设思路，主要从五个“新”发力： 

       一是树立工程人才培养的“新理念”。要树立创新型工程教育理念，

服务国家创新发展，提升学生的工程科技创新、创造能力；树立综合化

工程教育理念，改变工科专业过窄过细的弊端，推进学科交叉融合；树

立全周期工程教育理念，优化人才培养全过程、各环节，培养学生终身

学习发展、适应时代要求的关键能力。 

       二是建立工程教育学科专业的“新结构”。一方面要改造升级传统

的工科专业，另一方面要加快发展一批新兴工科专业。目前我们已在互

联网技术领域实现较快发展，有数据显示，美国传统工科每年的毕业生

和 IT 技术领域的毕业生比例大约是 1∶1，我国计算机大类专业毕业生

比例约为我国工科教育的 1/3，并将持续提升。为服务产业转型升级，

要加快在一些新兴领域人才培养的布局，逐渐形成工程教育的“新结构”。 

       三是探索工程人才培养的“新模式”。教育部自实施新工科建设以

来，提出建立多主体参与的校企协同的人才培养模式、多学科交叉融合

的工程人才培养模式、新工科个性化人才培养模式、新工科高层次人才

培养模式、新工科人才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等模式，旨在深化产教融合、

体制机制改革和大学组织模式创新等，给予学生更多个性化发展空间。 



       四是建立工程教育的“新质量”。2017 年，教育部正式发布各个专

业类的人才培养质量国家标准，工科专业类标准已正式建立。此外，我

们还将进一步完善中国特色、国际实质等效的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体系，

进一步扩大认证规模，使我国更多专业能与国际实现实质等效。 

       五是探索工程教育各高校分类发展的“新体系”。即工科优势高校、

综合性大学和地方高校都能发挥各自优势，促进各类学校分类发展，进

而支撑我国产业转型升级，为我国创新发展培养一代又一代德才兼备的

工程创新人才。 

       四、新工科建设将如何与政、产、学、研、用等各领域、各阶层共同

开拓和探索，携手共赢新时代 

       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推进，产业变革速度非常快，大学尤为需

要在一些与产业紧密结合的专业课程上加强与企业合作。 

       所以说，新工科建设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高等教育的改革开放。

希望通过改革能实现三个转变，即实现从学科导向转向以产业需求为导

向，从专业分割转向跨界交叉融合，从适应服务转向支撑引领。由此来

看，产学融合、校企合作协同育人，是实现这一改革的关键。 

       2017 年，教育部积极推进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共有近 300

家企业参与其中，立项项目 1 万多项，企业提供的经费和软硬件支持近

38 亿元。可见，新工科建设也得到了产业界的积极支持。未来，教育

部还将进一步做大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因此，对于行业企业，则希望其能深入贯彻国务院发布的《关于

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精神，为新工科建设提供更多的支持。地方



政府也要积极支持新工科建设，主动根据当地产业发展谋划新工科建

设。 

       对高校而言，人才培养需围绕“建立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

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的要求主动作为、积极谋划，继续

深化高校内部综合改革，如应用型高校可以探索建立产业学院，和企业

一同探索人才培养新模式；研究型大学可以探索建立未来技术学院，使

人才培养能够面向未来，与产业更加紧密互动，甚至能引领未来产业发

展。 

       教育部还将适时启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2.0 版，推动实现

高校和相关行业部门协同推进新工科人才培养这一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