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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新工科作为新时代高等教育领域的政策焦点和社会热点, 指引着工程教育改革发

展的战略部署和宏观走向。 为了廓清新工科发展的演进逻辑, 我们从政策、 实践、 研究等梳理

新工科建设的基本脉络。 新工科政策构成了标志性的行动宣言, 制订了系列文件, 实施多样的

实践项目。 新工科研究聚焦于内涵实质、 人才培养、 实践路径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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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policy focus and social hotspot in the field of higher education, emerging
engineering guides the strategic deployment and macro direction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reform and
development. In view of clarifying the evolutionary logic of the development of emerging engineering, it
is necessary to sort out the basic context of emerging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from policies, practices,
and research. The action statement, which constitutes the logo on the emerging engineering policy, has
developed a series of documents and implemented various practical projects. Emerging engineering
research focuses on the essence of connotation, talent cultivation, and practice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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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兴起,
国家经济、 产业、 科技等面临重大创新挑战。 随

着 “互联网 + ”、 人工智能、 网络强国、 “中国制

造 2025” 等重大战略实施, 国家适时推出新工科

政策, 全面深化工程教育改革发展战略, 引起了

产业界、 学术界、 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和共识凝

聚。 新工科成为新时代我国工程教育变革的战略

趋势, 引领工程教育强国建设。

一、 新工科政策实践

国家大力推动新工科发展政策, 培养新一代

工程科技人才以支撑新经济发展、 传统产业转型

升级, 同时启动新工科实践项目, 加强新工科

研究。
(一) 新工科政策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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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 2017 年起教育部召开了关于新工科的系列研

讨会, 形成了 “复旦共识” “天大行动” “北京指

南” 三个标志性的行动宣言, 出台了相关政策文件。
“复旦共识” 探讨了新工科建设与发展的经济

基础和时代背景, 阐述了新工科的基本内涵和特

征, 首次提出新工科建设的 “五个新”, 即新理

念、 新结构、 新模式、 新质量和新体系; 划分

“工科优势高校、 综合性高校、 地方高校” 三类高

校开展实践探索, 需要政府部门和社会力量的支

持和参与; 提出启动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1]。
“天大行动” 规划了新工科的建设路线、 明确了时

间表, 首次提出探索新工科发展范式, 涵盖 “六个

问” 即专业如何建、 内容如何改、 方法如何变、 改

革如何推、 条件如何创、 标准如何立[2]。 “北京指

南” 全面部署了新工科建设实践项目, 进一步指出

更加注重 “理念引领” “结构优化” “模式创新”
“质量保障” “分类发展”, 并正式成立教育部新工

科研究与实践专家组, 指导新工科建设与发展[3]。
伴随新工科的标志性宣言, 国家制定了新工

科建设的系列政策文件。 《关于开展新工科研究与

实践的通知》 重申新时代工程教育变革应围绕新

工科的 “五个新”, 主要采用课题项目展开实

践[4]。 《关于推荐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的通知》
围绕 “五个新” 重点布置了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

目的选题内容、 申报主体和推荐方式[5]。 《关于公

布首批 “新工科” 研究与实践项目的通知》 系统

提出新工科的建设理念、 实践需求、 交流平台、

支持途径[6]。
此外, 其他政策文件也涉及新工科建设。 《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 指出

“建立紧密对接产业链、 创新链的学科专业体系

……加快推进新工科建设” [7]。 《高等学校人工智

能创新行动计划》 提出 “积极开展 ‘新工科’ 研

究与实践, 重视人工智能与其他专业教育的交叉

融合……建立人工智能领域 ‘新工科’ 建设产学

研联盟”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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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求深入贯彻

新工科发展战略, 全方位细化了工程教育新理念、
教学组织新模式、 协同育人新机制、 工程实践新

能力、 创新创业新体系、 国际交流新合作、 质量

保障新体系的政策内容[9]。
(二) 新工科实践项目

新工科实践最显著的特征是依托高校开拓创

新, 激发高校首创活力。 经统计, 国家认定了 612
项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 包括 202 项综合改革类

项目和 410 项专业改革类项目, 同时划分了 30 个

项目群。 表 1 显示, 综合改革类项目涵盖地方高校

类、 工科优势高校类、 综合性高校类、 理论研究

及国际化类、 建设进展与效果研究类等类型。 其

中, 地方高校类项目占比超过 50% , 表明其在新

工科实践中的重要地位。 其次为工科优势类项目,
接近四分之一。 从项目群统计看, 相比综合性高

校类, 工科优势高校类项目群类型更为细致。 另

外, 理论类研究、 政策类研究项目仅占 10% 。

表 1　 “新工科” 综合改革类项目统计

项目类型
项目群

项目群分类 数量 占比
数量 占比

地方高校类
地方高校二组 59 29. 21%

地方高校一组 54 26. 73%
113 55. 94%

工科优势高校类

工科专业更新改造 12 5. 94%

学科交叉融合 11 5. 45%

协同育人与实践教育改革 11 5. 45%

高层次人才培养模式探索 9 4. 46%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7 3. 47%

50 24. 75%

综合性高校类
个性化培养模式改革 9 4. 46%

新兴工科探索 8 3. 96%
17 8. 42%

理论研究及国际化项目类 — 14 6. 93% 14 6. 93%
建设进展与效果研究类 — 8 3. 96% 8 3. 96%

　 　 注: 整理自教育部办公厅. 关于公布首批 “新工科” 研究与实践项目的通知 (教高厅函 〔2018〕 17 号) [EB / OL].
(2018 - 03 - 21) [2019 - 04 - 21]. http: / / www. moe. gov. cn / srcsite / A08 / s7056 / 201803 / t20180329_ 331767. 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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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工科建设既要改造升级传统工科专业, 同

时发展新兴工科专业。 表 2 统计反映出, 新工科专

业建设路径多样。 传统工科专业改革项目占据绝

大比例, 体现了既有工科的交叉复合。 新工科实

践中, 医工结合类、 工科与人文社科交叉类专业

等体现了工科与其他学科的交叉融合。 数学、 物

理、 力学、 化学类项目代表从应用理科拓展至新

工科。 新兴工科专业改革类项目包括智能制造类、
大数据类、 人工智能类, 占比近 15% 。

表 2　 “新工科” 专业改革类项目统计

项目群名称 数量 占比 项目群名称 数量 占比

电子信息、 仪器类 45 10. 98% 航空航天、 交通运输类 20 4. 88%

计算机和软件工程类 40 9. 76% 食品、 农林类 19 4. 63%

机械类 38 9. 27% 环境、 纺织、 轻工类 18 4. 39%

自动化类 35 8. 54% 人工智能类 16 3. 90%

土木、 建筑、 水利、 海洋类 35 8. 54% 医工结合类 15 3. 66%

材料、 化工与制药类 29 7. 07% 生物、 医药类 11 2. 68%

矿业、 地质、 测绘类 26 6. 34% 工科与人文社科交叉类 11 2. 68%

智能制造类 22 5. 37% 数学、 物理、 力学、 化学类 8 1. 95%

能源、 电气、 核工程类 22 5. 37% 安全、 公安、 兵器类 6 1. 46%

大数据类 20 4. 88%

　 　 注: 整理自教育部办公厅. 关于公布首批 “新工科” 研究与实践项目的通知 (教高厅函 〔2018〕 17 号) [EB / OL].
(2018 - 03 - 21) [2019 - 04 - 21]. http: / / www. moe. gov. cn / srcsite / A08 / s7056 / 201803 / t20180329_ 331767. html.

二、 新工科研究进展

新工科及相关领域的研究已取得了初步成果。
通过 CNKI 中国知网平台, 以 “新工科” 为主题,
检索 CSSCI 来源期刊文献, 检索时间设定为 2017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 共计 147 篇文献。 经筛

选, 有效文献为 133 篇。 新工科领域文献研究主要

集中在内涵特征、 人才培养、 实践路径等方面。
(一) 新工科文献概况

图 1 显示新工科研究文献的发展趋势①。 总体

上看, 2017 年发文量为 40 篇, 2018 年达到 93 篇,
增幅为 133% 。 季度统计显示, 2018 年第一季度和

第三季度, 发文量较多。
从文献第一作者分布看, 发文量最多的是林

健教授 (清华大学), 为 8 篇; 其次是叶民研究员

(浙江大学) 和夏建国教授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各为 3 篇。

从期刊来源看, 《高等工程教育研究》 位居首

位, 共计 59 篇, 占比 44% 。 《中国大学教学》 为

29 篇, 占比 22% 。 《黑龙江高教研究》 《中国高等

教育》 《中国高校科技》 发文量在 5 篇至 10 篇

图 1　 2017 年—2018 年新工科文献统计

之间。
从发文机构看, 清华大学发文最多, 为 13 篇,

占比近 10% ; 其次是浙江大学, 为 10 篇, 占比

8% ; 天津大学、 武汉理工大学、 汕头大学分别为

7 篇、 4 篇、 3 篇。 上述高校均为新工科实践项目

中的工科优势高校, 其中浙江大学、 汕头大学分

别为工科优势高校组和地方高校组的牵头单位。
(二) 新工科内涵研究

新工科内涵研究包括新工科的背景和动因、
概念和本质以及特征等。

新工科是我国工程教育领域的新变革, 其发

展与建设带有鲜明的时代背景和形势动因。 有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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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认为新工科建设是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

变革、 新经济发展、 未来战略竞争、 高等教育改

革创新的时代挑战[10 - 11]。 有学者提出新工科理论

与实践的双向建构发轫于科学技术的发展、 知识

的累积、 范式的变迁、 认识的拓展等, 以及外界

社会环境的变化[12]。 还有学者认为新工科是工科

教育及专业建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然产物,
满足赶超世界经济科技发展、 适应国家发展战略、
经济转型升级的需要[13]。

新工科内涵较为丰富。 有学者指出新工科是

新的工科形态, 是对工科注入新的内涵以适应新

经济发展需要而产生的工科新形态[14]。 有学者认

为新工科可理解为科学、 应用科学、 工程科学和

工程实践的创新与进步、 交叉与交融, 所形成的

新兴工程学科或领域、 新范式和新工科教育的综

合性概念[15]。 有学者提出新工科是以立德树人为

引领, 以应对变化、 塑造未来为建设理念, 以继

承与创新、 交叉与融合、 协调与共享为主要途径,
培养未来多元化、 创新型卓越工程人才[16]。 有学

者指出新工科是以社会需求为导向, 直接面向新

经济发展、 为新经济提供持续的 “跨界” 工程科

技人才, 支撑、 引领新经济发展的新形态[17]。
新工科有着独特的特征。 有学者提出新工科

具有引领性、 交融性、 创新性、 跨界性和发展性

特征[18]。 有学者从经济与科技发展以及大学自身

创新发展的需要出发, 提出新工科具有前瞻性、
交叉性、 开放性、 实践性等特点[19]。 有学者从深

化传统工科专业内涵改革、 设置新专业两个角度

出发, 提出新工科具有创新性、 前瞻性、 交叉性、
多样性和引领性特征[20]。

(三) 新工科人才培养研究

新工科建设的核心是培养新型工程人才。 现

有文献中关于人才培养的研究主要分析了新工科

的人才能力与素养, 提出了新型工程人才的培养

模式等。
部分文献探讨了新工科人才应具备的能力。

有学者认为新工科培养的一流工程科技人才要注

重立德树人、 德学兼修、 德才兼备[21]。 有学者认

为新工科人才新能力包括工程思维能力、 合作学

习能力、 跨界整合能力、 融合创新能力、 互联网

思维能力、 伦理思维能力、 全球思维能力和终身

学习能力[22]。 有学者提出新工科人才应更加具有

家国情怀、 更加具备国际视野及交往能力、 更加

具有社会责任感、 更加具备工程创造力、 更加具

备工程领导力、 更加具备终身学习能力[23]。 有学

者认为领导力应成为新工科人才培养的重要方向,
其领导影响力主要源于卓越的创新能力[24]。 有学

者提出新型工程人才的培养应注重新素养、 空间

感、 关联力、 想象力等方面的能力[25]。
部分文献构建了新工科人才培养模式, 包括

人才培养的一般模式和专业领域的培养模式。 新

工科人才培养一般模式的要素和内容比较广泛,
并且抽象度、 指导性较强。 有学者提出新工科人

才培养应更新理念, 从传统工科学科导向转向成

果导向; 推进范式转换, 重构培养目标和素质结

构; 遵照顶层设计, 重建培养方式[26]。 有学者提

出新工科人才培养应以创新创业教育为引领, 以

未来卓越人才标准为依归, 创新新工科人才培养

模式[27]。 还有学者提出构建创新型的新工科人才

培养大链, 打破专业限制选拔优质生源; 实施专

业内外兼修、 项目驱动、 团队培养的教学模式;
甄选创新型教师, 组建跨界指导团队[28]。

新工科专业领域的人才培养模式更有针对性,
更加细化。 有学者总结了纳米科技领域 “三融合”
的新工科人才培养模式, 包括创建以研究性学习

为载体的教学科研深度融合机制; 建立学段贯通、
学科交叉融合的个性化体系; 建成多方协同的国

际资源融合平台[29]。 有学者提出依据 “产业需

求” 和 “技术发展” 更新化工类人才培养方案,
注重学科交叉和学科前沿、 改进教学方法、 完善

多层次评价机制[30]。 有学者基于智能科学与技术

的发展, 建议在新工科中设置智能学科, 构建以

“知行合一、 学以致用” 为特色的包括课程设置、
实验平台、 成果转化在内的智能人才培养体系[31]。

(四) 新工科实践路径研究

现有文献探究了新工科建设的路径、 方法,
并根据高校、 专业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相关措施。

部分文献从宏观视角探讨了如何建设新工科。
有学者认为建设发展新工科应统筹高校人才培养

工作新形势新任务、 支撑服务经济发展动能转换

产业升级、 全面深化高等工程教育等宏观因素[32]。
有学者指出新工科建设的基本路径包括关注教师

和学生、 培养工程创新和适应变化能力、 做好专

业认证与认定、 融通线上和线下空间、 协调校内

和校外平台等[33]。 有学者提出新工科建设应始终

坚持需求导向, 更加注重人才培养的应用情境和

可适应性; 积极运用新兴技术, 形成契合学生学

习特征的智慧教学模式; 立足国际标准, 建立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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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完备并与国际实质等效的工程教育认证体系;
坚持多主体合作育人, 构筑工程教育共同体[34]。
有学者认为新工科必然要应对工程业态的复杂变

化, 应重新设计工程范式、 课程体系和工程教育

体制[35]。 有学者提出新工科应调整学科专业建设

思路、 拓展工程教育改革内涵, 包括教育教学理

念、 学科专业结构、 人才培养模式、 多方合作教

育、 实践创新平台、 教师队伍建设等[36]。
部分文献探讨了某一高校的新工科建设路径。

比较有代表性的工科优势高校, 浙江大学探索

“新工科” 教育改革的模式与实施路径为 “新生”
与 “转型” 相结合推动工程教育持续变革, 优化

需求导向的学科专业结构, 优化工程人才培养层

次结构等[37]。 地方行业高校代表, 武汉工程大学

转变学科建设思路, 促进学科交叉和跨学科集成;
加强学科布局规划寻求学科新的增长点、 建立院

校两级四层学科建设管理责任体系等[38]。
部分文献研究了国外高校工程教育, 讨论对

新工科建设的启示。 有学者研究了哈佛大学工学

院的发展路径, 提出新工科建设应以服务国家战

略、 适应未来需求为导向, 推动学科深度交叉融

合; 以融入区域发展、 优化空间布局为抓手, 推

动产学研一体化发展[39]。 有学者分析了普渡大学

工程教育改革实践, 认为新工科建设要构建多学

科交叉融合的人才培养体系, 发挥学生的推进作

用, 全方位多角度培养和提升学生的核心能力[40]。

三、 结语

综合现有文献看, 新工科研究仍处于起步阶

段, 尚属于较新的研究领域, 需要探索的研究空

间非常大。 研究内容上可分为宏观、 中观和微观

等层面, 宏观上涵盖时代背景、 形势任务、 动力

范式等; 中观上包括高校、 专业等建设主体的研

究; 微观上包括课程教学、 人才培养等。 研究方

法上主要是以理论思辨研究和政策研究为主, 案

例研究为辅, 实证研究较少。 未来新工科研究应

更加注重研究范式的综合性、 研究内容的实践性、
研究方法的多样性。 当前国家正全力推进新工科

实践探索。 新工科政策规范了发展建设的顶层设

计, 在工程教育变革中发挥了主导作用, 尤其是

统领了新时代卓越工程师培养的理念、 方法和路

径。 新工科政策指导了新工科的实践和研究, 但

仍需要纵向深化、 横向拓宽建设领域。

注释:

①　 研究梳理部分,少量采纳 2019 年 1 月发表的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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