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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工科建设指南（“北京指南”）

　　“大业欲成，人才为重”。新工业革命加速进行，新工科建设势在必行。以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和

新模式为特征的新经济呼唤新工科建设，国家一系列重大战略深入实施呼唤新工科建设，产业转型升级

和新旧动能转换呼唤新工科建设，提升国际竞争力和国家硬实力呼唤新工科建设。６月９日，教育部在

北京召开新工科研究与实践专家组成立暨第一次工作会议，全面启动、系统部署新工科建设。３０余位

来自高校、企业和研究机构的专家深入研讨新工业革命带来的时代新机遇、聚焦国家新需求、谋划工程

教育新发展，审议通过《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指南》，提出新工科建设指导意见。

１．明确目标要求。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全
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面向产业界、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以一流人才培养、一流本科教育、一流专业

建设为目标，以加入《华盛顿协议》组织为契机，以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２．０版”为抓手，把握

工科的新要求、加快建设发展新兴工科，持续深化工程教育改革，培养德学兼修、德才兼备的高素质工程

人才，探索形成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工程教育体系，加快从工程教育大国走向工程教育强国。

２．更加注重理念引领。坚持立德树人、德学兼修，强化工科学生的家国情怀、国际视野、法治意识、
生态意识和工程伦理意识等，着力培养“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树立创新型工程教育理念，
提升学生工程科技创新、创造能力；树立综合化工程教育理念，推进学科交叉培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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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落实“学

生中心、成果导向、持续改进”的国际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理念，面向全体学生，关注学习成效，建设质量文

化，持续提升工程人才培养水平。

３．更加注重结构优化。加强工程科技人才的需求调研，掌握产业发展最新的人才需求和未来发展

方向，优化学科专业结构。一方面加快现有工科专业的改造升级，体现工程教育的新要求；另一方面主

动布局新兴工科专业建设，积极设置前沿和紧缺学科专业，提前布局培养引领未来技术和产业发展的人

才，争取由“跟跑者”向某些领域的“领跑者”转变，实现变轨超车。

４．更加注重模式创新。完善多主体协同育人机制，突破社会参与人才培养的体制机制障碍，深入

推进科教结合、产学融合、校企合作。建立多层次、多领域的校企联盟，深入推进产学研合作办学、合作

育人、合作就业、合作发展，实现合作共赢。推动大学组织创新，探索建设一批与行业企业等共建共管的

产业化学院，建设一批集教育、培训及研究于一体的区域共享型人才培养实践平台。探索多学科交叉融

合的工程人才培养模式，建立跨学科交融的新型组织机构，开设跨学科课程，探索面向复杂工程问题的

课程模式，组建跨学科教学团队、跨学科项目平台，推进跨学科合作学习。强化工程人才的创新创业能

力培养，完善工科人才“创意－创新－创业”教育体系，以创新引领创业、创业带动就业，广泛搭建创业孵

化基地、科技创业实习基地、创客空间等创新创业平台，提升工科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创业

能力。探索个性化人才培养模式，鼓励学生在教师指导下，根据专业兴趣和职业规划，选择专业和课程，
给学生个性化发展提供更加广阔的空间。探索工程教育信息化教学改革，推进信息技术与工程教育深

度融合，创新“互联网＋”环境下工程教育教学方法，提升工程教育效率，提高教学效果。扎根中国、放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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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推进工程教育国际化，围绕“一带一路”战略实施，构建沿线国家工科高校战略联盟，共同打造工程

教育共同体，提升我国工程教育国际影响力和对国家战略的支撑能力。

５．更加注重质量保障。加强工程人才培养质量标准体系建设，制定发布理工科专业类人才培养质

量标准，作为专业设置、专业建设、教学质量评估的基本遵循。按照新工科建设要求，研制新兴工科专业

质量标准，引导高校依据标准制定和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建立完善中国特色、国际实质等效的工程教育

专业认证制度，把专业认证作为建设一流本科的重要抓手和基础性工程，用国际实质等效的标准引导专

业教学，不断改进和提高专业人才培养质量。制订符合工程教育特点的师资评价标准与教师发展机制，
探索与新工科相匹配的师资队伍建设路径，强化教师工程背景，对教师的产业经历提出明确要求并积极

创造条件。推动高校形成内生的、有效的质量文化，强化生命线意识，将质量价值观落实到教育教学各

环节，将质量要求内化为全校师生的共同价值追求和自觉行为。

６．更加注重分类发展。促进高校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办出特色、办出水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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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性高校要对催生新技术和孕育新产业发挥引领作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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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培养不同类型的卓越工程人才，全面提升工

程教育质量。

７．形成一批示范成果。各类高校要审时度势、超前预判、主动适应、积极应答，根据办学定位和优

势特色，深入开展多样化探索实践，努力在以下若干方面大胆改革、先行先试，实现重点突破，形成一批

能用管用好用的改革成果：
建设一批新型高水平理工科大学；
建设一批多主体共建共管的产业化学院；
建设一批产业急需的新兴工科专业；
建设一批体现产业和技术最新发展的新课程；
建设一批集教育、培训、研发于一体的实践平台；
培养一批工程实践能力强的高水平专业教师；
建设一批跨学科的新技术研发平台；
建设一批直接面向当地产业的技术创新服务平台；
形成一批可推广的新工科建设改革成果。
复旦共识、天大行动和北京指南，构成了新工科建设的“三部曲”，奏响了人才培养主旋律，开拓了工

程教育改革新路径。使命重在担当，实干铸就辉煌。我们将深入系统地开展新工科研究和实践，从理论

上创新、从政策上完善、在实践中推进和落实，一步步将建设工程教育强国的蓝图变成现实，建立中国模

式、制定中国标准、形成中国品牌，打造世界工程创新中心和人才高地，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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