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7:  

 

电子信息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申请基本条件（试行） 

 

一、专业特色 

电子信息博士专业学位是与电子信息行业任职资格相
联系的专业学位。电子信息博士专业学位是与电子、通信、
控制、计算机、电气、软件、光电、仪器仪表等专业领域，
以及网络空间安全、人工智能、虚拟现实、集成电路、大数
据与云计算、物联网、生物信息、量子信息等新兴方向紧密
关联的专业学位。电子信息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要紧密
结合我国经济社会和科技发展需求，面向企业（行业）工程
实际，坚持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培养具有电子信息工程领域坚实宽广的理论基础和系
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备解决复杂工程技术问题、进行工程
技术创新以及组织实施高水平工程技术项目等能力的高层
次工程技术人才，为培养和造就工程技术领军人才奠定基
础。 

二、师资队伍 

1.人员规模。申请单位应具有较高水平的师资队伍，专
任教师不少于 50 人；应与电子信息相关行（企）业高级工
程技术或管理人员共同建设专业化教学团队和导师团队，参
与本专业博士学位研究生教学与指导的行（企）业教师人数
不少于专任教师数的 1/5。 

2.人员结构。具有一支知识、年龄以及职称结构合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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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资队伍，其中应有 50%及以上的教师主持过或作为主要骨
干参加过国家级或省部级重大（重点）工程类科技项目，并
有较大比例的教师拥有与企业合作开展研发工作的经历。还
应具有较充足的能够协助指导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企业
专家队伍，企业导师应具有至少 15 年的工程实践经验，且
主持过或作为主要骨干参加过国家或省部级重大（重点）工
程类科技项目。 

3.骨干教师。骨干教师应有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丰富
的工程实践经验和人才培养经验，有不少于 1/5 的教师参与
过本单位或其他单位博士研究生或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
指导工作。 

三、人才培养 

1.课程与教学。应确定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博士专业
学位研究生培养目标，并制订相应的培养方案，构建博士专
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课程体系，明确博士专业学位论文的形
式与基本要求，建立博士专业学位培养质量评价标准和保证
体系。保证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能够参与工程应用背景明
确、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研究课题或技术开发项目，有效提
高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技术创新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和项
目管理能力。 

2.培养质量。在电子信息关联的主干学科应具有至少 8

年的博士研究生培养经验，且培养质量高，近 5 年累计授予
博士学位人数不少于 100 人。同时，申请单位应具有至少 8

年的电子信息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经验，且培养效果
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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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科研能力及水平 

1.科研水平。申请单位应具有很强的重大技术攻关能力
和工程技术研究能力。近 5 年，申请单位应作为第一完成单
位在电子信息领域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或技术发明奖
（二等及以上）、省部级科学技术进步奖或技术发明奖（一
等及以上）至少 3 项。应具有电子信息领域的国家或省部级
科研平台，承担多项国家或省部级重大（重点）电子信息类
科技项目或重大横向委托课题，研究经费充足。近 5 年，申
请单位在电子信息领域，每年专任教师人均科研经费不少于
50 万元，科研总经费年均不少于 3000 万元，其中省部级及
以上重大（重点）工程类项目、重大横向委托课题（500 万
元以上项目）经费年均不少于 2000 万元。申请单位一般应
在电子信息领域正在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专项、重点研发计划
等项目。 

2.专业实践。与电子信息领域相关的行业骨干企业应已
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并建立了研究生合作培养基
地。合作企业在电子信息领域应具有国家或省部级技术研发
平台，承担多项国家或省部级重大、重点电子信息类科技项
目，研究经费充足，并能为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配备高水平
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企业指导教师。企业指导教师要全面参
与博士研究生的专业实践、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中期检查、
以及论文指导与答辩全过程。 

3.支撑条件。在电子信息领域所涉及的主干学科（至少
1 个）及支撑学科（至少 2 个）应具有博士学位授权，主干
学科在国内同类学科中应处于领先水平，支撑学科在国内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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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学科中应处于先进水平，并在多学科交叉解决重大工程技
术问题方面具有国内领先的优势。建立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培养的管理体系与运行机制，奖助体系完备，有专门的机构
和人员负责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管理工作。在学风建
设、学术道德、工程伦理及创新创业等方面具有健全的规章
制度及有效的防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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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申请基本条件（试行） 

 

一、专业特色 

机械博士专业学位是与机械行业任职资格相联系的专
业学位。机械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主要目标是为适应
创新型国家建设，满足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和重要科技攻关项
目对高层次工程应用型创新人才的需求，培养具有机械相关
工程领域坚实宽广的理论基础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备
解决复杂工程技术问题、进行工程技术创新以及组织实施高
水平工程技术项目等能力的高层次专门人才，为培养和造就
机械及相关工程技术领军人才奠定基础。 

二、师资队伍 

1.人员规模。专任教师不少于20人；应与机械相关行（企）
业高级工程技术或管理人员共同建设专业化教学团队和导
师团队，参与相关研究生教学与指导的行（企）业教师人数
不少于专任教师数的1/2。 

2.人员结构。具有一支知识、年龄以及职称结构合理的
师资队伍，其中应有50%及以上的教师主持过或作为主要骨
干参加过国家级或省部级重大、重点工程类科技项目，并有
较大比例的教师拥有与企业合作开展研发工作的经历。还应
具有较充足的能够协助指导机械类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
企业专家队伍，企业导师应具有至少15年的工程实践经验，
且主持过或作为主要骨干参加过国家或省部级重大、重要工
程类科技项目。 

3.骨干教师。骨干教师应有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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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工程实践经验和人才培养经验，有不少于1/5的教师参与过
本单位或其他单位机械类研究生的指导工作。 

三、人才培养 

1.课程与教学。确定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机械博士专
业学位培养目标，并制订相应的培养方案，构建机械博士专
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课程体系，明确机械博士专业学位论文的
形式与基本要求。保证机械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能够参与工
程应用背景明确、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研究课题或技术开发
项目，有效提高机械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技术创新能力、
组织领导能力和项目管理能力。 

2.培养质量。申请单位应建立机械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培养质量评价标准和保证体系。在申请领域涉及的主干及支
撑学科应具有至少8年的博士研究生培养经验，且培养质量
高，近5年累计授予博士学位人数不少于100人。同时，申请
单位应具有至少8年的机械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经验，
且培养效果良好。 

四、科研能力及水平 

1.科研水平。应具有很强的重大技术攻关能力和工程技
术研究能力。近5年，申请单位应作为第一完成单位在机械
相关领域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或技术发明奖（二等及以
上）、省部级科学技术进步奖或技术发明奖（一等及以上）
至少3项。应具有机械工程相关的国家或省部级科研平台，
承担多项国家或省部级重大、重点工程类科技项目或重大横
向委托课题，研究经费充足。近5年，申请单位每年专任教
师人均科研经费不少于50万元，科研总经费年均不少于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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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其中省部级及以上重大、重点工程类项目、重大横向
委托课题（500万元以上项目）经费年均不少于2000万元。
申请单位一般应在机械相关领域正在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专
项或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2.专业实践。与机械工程相关的行业骨干企业应已建立
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并建立了研究生合作培养基地。合
作企业在机械类相关领域应具有国家或省部级技术研发平
台，承担多项国家或省部级重大、重点工程类科技项目，研
究经费充足，并能为工程博士研究生配备高水平具有丰富实
践经验的企业指导教师。企业指导教师要全面参与博士研究
生的专业实践、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中期检查、以及论文指
导与答辩全过程。 

3.支撑条件。所涉及的主干学科（至少1个）及支撑学科
（至少2个）应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主干学科在国内同类
学科中应处于领先水平，支撑学科在国内同类学科中应处于
先进水平，并在多学科交叉解决重大工程技术问题方面具有
国内领先的优势。建立机械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管理
体系与运行机制，奖助体系完备，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负责
工程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管理工作。在学风建设、学术
道德、工程伦理及创新创业等方面具有健全的规章制度及有
效的防范机制。有完善的制度和措施支持教师队伍建设，能
够吸引与稳定教师并支持教师自身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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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化工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申请基本条件（试行） 

 

一、专业特色 

材料与化工博士专业学位是与材料与化工行业任职资
格相联系的专业学位。主要目标是为适应创新型国家建设，
满足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和重要科技攻关项目对高层次工程
应用型创新人才的需求，培养具有材料与化工及其相关专业
等行业领域坚实宽广的理论基础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
备解决复杂工程技术问题、进行工程技术创新以及组织实施
高水平工程技术项目等能力的高层次专门人才，为培养和造
就工程技术领军人才奠定基础。 

二、师资队伍 

1.人员规模。专任教师不少于30人；应与本专业类别相
关行业领域高级工程技术或管理人员共同建设专业化教学
团队和导师团队，参与本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与指导的企业
教师人数不少于专任教师数的1/3。 

2.人员结构。具有一支知识、年龄以及职称结构合理的
师资队伍，每个研究方向具有博导资格的专任教师不少于3

人，50%及以上的专任教师主持过或作为骨干参加过国家级
或省部级重大、重点工程类科技项目。企业导师应具有至少
10年的工程实践经验，且主持过或作为主要骨干参加过国家
或省部级重大、重点工程类科技项目。 

3.骨干教师。骨干教师应有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丰富
的工程实践经验和人才培养经验，有不少于1/2的教师参与过
本单位或其他单位的工学博士或者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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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工作。 

三、人才培养 

1.课程与教学。确定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博士专业学
位研究生的培养目标，并制订相应的培养方案，构建博士专
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课程体系，明确博士专业学位论文的形式
与基本要求，建立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评价标准和
保证体系。保证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能够参与工程应用背景
明确、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研究课题或技术开发项目，有效
提高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技术创新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和
项目管理能力。 

2.培养质量。申请单位在本专业学位涉及的学科应具有
至少8年的博士研究生培养经验，且培养质量高，近5年本专
业学位涉及学科累计授予博士学位人数不少于100人。同时，
申请单位应具有至少8年的本专业学位相关领域硕士专业学
位研究生的培养经验，且培养效果良好。 

四、科研能力及水平 

1.科研水平。在申请专业类别内应具有很强的重大技术
攻关能力和工程技术研究能力。近5年，申请单位应作为第
一完成单位在所申请专业类别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或
技术发明奖（二等及以上）、省部级或者一级行业协会科学
技术进步奖或技术发明奖（一等及以上）至少3项。在申请
专业类别内应具有国家或省部级科研平台，承担多项国家或
省部级重大、重点工程类科技项目或重大横向委托课题，研
究经费充足。近5年，申请单位在申请专业类别，该专业专
任教师每年人均科研经费不少于50万元，科研总经费年均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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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于3000万元，其中省部级及以上重大、重点工程类项目、
重大横向委托课题（500万元以上项目）经费年均不少于2000

万元。申请单位一般应在申请本专业学位的相关学科正在承
担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或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2.专业实践。与相关行业骨干企业应已建立了长期稳定
的合作关系，并建立了研究生合作培养基地。合作企业在相
关领域应具有国家或省部级技术研发平台，承担多项国家或
省部级重大、重点工程类科技项目，研究经费充足，并能为
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配备高水平且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企
业指导教师。企业指导教师要全面参与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的专业实践、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中期检查，以及论文指导
与答辩全过程。 

3.支撑条件。申请本专业学位所涉及的主干学科应具有
一级博士学位授权，并在多学科交叉解决重大工程技术问题
方面具有国内领先的优势。建立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
管理体系与运行机制，奖助体系完备，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
负责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管理工作。在学风建设、学术
道德、工程伦理及创新创业等方面具有健全的规章制度及有
效的防范机制。 

  

10 
 



资源与环境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申请基本条件（试行） 

 

一、专业特色 

资源与环境博士专业学位是与资源环境行业任职资格
相联系的专业学位。主要目标是为适应创新型国家建设，满
足国家在资源与环境（地质工程、矿业工程、石油与天然气
工程、环境工程、冶金工程、测绘工程、安全工程等）的工
程领域对高层次应用型创新人才的需求，培养具有资源与环
境相关工程领域（方向）坚实宽广的理论基础和系统深入的
专门知识，具备解决复杂工程问题、进行工程技术创新以及
组织实施高水平工程技术项目等能力的高层次专门人才，为
培养和造就资源与环境类别工程技术领军人才奠定基础。 

二、师资队伍 

1.人员规模。专任教师不少于30人；应与相关行（企）
业高级工程技术或管理人员共同建设专业化教学团队和导
师团队，参与本专业博士学位研究生教学与指导的行（企）
业导师人数不少于专任教师数的1/2。 

2.人员结构。师资队伍结构合理，专任教师中，具有博
士学位的比例不少于1/2，45岁以下的比例不少于1/3，具有
高级职称骨干教师不少于20人；获得外单位硕士或以上学位
的比例不少于1/3，具有工程实践经验的教师（具有职业资格
证书或具备相应行业工作经验或承担过工程技术类课题）的
比例不少于1/3。行（企）业导师应具有正高级职称或副高级
职称（任职15年以上），且主持过或作为主要骨干参加过行
（企）业重大、重要工程类项目或省部级及以上科技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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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骨干教师。骨干教师应有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丰富
的工程实践经验和人才培养经验，应有1/2及以上的骨干教师
主持过或作为主要骨干参加过省部级及以上科技项目或重
要工程类项目，骨干教师应有与行（企）业合作开展研发工
作的经历；领域带头人还应参与过本单位或其他单位博士学
位研究生的指导工作。 

三、人才培养 

1.课程与教学。确定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博士专业学
位研究生培养目标，制订相应的培养方案，构建博士专业学
位研究生培养课程体系，明确博士专业学位论文的形式与基
本要求，建立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评价标准和保证
体系。保证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能够参与工程应用背景明
确、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研究课题或技术开发项目，有效提
高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技术创新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和项
目管理能力。 

2.培养质量。申请单位在本类别涉及的领域或相关学科
方向应具有至少8年的博士研究生培养经验，培养质量高，
近5年累计授予博士学位人数不少于50人，并且在本类别相
关领域应具有至少8年的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经验，且
培养效果良好。行（企）业指导教师要全面参与博士研究生
的专业实践、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中期检查以及论文指导与
答辩全过程。 

四、科研能力及水平 

1.科研水平。在申请类别内应具有很强的重大技术攻关
能力和工程技术研究能力。近5年，申请单位应作为第一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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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单位在本类别中获得过省部级及以上科技奖励至少3项。
应具有国家或省部级科研平台，承担多项省部级及以上重
大、重点工程类科技项目或重大横向课题，研究经费充足。
近5年，本类别教师年均科研经费不少于50万元，科研总经
费年均不少于3000万元，其中国家或省部级重大、重点工程
类项目、重大横向课题（实到经费500万元及以上）年均经
费不少于1000万元。申请单位一般应在本类别正在承担国家
重大科技专项或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或重大横向课题（实
到经费500万元及以上）以及相近级别的科技项目。 

2.专业实践。应与本类别相关的行业骨干企业保持长期
稳定的合作关系，并已建立研究生合作培养基地。合作企业
在相关工程领域应具有省部级及以上技术研发平台，承担多
项省部级及以上及行（企）业重大、重点工程类科技项目，
研究经费充足，并能为本类别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配备高水
平和实践经验丰富的行（企）业导师。 

3.支撑条件。申请本类别所涉及的主干学科及支撑学科
应具有博士学位授权点，主干学科在国内同类学科中应处于
领先水平，支撑学科在国内同类学科中应处于先进水平，具
备多学科交叉解决重大、重点工程技术问题的能力。建立博
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管理体系与运行机制，奖助体系完
备，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负责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管理
工作。在学风建设、学术道德、工程伦理及创新创业等方面
具有健全的规章制度及有效的防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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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动力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申请基本条件（试行） 

 

一、专业特色 

能源与动力工程是国民经济发展的核心基础产业领域，
在我国国民经济及国防工业发展中具有极其重要的位置。适
用的行业领域包括：动力、电气、核能、材料、石油、化工、
机械制造、航空、航天等。 

能源动力博士专业学位是与能源动力行业任职资格相
联系的专业学位。本专业学位的主要目标是为适应创新型国
家建设，满足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和重要科技攻关项目对高层
次工程应用型创新人才的需求，培养具有相关工程领域坚实
宽广的理论基础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备解决复杂工程
技术问题、进行工程技术创新以及组织实施高水平工程技术
项目等能力的高层次专门人才，为培养和造就工程技术领军
人才奠定基础。 

二、师资队伍 

1.人员规模。专任教师不少于20人；应与本专业学位相
关行（企）业高级工程技术或管理人员共同建设专业化教学
团队和导师团队，参与研究生教学与指导的行（企）业教师
人数不少于专任教师数的1/2。 

2.人员结构。具有一支知识、年龄以及职称结构合理的
师资队伍，其中应有50%及以上的教师主持过或作为主要骨
干参加过国家级或省部级重大、重要工程类科技项目，博士
生导师人数不少于5人，并有较大比例的教师拥有与企业合
作开展研发工作的经历。还应具有较充足的能够协助指导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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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博士研究生的企业专家队伍，企业导师应具有至少15年的
工程实践经验，且主持过或作为主要骨干参加过国家或省部
级重大、重要工程类科技项目。 

3.骨干教师。骨干教师应有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丰富
的工程实践经验和人才培养经验，有不少于1/5的教师参与过
本单位或其他单位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指导工作。 

三、人才培养 

1.课程与教学。确定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培养目标，
并制订相应的培养方案，构建培养课程体系，明确学位论文
的形式与基本要求，建立培养质量评价标准和保证体系。保
证研究生能够参与工程应用背景明确、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
研究课题或技术开发项目，有效提高研究生的技术创新能
力、组织领导能力和项目管理能力。 

2.培养质量。申请单位在申请本专业学位时所涉及的主
干及支撑学科应具有至少8年的博士研究生培养经验，且培
养质量高，近5年累计授予博士学位人数不少于100人。同时，
申请单位在与申请本专业学位相关的领域应具有至少8年的
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经验，且培养效果良好。 

四、科研能力及水平 

1.科研水平。应具有很强的重大技术攻关能力和工程技
术研究能力。近5年，申请单位应作为第一完成单位在所申
请类别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或技术发明奖（二等及以
上）、省部级科学技术进步奖或技术发明奖（一等及以上）
至少3项。在申请类别内应具有国家或省部级科研平台，承
担多项国家或省部级重大、重点工程类科技项目或重大横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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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课题，研究经费充足。近5年，申请单位在申请类别，
每年专任教师人均科研经费不少于50万元，科研总经费年均
不少于3000万元，其中省部级及以上重大、重点工程类项目、
重大横向委托课题（500万元以上项目）经费年均不少于2000

万元。申请单位一般应在申请类别正在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专
项或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2.专业实践。与本类别相关的行业骨干企业应已建立了
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并建立了研究生合作培养基地。合作
企业在相关工程领域应具有国家或省部级技术研发平台，承
担多项国家或省部级重大、重点工程类科技项目，研究经费
充足，并能为工程博士研究生配备高水平具有丰富实践经验
的企业指导教师。企业指导教师要全面参与博士专业学位研
究生的专业实践、博士学位论文开题、中期检查、以及论文
指导与答辩全过程。 

3.支撑条件。申请类别所涉及的主干学科及支撑学科应
具有博士学位授权，主干学科在国内同类学科中应处于领先
水平，支撑学科在国内同类学科中应处于先进水平，并在多
学科交叉解决重大工程技术问题方面具有国内领先的优势。
建立研究生培养的管理体系与运行机制，奖助体系完备，有
专门的机构和人员负责研究生培养管理工作。在学风建设、
学术道德、工程伦理及创新创业等方面具有健全的规章制度
及有效的防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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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水利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申请基本条件（试行） 

 

一、专业特色 

土木水利博士专业学位是与土木水利行业任职资格相
联系的工程类专业学位，土木水利工程是设计和建造各类工
程设施及相关装备的科学技术的统称。它既指工程建设的对
象，即建造在地下、地上、水中等的各类工程设施；也指其
所应用的材料、设备和所进行的规划、勘测、设计、施工、
管理、监测、保养、维修维护等专业技术。土木水利工程是
一个历史悠久的学科群，并伴随着社会文明进步和科学技术
发展而不断被注入新的内涵，具有理论科学和技术科学的双
重属性；其涉及的领域包括土木工程领域（结构工程、岩土
工程、桥梁与隧道工程、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工程建
造与管理），水利工程领域（水文及水资源工程、水利水电
工程、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农业水土工程），市政工程
领域，地质工程领域，测绘与遥感工程领域，船舶与海洋工
程领域，设施农业领域，人工环境工程领域（供热、供燃气、
通风及空调工程），材料工程领域，安全工程领域等。 

土木水利博士专业学位是为适应创新型国家建设，满足
建筑建材业、交通运输业、水利水电业、环保绿化业、安全
防护业、农林牧渔业（设施）等相关行业的国家重大工程项
目和重要科技攻关项目对高层次工程应用型创新人才的需
求，培养具有相关工程领域坚实宽广的理论基础和系统深入
的专门知识，具备解决复杂工程技术问题、进行工程技术创
新以及组织实施高水平工程技术项目等能力的高层次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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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为培养和造就工程技术领军人才奠定基础。 

二、师资队伍 

1.人员规模。专任教师不少于 30 人,且每个工程领域不
少于 15 人；每个工程领域应与本领域相关行（企）业高级
工程技术或管理人员共同建设专业化教学团队和导师团队，
参与研究生教学与指导的行（企）业教师人数不少于本领域
专任教师数的 1/2。 

2.人员结构。具有一支知识、年龄以及职称结构合理的
师资队伍，其中，45 岁以下的比例不低于 30%，具有博士学
位的比例不低于 50%，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的骨干教师比例
不低于 40%，应有 50%及以上的教师主持过或作为主要骨干
参加过国家级或省部级重大、重点工程类科技项目，并有
50%及以上教师拥有与企业合作开展研发工作的经历。同时，
应具有较充足的能够协助指导土木水利博士专业学位研究
生的企业专家队伍；企业导师应具有至少 15 年的工程实践
经验，且主持过或作为主要骨干参加过国家或省部级重大、
重要工程类科技项目。 

3.骨干教师。骨干教师应有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丰富
的工程实践经验和人才培养经验，有不少于 1/4 的教师参与
过本单位或其他单位土木水利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指导
工作。 

每个工程领域有一位学科带头人，学科带头人学术造诣
较深、工程经验丰富，近 5 年内主持过国家级项目、取得不
少于 3 项高水平成果，培养过不少于 5 届的硕士研究生，并
具有不少于 2 届的协助指导培养博士研究生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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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才培养 

1.课程与教学。确定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土木水利博
士专业学位培养目标，制订研究生培养方案需符合土木水利
博士专业学位的基本要求。构建土木水利博士专业学位培养
课程体系，明确博士学位论文的形式与基本要求，建立土木
水利博士专业学位培养质量评价标准和保证体系。保证博士
研究生能够参与工程应用背景明确、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研
究课题或技术开发项目，有效提高博士研究生的技术创新能
力、组织领导能力和项目管理能力。 

2.培养质量。申请单位在申请土木水利专业学位的主干
学科和支撑学科应具有至少 8 年的博士研究生培养经验，近
五年累计授予博士学位人数不少于 100 人。同时，申请单位
在与申请类别相关的领域应具有至少 8 年工程硕士培养经
验，且培养效果好。申请单位应具有完备和规范的研究生培
养质量保证体系，在相关领域的教育教学成果中获得省部级
及以上奖励或表彰。支撑本专业学位的相关学科的毕业生培
养效果良好，就业情况良好，用人单位评价高。近三年内，
在全日制专业学位论文抽检中不存在问题论文。 

四、培养环境与条件 

1.科研水平。每个工程领域均应具有很强的重大技术攻
关能力和工程技术研究能力。近 5 年，申请单位在土木水利
工程的相关领域作为第一完成单位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
奖或技术发明奖或中国专利金奖、或省部级科学技术进步奖
或技术发明奖（一等及以上）至少 3 项。在土木水利工程的
相关领域具有国家或省部级科研平台，承担多项国家或省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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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重大、重点工程类科技项目或重大横向委托课题，研究经
费充足。近 5 年，专任教师人均科研经费不少于 50 万元/年，
科研总经费不少于 3000 万元，其中省部级及以上重大、重
点工程类项目、重大横向委托课题（500 万元以上项目）总
经费不少于 2000 万元。 

2.专业实践。与土木水利工程相关领域的行业骨干企业
应已建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并建立了研究生合作培养
基地。合作企业在相关工程领域应具有国家或省部级技术研
发平台，承担多项国家或省部级重大、重点工程类科技项目，
研究经费充足，并能为土木水利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配备高
水平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企业指导教师。企业指导教师要全
面参与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实践教学、博士专业学位论文
开题、中期检查、以及论文指导与答辩全过程。 

3.支撑条件。支撑土木水利工程的相关领域的主干学科
在国内同类学科中应处于先进水平，并在多学科交叉解决重
大工程技术问题方面具有一定的优势。建有应用基础研究和
应用研究的专业实验室或公共研究平台，保证每位博士专业
学位研究生都能进入实验室或使用公共研究平台，有足够的
专业文献资料、现代化教学设施。建立土木水利博士专业学
位研究生培养的管理体系与运行机制，奖助体系完备，有专
门的机构和人员负责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管理工作。在
学风建设、学术道德、工程伦理及创新创业等方面具有健全
的规章制度及有效的防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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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与医药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申请基本条件（试行） 

 

一、专业特色 

生物与医药博士专业学位是与生物与医药行业任职资
格相联系的工程类专业学位，面向生物技术、医药、食品、
发酵、精细化学品、能源、环保等行业，主要培养在相关行
业领域具有坚实宽广的理论基础和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具
备开展工程科学研究、新产品研发，进行工程技术创新、解
决复杂工程技术问题以及组织实施高水平工程技术项目等
能力的领域领军人才，满足国家在生物与医药相关行业领域
的重大工程项目和重要科技攻关项目对高层次工程应用型
创新人才的需求。 

生物与医药主干领域方向有：生物技术与工程、生物医
学工程、制药工程、食品工程、精细化工等，还可与资源、
能源、环境、材料、化工、信息等形成交叉领域方向。 

二、师资队伍 

1.人员规模。申请本类别的相关领域专任教师不少于 20

人，其中具有副高及以上职称骨干教师不少于 10 人，其中
正高不少于 5 人；应与本领域相关行（企）业高级工程技术
或管理人员共同建设专业化教学团队和导师团队，参与本领
域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与指导的行（企）业导师人数不
少于专任教师的 1/2。 

2.人员结构。具有一支知识、年龄以及职称结构合理的
师资队伍，其中应有 50%及以上的教师主持过或作为主要骨
干参加过国家级重要项目或省部级重大、重点科技项目，并
有较大比例的教师拥有与企业合作开展研发工作的经历。还

21 
 



应具有较充足的能够协助指导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的企业
专家队伍，企业导师应具有至少 15 年的工程实践经验，且
主持过或作为主要骨干参加过国家或省部级重大、重点工程
技术类科技项目。 

3.骨干教师。骨干教师应有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丰富
的工程实践经验和人才培养经验，有不少于 1/3 的教师参与
过本单位或其他单位博士研究生的指导工作。 

三、人才培养 

1.课程与教学。确定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生物与医药
专业学位博士培养目标，制订相应的培养方案，并符合生物
与医药博士专业学位的基本要求和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关于《工程类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
式改革方案》的相关要求。保证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能够参
与工程应用背景明确、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研究课题或工程
技术研究开发项目，有效提高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工程技
术创新能力、组织领导能力和项目管理能力。 

2.培养质量。申请单位在申请本类别涉及的主干及支撑
学科应具有至少 8 年的博士研究生培养经验，且培养质量高，
近 5 年累计授予博士学位人数不少于 100 人。同时，申请单
位在生物与医药相关领域的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上应
具有至少 8 年的培养经验，且培养效果良好。 

四、科研能力及水平 

1.科研水平。在生物与医药主要申请领域方向内应具有
很强的重大技术攻关能力和工程技术研发能力。在相关领域
方向内，近 5 年，申请单位应作为第一完成单位获得省部级
（或一级行业协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及以上奖项至少 3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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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具有国家或省部级科研平台，承担多项国家或省部级重
大、重点科技项目或重大横向委托课题，研究经费充足。近
5 年，申请单位在本授权点的专任教师每年人均科研经费不
少于 50 万元，科研总经费年均不少于 3000 万元，其中省部
级及以上重大、重点项目、重要横向委托课题（100 万元以
上项目）经费年均不少于 2000 万元。申请单位一般应在生
物与医药类相关领域方向正在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或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2.专业实践。和生物与医药相关的行业骨干企业应已建
立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并建立了研究生合作培养基地。
合作企业在相关工程领域应具有国家或省部级技术研发平
台，承担多项国家或省部级重大、重点工程类科技项目，研
究经费充足，并能配备高水平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企业指导
教师。企业指导教师要全面参与研究生专业实践、博士专业
学位论文开题、中期检查以及论文指导与答辩全过程。 

3.支撑条件。申请单位在生物与医药所涉及的主干学科
（至少1个）及支撑学科（至少2个）应具有博士学位授权点，
主干学科在国内同类学科中应处于前列，支撑学科在国内同
类学科中应处于先进水平，并在多学科交叉解决重大工程技
术问题方面具有国内领先的优势。建立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
培养的管理体系与运行机制，奖助体系完备，有专门的机构
和人员负责专业学位博士研究生培养管理工作。在学风建
设、学术道德、工程伦理及创新创业等方面具有健全的规章
制度及有效的防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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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申请基本条件（试行） 

 

交通运输博士专业学位是与交通运输行业任职资格相
联系的专业学位。交通运输系统是由轨道运输、公路运输、
水路运输、航空运输和管道运输这五种运输方式构成。交通
运输博士专业学位涵盖以上每一种运输方式中的政策制度、
规划设计、施工建设、运行控制、运营管理等内容。 

交通运输博士专业学位与电子信息、机械、材料与化工、
资源与环境、能源与动力、土木水利等专业学位联系密切并
交叉融合，随着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的不断发展，特
别是交通运输向安全、高效、绿色、智能、集成等方向不断
进步，交通运输博士专业学位也将不断出现新的研究方向和
专业领域。 

一、专业特色 

交通运输博士专业学位瞄准建设交通强国战略，适应创
新型国家建设需要，满足国家重大工程项目和重要科技攻关
项目对高层次工程应用型创新人才的需求，在交通基础设施
工程、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交通信息与控制工程、载运工
具运用工程、交通安全与环境、综合运输与物流工程及管理
等研究方向和专业领域，培养具有坚实宽广的理论基础和系
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备解决交通运输相关领域复杂工程技
术问题、进行工程技术创新以及组织实施高水平工程技术项
目等能力的高层次专门人才，为培养和造就交通运输技术领
军人才奠定基础。 

二、师资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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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人员规模。专任教师不少于20人；应与交通运输相关
行（企）业高级工程技术或管理人员共同建设专业化教学团
队和导师团队，参与交通运输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与指
导的行（企）业教师人数不少于专任教师数的1/2。 

2.人员结构。具有一支知识、年龄以及职称结构合理的
师资队伍，其中应有50%及以上的教师主持过或作为主要骨
干参加过国家级或省部级重大、重点工程类科技项目，并有
较大比例的教师拥有与企业合作开展研发工作的经历。还应
具有较充足的能够协助指导交通运输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的企业专家队伍，企业导师应具有至少15年的工程实践经
验，且主持过或作为主要骨干参加过国家或省部级重大、重
点交通运输工程类科技项目。 

3.骨干教师。骨干教师应有较高的专业技术水平、丰富
的工程实践经验和人才培养经验，有不少于1/5的教师参与过
本单位或其他单位交通运输相关学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的指导工作。 

三、人才培养 

1.课程与教学。确定特色鲜明、优势突出的培养目标，
制订相应的培养方案，构建培养课程体系，明确学位论文的
形式与基本要求，建立培养质量评价标准和保障体系。保证
学生能够参与面向国家重大需求的交通运输应用研究课题
或技术开发项目，有效提高学生的技术创新能力、组织领导
能力和项目管理能力。 

2.培养质量。申请单位在交通运输相关主干及支撑学科
方向应具有至少8年的博士研究生培养经验，且培养质量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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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5年累计授予博士学位人数不少于100人。同时，申请单位
在交通运输相关领域应具有至少8年的工程硕士培养经验，
且培养效果良好。 

四、科研能力及水平 

1.科研水平。在交通运输相关领域应具有很强的重大技
术攻关能力和工程技术研究能力。近5年，申请单位应作为
第一完成单位在所申请领域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或技
术发明奖（二等及以上）、省部级科学技术进步奖或技术发
明奖（一等及以上）至少3项。在申请领域内应具有国家或
省部级科研平台，承担多项国家或省部级重大、重点工程类
科技项目或重大横向委托课题，研究经费充足。近5年，申
请单位在交通运输相关领域，每年专任教师人均科研经费不
少于50万元，科研总经费年均不少于3000万元，其中省部级
及以上重大、重点工程类项目、重大横向委托课题（500万
元以上项目）经费年均不少于2000万元。申请单位一般应在
交通运输相关学科领域正在承担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或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项目。 

2.专业实践。与交通运输领域相关的行业骨干企业应建
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并建立了研究生合作培养基地。合
作企业在交通运输相关领域应具有国家或省部级技术研发
平台，承担多项国家或省部级重大、重点工程类科技项目，
研究经费充足，并能为交通运输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配备高
水平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企业指导教师。企业指导教师要全
面参与本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专业实践、博士学位论文开题、
中期检查、以及论文指导与答辩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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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支撑条件。申请交通运输博士专业学位所涉及的主干
学科（至少1个）及支撑学科（至少2个）应具有博士学位授
予权，主干学科在国内同类学科中应处于领先水平，支撑学
科在国内同类学科中应处于先进水平，并在多学科交叉解决
交通运输相关重大工程技术问题方面具有国内领先的优势。
建立交通运输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管理体系与运行
机制，奖助体系完备，有专门的机构和人员负责交通运输博
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管理工作。在学风建设、学术道德、
工程伦理及创新创业等方面具有健全的规章制度及有效的
防范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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