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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新工科建设是高等工程教育为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挑战而采取的积极行动，要

求高校推动学科交叉融合，大力培养交叉学科人才。为全面了解交叉学科研究生培养的实践特征，选

取 6 所优势工科高校作为研究对象，分析新工科背景下交叉学科研究生培养在推动工程学科发展、助

力产业升级与丰富新工科内涵方面的价值与作用。研究发现，工科优势高校在交叉学科研究生培养方

面体现出共同特征，即构建多元化的交叉学科研究生培养组织平台，支撑国家重大战略研究；明确卓

越创新型工程科技人才的培养目标，实行多学科背景的联合培养；聚焦复杂工程问题，注重项目式教

学；推动校企合作，回归真实工程。文章提出工科优势高校要采取积极的改进策略，包括优化学科布

局、改革评价方式、加强校企合作等，以期培养大批具有大工程观、实践创新能力的交叉学科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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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科学研究范式也正在发生深刻变革，解决复杂的工

程技术难题需要多学科交叉融合，而培养交叉学科人才是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的关键。2017 年，

教育部在复旦大学召开的高等工程教育发展研讨会上提出，工科优势高校要加快建设和发展新工科，

促进现有工科的交叉复合、工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深化工程人才改革，大力培养工程科技人才

和产业创新人才[1]。自此，高校掀起了新工科建设的浪潮，工科优势高校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大

力推进交叉学科研究生培养方式的改革。在此背景下，探究工科优势高校交叉学科研究生培养的实践

特征成为值得研究的重要议题。本研究选取我国 6 所工科优势高校作为研究对象，在探讨交叉学科研

究生培养的价值意蕴的基础上，剖析了各高校在交叉学科研究生培养举措中所体现出的共通的实践特

征，以期为我国卓越工程科技人才培养提供参考。 

    一、新工科背景下交叉学科研究生培养的价值意蕴 

    (一) 交叉学科人才推动工程技术学科向前发展 

    工程主要是以人类某种设想的目标为依据，应用相关科学知识和技术手段将现有实体(自然的或

人造的)转化为具有预期使用价值的人造产品的过程。一方面，工程本身就具有交叉学科的特征，因

为一个具体的工程对象涉及众多领域，不同学科领域的科学规律共同作用到同一个工程对象上[2]。比

如，汽油发动机的制造涉及物理、化工、机械、材料、控制等多门学科，这些不同学科的知识相互作

用并共同落实到发动机本身。另一方面，工程技术学科必须朝着交叉化方向发展。以信息化、智能化、

绿色化为创新驱动的交叉学科融合趋势将极大地丰富学科内涵，从而使工程类学科能够适应社会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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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需求。 

    在目前工程技术的复杂性、集成性、精细化特征越来越明显的情况下，面向未来的工程师必须是

在精通本学科知识的同时能够在实践中运用相近学科或其他学科知识的人才。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培根

认为，未来的优秀工程师应该具有大工程观[3]，而具有大工程观的人才是将科学、技术、非技术、工

程实践融为一体的，能够将多学科知识交叉融合的人才[4]。由此，对工科类研究生进行交叉学科培养

既是卓越工程科技人才成长的要求，也是推动工程技术学科向前发展的要求。 

    (二) 大力培养交叉学科研究生将支撑社会产业转型升级 

    目前，虽然我国在融入世界制造业产业链的过程中发展成为“制造大国”，但是受限于发达国家

对我国高精尖技术的制裁，仍面临着高端芯片、精密仪器、量子信息等领域的“卡脖子”难题。要想

攻克这些技术难题并推动产业升级，就需要培养大量的具有多学科背景的工科类人才。一方面，交叉

学科人才是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支撑。目前我国涌现出了“互联网+”“设计+”等新业态，“软产业”

与“硬产业”互动融合，不断向产业链和价值链高端环节延伸，而具有以某一学科为主、兼具其他学

科知识的研究生将有力地推动科学技术的原始创新，有望解决复杂且关键的技术问题，最终助力我国

产业技术的改造升级。另一方面，大力培养交叉学科研究生也是抢占新一轮全球科技和产业竞争制高

点的关键。事实上，发达国家率先推动高校培养交叉学科人才来支撑产业的创新发展，如美国为了培

养高精尖科学技术人才，早在 1997 年就启动了资助交叉学科领域的“研究生教育与科研训练一体化

项目”[5]，并于 2010 年发布了《消除学科边界：培养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领域的交叉学科劳动力》。

这一系列举措推动了美国具有系统知识、战略思维科学家的涌现，进而支撑美国科学技术的持续发展。

可见，交叉学科研究生的培养是国家推动高端科技产业发展的重要一环。 

(三) 培养交叉学科研究生是新工科建设的应有之义 

    新工科是基于国家战略发展新需求、国际竞争新形势、立德树人新要求而提出的我国工程教育改

革方向[6]。新工科建设从根本上来说是要培养未来多元化、创新型卓越工程人才，而推动学科交叉与

融合是培养新工科人才的主要途径。从新工科建设的目标来看，新工科要培养交叉复合型人才，要求

工程技术人才具有多学科的知识、理论和专业基础，具备解决交叉复合问题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质[7]。

从教育行政机构的引导来看，交叉学科研究生培养是教育行政部门引导高校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变的

着力点。2017 年，教育部办公厅发布的关于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指南将“多学科交叉复合的新型工

科专业建设”等作为新工科建设的重要方向；2018 年，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工程院联合出

台了《关于加快建设发展新工科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2.0 的意见》，明确提出推动学科交叉融

合，促进理工结合、工工交叉、工文渗透，孕育产生交叉专业，推进跨院系、跨学科、跨专业培养工

程人才的工作。由此可以看出，培养交叉学科的高层次工程技术人才是新工科建设的应有之义。 

二、工科优势高校推动交叉学科研究生培养的实践特征 

    为了探究交叉学科工科类研究生培养的通用举措和共同特征，本研究选取国内 6 所工科优势高校

(T 大学、S 大学、Z 大学、J 大学、B 大学、H 大学)，这 6 所高校高度重视新工科建设且工科基础扎

实，具有交叉学科的学科群基础，在关键工程领域的技术创新与产业协同创新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本

研究从组织平台、培养目标、关键举措、涉及主要学科等方面分析了各高校在新工科背景下培养交叉

学科研究生方面所采取的举措(见表 1)，从而尝试总结出交叉学科工科类研究生的培养规律。 

    从上述 6 所高校交叉学科研究生培养的举措可以看出，每所高校因受学科布局、现实资源等因素的

影响而采取了不同的措施，但也体现了一些共同的实践特征，具体体现在构建人才培养组织平台、明确

培养面向未来的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目标、实行多学科交叉培养、注重项目式教学以及校企合作等方面。 

(一) 构建多元化的交叉学科研究生培养组织平台，支撑国家重大战略研究 

    交叉学科组织平台是研究生培养的基本载体，也为研究生培养目标的实现提供了合法性基础。对

6 所工科优势高校建设的交叉学科组织平台进行分析后发现，近年的新工科建设浪潮加快了工科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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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新工科背景下工科优势高校交叉学科研究生培养的探索举措 

学校 组织平台 培养目标 关键举措 涉及主要学科

T 大学 

未来实验室

(2017 年) 

深入开展跨学科交叉研究与学术交流，

以“计算、传播、媒体、艺术汇聚合一”

为愿景，开展“原创性、交叉性、颠覆

性”的无疆界技术创新 

(1)面向未来科技，人机物融合、未来材料设计等；

(2)研究组群培养，博士生依托研究组群项目，在多学

科背景下开展研究；(3)工作坊，开设多主题的工作坊 

美术、建筑、

机械、材料、

计算机等 

国家卓越工

程师学院

(2023 年) 

培养具有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知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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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

和组织实施工程技术研究开发工作的

能力，能够在所在工程类别中做出创新

性成果的工程类创新领军人才 

(1)项目式培养方式，包括创新领军工程博士项目、工

程硕博士培养改革项目、碳中和能力提升项目等；

(2)联合培养，由学校与企业共同承担培养工作，校企

导师组指导；(3)工学交替模式，注重专业实践，选择

创新型企业和领军型企业为调研实践对象，采用课程

学习、专业实践、学位论文相结合的培养方式 

电子信息、机

械、材料与化

工、能源动力、

生物与医药 

S 大学 

智慧能源创

新学院 

(2020 年) 

建设成为高水平科技创新领军人才的

集聚地、复合型创新型卓越人才的培养

地、前沿能源技术的策源地、先进科技

成果转化的孵育地，为国家的“碳达峰”

“碳中和”提供有力的科技和人才支撑

与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强强联合，共商共建的

产教融合平台和办学特区。(1)实行双导师制，联合培

养，学生按照要求完成理论课程学习后，在学校导师

与企业导师的联合指导下开展应用技术攻关研究；

(2)产教融合，学生的毕业设计研究题目全部来自企业

“真问题”，校企共同设立“未来能源基金”用于人才

培养和科研合作；(3)交叉学科，培养方案设计和课程设

置上，以“能源类”和“信息类”课程为主线，注重能

源技术与信息化技术、材料科学、化学化工的交叉融合

机械与动力工

程、电子信息

与电气工程、

能源动力 

溥渊未来技

术学院 

(2021 年) 

建设若干国际化、大跨度、前沿交叉的

教学和科研平台，培养面向下一个百年

奋斗目标所需的，具有国际视野、家国

情怀、创新精神的复合型领军人才 

(1)瞄准未来能源方向，同宁德时代公司开展联合培养，

学生在联合培养基地进行 1 年半的创新实践；(2)探讨

未来人才画像，对未来人才知识结构进行剖析和整合，

课程分为基础科学、人文素养、专业交叉学科、实践

创新 4 个知识板块 

机械、电子信

息 

Z 大学 

多学科交叉

人才培养 

卓越中心 

(2016 年) 

凝练交叉学科人才培养方向，搭建多学

科交叉人才培养平台，探索多学科交叉

人才协同培养机制 

(1)跨学科门类或多个学科导师组共同指导；试点实施

研究生“主辅修制”；(2)以问题为导向、项目为支撑、

中心为载体、多学科交叉为特征、导师团队合作指导

的交叉学科培养模式，开展轮训培养、出国交流、交

叉学科学术研讨；(3)设置交叉培养荣誉证书 

所有工科均可

申请 

J 大学 

交叉学科 

中心 

(2022 年) 

着力打造紧扣国家急需的示范平台，加

快形成拔尖复合型人才的培育高地、学

科交叉融合的创新高地 

(1)设置交叉学科、跨学科导师团(额外配置招生计划)；

(2)高水平跨学科课程，学科交叉平台跨学院、多学科、

开放办学：(3)跨学院合作，共同承接项目、共建实验

平台、联合培养博士(面向人工智能、储能技术、医工

结合) 

化工、材料、

经济管理等 

B 大学 

前沿交叉科

学研究院

(2015 年) 

培育优秀学科方向、孵化优秀人才；围

绕物质科学、信息科学、生命科学领域，

以热点前沿科学等问题和重大战略技

术问题为牵引，以交叉学科为特征，开

展前瞻性、引领性、颠覆性研究 

(1)下设研究团队，实施 PI 负责制，单列引进人才专项

研究生招生计划；(2)采取有序设置和自由组团相结合

的方式，按团队汇聚人才，凝练学科方向，论证研究

项目，构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平台，建设成熟的研究

中心，整建制独立运行或转入专业学院；(3)前沿交叉

特色课程实行课程负责人制度；(4)设立“恩三前沿创

新基金” 

信息与通信、

控制科学、材

料、电子、集

成电路、计算

机等 18 个一

级学科 

H 大学 

集成电路 

学院 

(2023 年) 

按照“国际视野、拔尖示范、协同育人、

自主创芯、服务地方”的思路，充分发

挥产教融合创新优势，实施“一生一芯”

计划，着力培养会动手的战略科学家和

会动脑的卓越工程师 

(1)依托强势学科培养人才；(2)项目式引领，实施科学

研究与工程实践相结合的项目式学习；(3)校企协同育

人，与企业共建联合实验室；(4)国际交流，同国外知

名大学建立合作，开展项目交流 

集成电路科学

与工程、电子

科学与技术、

软件工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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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的组织调整、组织创新的步伐，而这些组织平台着重冲破传统学科的知识领地，培养新经济发展

和产业变革所需的具有跨界整合能力的人才，从而支撑我国新能源、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生命科学、

集成电路等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的国家重大战略。 

    其一，从工科优势高校交叉学科组织平台的服务领域来看，S 大学智能能源创新学院支撑国家现

代能源战略发展，H 大学瞄准集成芯片的先进存储器、智能传感器、集成射频前端、下一代微波材料

与器件等方向攻关我国芯片领域的“卡脖子”技术，B 大学前沿交叉科学研究院则围绕物质科学、信

息科学、生命科学等前沿热点来培育新兴学科方向，T 大学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与 Z 大学多学科交叉

人才培养卓越中心则培养具有工程技术创新能力及大工程观的人才，支撑国家重大战略的研究。 

    其二，从工科优势高校交叉学科组织平台的支撑学科来看，大部分组织平台属于相近学科的“工

工交叉”，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T 大学)、智慧能源创新学院(S 大学)和溥渊未来技术学院(S 大学)等基

本涉及机械、电子、能源动力等工程学科之间的交叉；也有一些学校注重“理工融合”，如 H 大学的

集成电路学院是由原来的微电子学院发展而来的，而物理学是引领集成电路技术发展的基础，因此该

学院尤其注重物理、数学及电子相关学科的交叉融合；值得一提的是，T 大学未来实验室是以“计算、

传播、媒体、艺术汇聚合一”为愿景，支持美术、建筑、机械、计算机等跨度较大学科的交叉。可见，

交叉学科组织平台的支撑学科以“工工交叉”为主，而“理工融合”和大跨度交叉学科融合也是组织

平台发展的趋势。 

    若以交叉学科研究生培养组织平台的教师按照是否占用高校人员编制等条件为标准，可以将交叉

学科研究生培养组织平台分为实体组织平台和虚体组织平台。实体组织平台具有资源集中、人员稳定、

组织较完善的优势，而虚体组织平台具有机构开放、体制灵活、人员流动的优势，二者可以互为补充。

据此，这 6 所工科优势高校的交叉学科人才培养组织平台呈现出“实体居多，也有虚体”的特点。在

实体组织平台建设上，T 大学、S 大学是在国家自上而下的推动下分别成立了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

未来技术学院，这将为组织平台的师资吸引、科研探索、人才培养以及合作交流等提供了“丰沃的土

壤”。这类组织也细分为 3 种：一种是新成立的研究组织(未来实验室等)；一种是在原来的基础上改革

的组织平台(如集成电路学院)；还有一种是在学校其他学院进行整合构建的管理实体组织。这些实体

组织在催生交叉学科方向、打破学科界限以及培养交叉学科人才方面具有优势。在虚体组织平台建设

上，像 Z 大学的多学科交叉人才培养卓越中心，是为各学科的交流互动提供平台，并灵活配套相关资

源来培育交叉学科方向、协同培养卓越工程类研究生，该形式具有方式灵活、目标明确的优势。 

(二) 明确交叉学科研究生是面向未来的创新型人才，实行多学科背景的联合培养 

    未来的工程技术将朝着系统化发展，大工程、大尺度工程、微尺度工程的系统集成是其重要的特

征之一，且工程与企业的创业、科技的创新、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8]。这就要求未来的卓越工程人才

不仅要具有融合多学科知识和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而且要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与合作能力。未

来工程活动的趋势要求工科优势高校应实施学校科学家与企业工程师的“科学家+工程师”的培养模式。 

    在培养目标上，这些工科优势高校的交叉学科组织平台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瞄准未来前沿性、

革命性、颠覆性技术的发展方向，培育引领未来工程技术发展的创新型人才。一方面，培养目标更加

强调“领军”，要求研究生站在社会发展前沿，高瞻远瞩地驾驭大型工程系统的规划、设计和建设，

在未来能够为国家工程创新战略的制定和实施发挥重要的咨询作用并扮演领导者角色。例如 T 大学国

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就定位于培养能够做出创新性成果的创新领军人才、S 大学智慧能源创新学院及溥

渊未来技术学院等明确提出培养领军人才。另一方面，培养目标更加强调创新，交叉学科人才是创新

的基础，各高校都强调研究生要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几乎所有的交叉学科组织都把培养学生的创

新精神放在核心位置。因此，各高校为交叉学科研究生的培养开辟出一片人才培养特区，选拔了一批

理论基础扎实、创新实践能力突出的学生，并给他们提供了优质资源来培育能够引领未来学科技术发

展的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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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研究生培养方式上，注重实施多学科背景的联合培养。突破传统单一学科人才培养模式，培养

具有多学科思维的系统工程师，必定是要围绕真实的复杂工程问题来开展联合培养。联合培养的方式

不拘泥于不同学院之间的导师团队，也可以是“科学家+工程师”的联合培养。举例来说，J 大学于

2020 年依托国家创新群体和科研创新团队组建了交叉学科导师团，并实行首席导师负责制，强调以跨

学科专项研究任务为牵引对研究生开展学术训练和实训实践[9]；S 大学智慧能源创新学院为每位学生

配备一名学院导师、一名国家电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国家电投”)企业导师，学生完成理论课

程学习后就到国家电投企业实习实训，其学位论文选题、课题研究要围绕实习单位的理论和工程实际

难题。无独有偶，T 大学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也实行校企联合培养、学生工学交替的培养模式，硕士

研究生要在企业科研实践累计不少于 2 年，博士研究生累计不少于 3 年。正如西安交通大学未来技术

学院执行院长王小华所言：“要在‘枪炮声’中研究真问题，开展真研究，产出真成果，通过有组织

科研，用‘科学家+工程师’联合模式在科技创新实践中培养创新人才。”[10] 

(三) 聚焦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注重项目式教学 

    社会的发展对尖端科学技术的需求越来越旺盛，而科学技术难题的突破发生在不同交叉学科点

上，交叉学科是手段而非目的，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是基于社会、经济、产业和技术发展的当前和未

来需要[11]。各高校在培养交叉学科人才时也明确了各培养组织平台要具有明确的交叉学科培养方向。

例如 Z 大学“多学科交叉人才培养卓越中心”专项计划要求博士生培养方向必须是不同学科交叉融合

产生的，要基于交叉学科的科研项目努力培育出创新科研成果或新的学科前沿方向。同时，在微观的

教学过程中，多所高校提倡项目式教学，在这种教学方式下，学生组建项目小组在教师的指导下解决

跨学科问题，通过收集和分析信息构建知识体系，自主选择解决问题的策略并开展活动，之后进行交

流评价，从而展现解决问题的成果[9]。此外，项目式教学辅以工作坊、模块化课程等，是培养交叉学

科研究生的适合的教学方式。 

    (四) 推动校企合作，回归真实工程 

    世界各国高校在工程人才培养上无不采取与企业合作的方式，以弥补本校在实践教育和职业训练

方面的不足[12]。近年我国高校也重点推进校企合作，以培养具有交叉学科素养的创新型人才。S 大学

与国家电投共建智慧能源创新学院的初衷在于，发挥校企优势并成建制地为国家电投输送适应未来能

源行业发展的复合型、实践型人才，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关键技术攻关与前瞻性基础研究。同样地，T

大学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与中核集团、航天科工集团、中国大唐集团等 33 家理事单位共同致力于工

程类创新领军人才的培养。具体来说，即校企导师组联合指导学生的科研实践，并联合开发校企课程，

学生以工学交替的方式开展科学研究。H 大学则与企业共建联合实验室，实验室以解决企业研发难题

为目标，让学生深度参与导师负责的企业实践项目，从而提升实践能力、沟通合作能力以及创新能力

等。校企合作协同育人是工程人才培养的基本方法，只有让研究生深入真实的工程问题，才能真正实

现创新型科技人才的培养目标。 

三、交叉学科研究生培养的改进策略 

    研究生教育本质上是培养知识生产者的活动。1994 年，迈克尔·吉本斯提出了知识生产模式Ⅰ和

模式Ⅱ，知识生产模式Ⅰ是以学科和大学为中心的，以同质性为特征，而知识生产模式Ⅱ是跨学科的，

基于问题导向、应用导向的，以异质性为特征，后者是现代知识生产的必然趋势[13]。在知识生产模式Ⅰ

向知识生产模式Ⅱ的发展过程中，我国工科优势高校在培养交叉学科人才的过程中，要打破学科界限，

注重培养学生解决应用情境中的问题的能力，不断加强校企合作，积极吸引企业等主体参与人才培养

过程。基于知识生产模式理论，本研究提出高校应在优化整体学科布局、改革评价方式、推动开放合

作等方面不断改进。 

    (一) 优化整体学科布局，选择合适的组织形式 

    人才的培养依赖学科发展，交叉学科研究生的培养是以各大学的学科组织为载体。大学学科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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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变革不可避免地受到知识生产模式的影响。目前，大学各学院主要采用以单一学科为主的知识

生产模式Ⅰ，并逐渐生成了交叉学科中心等组织，这些组织体现出知识生产模式Ⅱ主张的“边界消融”

“应用性”等特征。知识生产模式的转型发展推动着工科高校根据自身已有的学科分布来渐进式地调

整学科布局，即工科高校在现有学科组织形式的基础上尝试生长出具有“流动型”“复合型”“虚拟型”

“开放性”“灵活性”等特征的交叉学科组织。像 T 大学、S 大学等学科门类较多的综合性研究型大

学在培养交叉学科工科类研究生时，因其具备齐全的学科门类以及坚实的研究基础，更容易形成像未

来实验室、未来技术学院等形式的复合型、开放型的组织，从而实现学科之间的强强联合、工工交叉

以及工文渗透。如果大学学科门类不够齐全或只有某几个学科特色突出，那么在优势学院可尝试采用

交叉学科研究机构或在全校范围内设置交叉学科项目等灵活、虚拟的组织形式，这是创新研究生培养

模式的可行之举。 

    (二) 变革评价方式，回归工程属性 

    知识生产模式Ⅱ突出知识的应用性，这要求学术质量评价并不完全以知识创新或理论贡献为标

准，政策价值、实践意义等也越来越成为成果评价的重要维度[14]。在工程教育领域，实践是工程的本

质特征，工科类研究生的评价方式应不囿于传统的学术论文，还应将涉及工程研发与设计、工程项目

的论证与设计等解决企业实际重大问题的技术学位论文、专利、软件等多元化的成果纳入评价体系，

让工程教育回归工程属性。对于交叉学科人才来说，学术成果不仅要体现工程应用价值，而且要体现

对现有及未来工程技术的创新，以及在研究中所体现的领导思维和领导能力。在“破五唯”的背景下，

高校可以尝试将专利、软件、技术等纳入评价体系。这种更加注重研究质量、创新和实际贡献的评价

方法，将会扭转长期以来工科领域单纯追求论文发表数量和“SCI 至上”的不良倾向，从而引导研究

生在科学研究中久久为功。此外，各高校可以学习 Z 大学的方式，为参与交叉学科培养项目的学生颁

发“交叉培养荣誉证书”，这也是提升学生荣誉感与价值感的有效方式。 

    (三) 推动开放合作，完善联合培养机制 

    知识生产模式Ⅱ要求大学逐步从学科规范和过程控制下的封闭系统向与社会环境良性互动的开

放系统转变，工科优势高校要努力吸引具有影响力的行业企业参与培养知识生产者的过程。在新工科

背景下，交叉学科的动力来自现实社会科技的高速发展对能够解决复杂问题的人才需求，企业参与工

科类研究生的培养有利于学生在真实情境下运用多学科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目前，高校和企业的浅

层合作逐渐走向共建合作。工科研究生多学科交叉能力是在解决真实问题的过程中获得的，高校同行

业头部企业的合作将更加深入，因此，要不断完善校企联合培养学生的机制。一是校企要合作开发基

于研究项目的课程群，完善学生多学科的知识结构，让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微观层面；二是要让学生

真正参与解决企业的真实工程前沿问题，高校可以同企业协商确定合作的科研项目，将人才培养与科

研合作“捆绑”[15]；三是事先明确校内导师和企业导师在合作中的职责，确保学生获得理论指导与实

践指导，全程保障学生的培养质量；四是推动建立校企合作基金，学习 B 大学前沿交叉科学研究院、

S 大学智慧能源创新学院设立用于人才培养以及校企科研合作相关专项基金的经验，从而为校企双方

协同育人提供经费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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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engineering education is an active response of higher engineering 

education to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the new rou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which requires universities to promote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and cultivate cross 

subject talents. In order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pract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improvement strategies of 

interdisciplinary graduate education,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value of promoting engineering disciplines, 

supporting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enriching the connotation of new engineering education in the context of 

new engineering education, and selected six universities with advantages in engineering education as cases. 

The study finds out that universities with advantages in engineering education have common features in 

interdisciplinary graduate education, namely, building a diversified cross subject graduate education 

organizational platform to support national strategic research, clearly defining multidisciplinary graduate 

students as outstanding innovative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talents and implementing joint training from 

multidisciplinary backgrounds, focusing on complex engineering problems and emphasizing project-based 

teaching, promoting cooperation with enterprises to return to real engineering. Finally, this paper proposes 

that universities with advantage in engineering education should take active improvement strategies, which 

include optimizing the disciplinary layout, reforming evaluation methods, and strengthening cooperation 

with enterprises so as to promote the cultivation of cross subject talents with a broad engineering view and 

practical innovative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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