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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科”建设复旦共识

　　高等教育发展水平是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发展潜力的重要标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对高等

教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对科学知识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

当前世界范围内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进行，综合国力竞争愈加激烈。工程教育与产业发展

紧密联系、相互支撑。为推动工程教育改革创新，２０１７年２月１８日，教育部在复旦大学召开了高等工

程教育发展战略研讨会，与会高校对新时期工程人才培养进行了热烈讨论，共同探讨了新工科的内涵特

征、新工科建设与发展的路径选择，并达成了如下共识：

１．我国高等工程教育改革发展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国家正在实施创新驱动发展、“中国制造２０２５”“互联网＋”“网络强国”“一带一路”等重大战略，为

响应国家战略需求，支撑服务以新技术、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为特点的新经济蓬勃发展，突破核心关

键技术，构筑先发优势，在未来全球创新生态系统中占据战略制高点，迫切需要培养大批新兴工程科技

人才。我国已经建成世界最大规模的高等工程教育，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体系实现国际实质等效，国家统

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为加快建设和发展新工科奠定了良好基础。

２．世界高等工程教育面临新机遇、新挑战

第四次工业革命正以指数级速度展开，我们必须在创新中寻找出路。发达国家的历史经验证明，主
动调整高等教育结构、发展新兴前沿学科专业，是推动国家和区域人力资本结构转变、实现从传统经济

向新经济转变的核心要素。为应对金融危机挑战、重振实体经济，主要发达国家都发布了工程教育改革

前瞻性战略报告，积极推动工程教育改革创新。我国高等工程教育要乘势而为、迎难而上，抓住新技术

创新和新产业发展的机遇，在世界新一轮工程教育改革中发挥全球影响力。

３．我国高校要加快建设和发展新工科

一方面主动设置和发展一批新兴工科专业，另一方面推动现有工科专业的改革创新。新工科建设

和发展以新经济、新产业为背景，需要树立创新型、综合化、全周期工程教育“新理念”，构建新兴工科和

传统工科相结合的学科专业“新结构”，探索实施工程教育人才培养的“新模式”，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

工程教育“新质量”，建立完善中国特色工程教育的“新体系”，实现我国从工程教育大国走向工程教育强

国。

４．工科优势高校要对工程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发挥主体作用

总结继承工程教育改革发展的成功经验，深化工程人才培养改革，发挥自身与行业产业紧密联系的

优势，面向当前和未来产业发展急需，主动优化学科专业布局，促进现有工科的交叉复合、工科与其他学

科的交叉融合，积极发展新兴工科，拓展工科专业的内涵和建设重点，构建创新价值链，打造工程学科专

业的升级版，大力培养工程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人才，服务产业转型升级。

５．综合性高校要对催生新技术和孕育新产业发挥引领作用

发挥学科综合优势，主动作为，以引领未来新技术和新产业发展为目标，推动应用理科向工科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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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学科交叉融合和跨界整合，产生新的技术，培育新的工科领域，促进科学教育、人文教育、工程教育

的有机融合，培养科学基础厚、工程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人才，掌握我国未来技术和产业发展主动权。

６．地方高校要对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发挥支撑作用

主动对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企业技术创新要求，把握行业人才需求方向，充分利用地方资

源，发挥自身优势，凝练办学特色，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协同育人，增强学生的就业创业能力，培养

大批具有较强行业背景知识、工程实践能力、胜任行业发展需求的应用型和技术技能型人才。

７．新工科建设需要政府部门大力支持

教育部、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和各级政府应对新工科建设进行重点支持，推动体制机制改革，加强政

策协同、形成合力，在优化相关领域专业结构、改革培养机制、强化实习实训、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

出台更多的支持措施，为新工科人才培养提供良好的政策环境。

８．新工科建设需要社会力量积极参与

打造共商、共建、共享的工程教育责任共同体，深入推进产学合作、产教融合、科教协同，通过校企联

合制定培养目标和培养方案、共同建设课程与开发教程、共建实验室和实训实习基地、合作培养培训师

资、合作开展研究等，鼓励行业企业参与到教育教学各个环节中，促进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紧密结合。

９．新工科建设需要借鉴国际经验、加强国际合作

扎根中国、放眼全球、办出特色，借鉴国际先进理念和标准，明确新工科教育未来发展的重点和方

向，分析新工科人才应具备的素质，构建新工科人才能力体系，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创新型工程技术人

才。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将“中国理念”“中国标准”注入“国际理念”“国际标准”，扩大我国在世界高等

工程教育中的话语权和决策权。

１０．新工科建设需要加强研究和实践

我们将共同启动“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围绕工程教育的新理念、学科专业的新结构、人才培养

的新模式、教育教学的新质量、分类发展的新体系等内容开展研究和实践。我们将携手更多高校共同探

索新工科的内核要点和外延重点，充分发挥基层首创精神，边研究、边实践、边丰富、边完善。我们将以

更宽的视野、更大的勇气、更高的智慧、更强的担当来推进新工科建设，推动形成广泛共识，凝聚各方合

力，为建设工程教育强国做出积极贡献。

参会高校名单

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北京交通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化工大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 南开大学 天津大学 大连理工大学

吉林大学 复旦大学 同济大学 上海交通大学 华东理工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南京大学 苏州大学 浙江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厦门大学 山东大学 武汉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中山大学 汕头大学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 四川大学 兰州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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