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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院关于印发《浙江大学工程专业学位 

研究生卓越培养项目实施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学院（系），行政各部门，各校区管委会，直属各单位：  

经研究决定，《浙江大学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卓越培养项目实

施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浙江大学研究生院 

   2019 年 12 月 31 日 

  

 

 

浙江大学研究生院文件

http://www.tseal.com.cn/cabsetup/setup.htm#subdir


浙江大学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 

卓越培养项目实施办法（试行） 

 
浙江大学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卓越培养项目（以下简称卓越项目）

是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响应创新型国家建设对高

层次工程技术创新人才紧迫需求而采取的重要举措，是推进我校产教

融合、科教融合、提高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创新之举。为

规范卓越项目的管理，制定本办法。 

一、总体目标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

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及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聚焦浙江大学“三步走”的

目标愿景，力争早日迈向世界一流大学前列，坚持以“立德树人、服

务需求、提高质量、追求卓越”为主线，以培养工程专业实践能力及

工程技术创新能力为核心竞争力，扎实推进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改革，切实提升高校支撑引领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服务于创新型国家

发展战略，培养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高层次工程技术人才。 

二、基本原则 

卓越项目建设遵循以下原则： 

服务国家。针对国家重大战略行业、战略新兴产业亟需的“高精

尖缺”人才，精心组织和设计卓越项目，快速响应国家对“高精尖缺”

人才的紧迫需求。 



复合交叉。聚焦国家战略、新兴产业和重大工程的关键技术，汇

聚多专业类别、多专业领域的创新人才共同攻关，打造一支复合交叉

创新团队。 

产教融合。深入推进产教融合，紧密依托导师团队所承担的产业

界科技研发项目，发挥行业企业协同育人的重要作用，促进人才培养

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有机融合。大力建设校企联合研发中心、研究生

联合培养基地，推动行业优质企业全方位、全过程参与人才培养，提

升研究生实践创新能力和职业发展能力。 

三、申报对象 

卓越项目由工程师学院组织相关学院（系）申报。项目导师团队

须来自多个学院（系），涉及多个专业类别或多个专业领域。 

四、申报条件 

卓越项目立项申报应满足如下条件： 

（一）鲜明的主题 

紧密围绕国家战略、新兴产业的重大需求，聚焦“卡脖子”工程

技术难题，凝练特色鲜明、目标清晰的项目主题。 

（二）卓越的团队 

拥有一支以首席专家为核心的卓越工程教育创新团队（简称团

队）。团队应包括 1 名首席专家（来自浙江大学的高水平教授或产业

界领军人才）及若干名高水平的校内和企业（行业）导师。若首席专

家来自浙江大学，则应设总工程师 1 名（来自产业界的高水平专家）。

卓越项目实行首席专家负责制，可根据需要设项目主任 1 名，首席专

家或项目主任所在的学院（系）为该项目牵头的学院（系）。团队近



五年须有与项目主题高度契合的国家级或行业重大重点工程类科技

课题，课题经费充足。 

（三）高度的协同 

卓越项目由工程师学院负责日常管理，并提供全面的服务，申报

的专业学院（系）提供学科支撑。工程师学院与申报的学院（系）应

建立共商、共建、共享的协同机制，在招生、培养、思政、就业等方

面密切协作、高度协同、相互支持，共同投入资源，做好项目的服务

保障工作。 

（四）产教融合的基地 

与行业知名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发中心或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签有校级协议，且在有效期内），已与学校实质性开展校企联合研

发、研究生联合培养工作，能够为研究生提供实践课程教学、专业实

践实训、课题研究及科技成果应用转化等培养条件。 

（五）特色化的培养方案 

培养方案须体现铸魂育人的目标和项目主题特色，凸显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工程技术基础扎实、工程专业实践能力和工程技术创新

能力强的培养特色。培养方案须有依托产教融合基地的高质量专业实

践模块，且专业实践须满足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

的相关要求。优先支持具有国际联合培养模块或工程创业教育模块的

申报项目，推动与一流国际合作伙伴开展海外专业实践、海外合作科

研和联合学位项目，促进研究生创业意识和创业能力的提升。 

五、申报流程 

每年年初开展新增卓越项目的申报工作。具体审批流程如下： 



(一) 研究生院发布当年度申报通知或申报指南； 

(二) 工程师学院组织相关专业学院（系）提出申请； 

(三) 研究生院会同相关类别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

员会组织同行专家评议； 

(四) 校内公示，公示期为 5 个工作日； 

(五) 提交工程类专业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批准； 

(六) 列入当年研究生招生目录。 

六、考核评估 

卓越项目实施总量控制、动态调整的制度，每年向全校征集若干

新的卓越项目。新的卓越项目招生指标单列。每个新的卓越项目包含

工程硕士和（或）工程博士，项目的研究生总名额原则上不超过 30人。

研究生院从招生名额、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建设、实践课程建设等方

面予以支持，工程师学院和专业学院（系）从师资、经费、空间、导

师兼聘、管理服务等方面予以支持。 

卓越项目实施年度考核制度，如考核发现存在严重师德师风问题、

重大质量问题、重大责任事故、未按申报条件进行培养或培养特色不

鲜明等问题，减少该项目招生名额甚至停招。年度考核工作由工程师

学院负责实施。 

卓越项目实施满三年后须进行专项评估，专项评估不合格的，停

止该项目招生。专项评估工作由研究生院负责实施，工作程序如下： 

(一) 卓越项目自评； 

(二) 研究生院会同相关工程类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

员会组织专家评议； 



(三) 提交工程类专业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 

七、其他事项 

（一）工程师学院前期已经立项建设的“项目制”人才培养项目

按卓越项目要求进行建设和考核评估。 

（二）卓越项目学生的学籍管理归口工程师学院。 

（三）卓越项目日常管理的实施细则由工程师学院按照学校相关

规定另行制定。 

（四）卓越项目的培养方案审定、研究生学位申请、研究生指导

教师资格的初审等工作由工程师学院相关学位评定委员会（学科级）

负责。 

（五）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开始实施，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浙江大学研究生院办公室                2019 年 12 月 31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