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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体进展和政策措施

208所高校，覆盖30个省市

批次

• 第一批61所
• 第二批133所
第三批 所

类型

• “985”28所
• “211”42所
普通本科 所

所属

• 教育部直属45所
• 其他部属15所
地方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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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批14所 • 普通本科119所
• 新建本科19所

• 地方148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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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体进展和政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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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体进展和政策措施
试点专业 本科专业数 研究生学科点

第一批（2011年） 462 293第 批（2011年） 462 293
第二批（2012年） 362 95
第三批（2013年） 433 126

合计 1257 514

6

实施的专业包括传统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相关专
业，尤其重视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
业的人才需求，适度超前培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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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体进展和政策措施
2013-2014年高校卓越计划专项经费投入情况汇总表（万元）

2013年
高校类属 教学改革经费 条件建设经费 实习经费 学校合计 企业相关经费 校企合计

教育部高校 7980.25 22911.12 5805.92 36697.28 4978.95 41676.24 
中央其他部门高校 1468.25 5655.85 40678.37 47802.47 24195.22 71997.69 
各省市所属高校 6631.92 45213.70 4059.45 55905.08 6316.83 62221.91 
合计 16080.42 73780.67 50543.74 140404.83 35491.00 175895.84 

2014年
高校类属 教学改革经费 条件建设经费 实习经费 学校合计 企业相关经费 校企合计

教育部高校 8169.73 24246.12 7236.92 39652.77 215794.84 255447.62

7

教育部高校 8169.73 24246.12 7236.92 39652.77 215794.84 255447.62 
中央其他部门高校 1239.60 6756.60 39499.55 47495.74 26626.44 74122.18 
各省市所属高校 8525.45 56111.58 6929.09 71566.11 13751.11 85317.22 
合计 17934.77 87114.30 53665.56 158714.63 256172.39 414887.01 
2013-2014年总计 34015.19 160894.97 104209.30 299119.46 291663.39 590782.85 
说明：本表数据根据各校上报数据汇总。

1、总体进展和政策措施

参加卓越计划学生数（人）
学生层次

参加卓越计划学生数（人）
2008级 2009级 2010级 2011级 2012级 2013级 2014级 合计

本科 7213 12348 23239 33786 37811 49343 42434 206174
硕士 350 1132 2555 5304 7144 8062 8207 32754
博士 115 119 214 315 353 511 183 1810
总计 7678 13599 26008 39405 45308 57916 50824 240738

8

总计

说明：本表数据为各校上报数据统计汇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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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总体进展和政策措施

教育部关于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的若干意见（教高〔2011〕1号）

教育部等二十三部门关于建设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的通知（教高〔2012〕

国家层
面的政
策支持

教育部等 十 部门关于建设国家级 程实践教育中 的 知 教高
8号）

住建部与教育部联合制订了《关于加强建设类专业学生企业实习工作的指导意
见》（建人〔2012〕9号）

教育部和交通运输部联合制订了《教育部 交通运输部关于进一步提高航海教
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教高〔2012〕3号）

策支持

与行业
部门的
协 政

9

国土资源部、中国地震局、中国民航局等部门将“卓越计划”纳入了行业人才
发展规划，确定了相关领域工作组

总政、总参、总后、总装共同实施国防生“卓越计划”，就推动国防生强化专
业技能、锤炼作风意志、推进国防生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等提出建议

协同政
策支持

地方政府的政策和资源支持

辽宁省财政设立专项资 按照“政府推动 行

辽宁 湖 北 天 津 江 苏

辽宁省财政设立专项资
金，支持“卓越工程师
教育培养工程”的实施。
建立“卓越工程师教育

培养工程联席会议”制
度，政府部门多方联动
主导“卓越工程师教育
培养工程”的组织实施

2010年正式启动“卓

越计划”，计划实施高
校在教学资源、教学体
制、配套政策等方面得
到特殊支持。
2011年3月，确定将

“卓越计划”列入天津

按照“政府推动，行
业指导、校企合作、分
类实施”的工作原则，
采取分行业、分类型、
分步骤、有重点稳步推
进试点的工作策略。
坚持以“四有”为启

动条件的特色做法，条

湖北省教育厅推动省
级实习实训基地建设，
为“卓越计划”实施高
校建立的省级实习实训
基地授牌。
2014年建立高校“产

业教授”机制，由省教

10

工作 。
围绕工业产业集群建设

50个特设专业群，制定
10个典型工程人才评价
标准，50个省级工程实
践教育中心。

市高校“十二五”综合
投资规划建设内容，在
“十二五”期间投入
2.25亿元作为计划的经

费保障，目前已累计投
入1.08亿元。

件成熟一个就启动一
个。
12‐13年启动软件

类、机械动力类试点工
作
陆续启动新材料类、

生物医学工程类等战略
性新兴领域试点。

育厅与省委人才办共同
颁发证书，由高校颁发
聘书，聘请有行业影响
力的企业技术高管参与
高校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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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推进协同育人
校企合作培养人才机制
高校和企业联合培养人才机制的内涵是共同制订培养目标校企合作新机制高校和企业联合培养人才机制的内涵是共同制订培养目标

、共同建设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共同实施培养过程、共

同评价培养质量。企业由用人单位转变为联合培养单位。
企业兼职教师作用企业培养方案的完善

校企合作新机制
1、预备工程师培养：上海大众与同济大学的“预备工程师联合培养”
项目
2、创新试验班：中南大学与广铁集团联合培养“创新型高级工程人才
试验班”
3 校企全面教育合作：北京石油化工学院与燕山石化合作组建“校企

12

企业学习阶段的考核评价
建立工程教育企业联盟
多样化的企业学习活动

企业培养方案的落实
校企联合开发课程
毕业设计

3、校企全面教育合作：北京石油化工学院与燕山石化合作组建 校企
合作工程教育指导委员会”
4、人才定制：沈阳化工大学与山东京博公司联合建设“卓越京博班”
……



7

2、推进协同育人
学校类型 大型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 总数

“985”高校 1828 1569 3254
“211”高校 1071 858 2191

签约实施
卓越计划

普通本科院校 2175 1667 4341
新建本科院校 285 285 629

合计 5359 4379 10415

学校类型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合计
985高校 2211 36 3694 82 6389 24 3338 31 3983 26 19616 99

卓越计划
的企业数

企业相关经费投入（万元）

13

985高校 2211.36 3694.82 6389.24 3338.31 3983.26 19616.99
211高校 455.30 5216.26 7069.00 22696.55 235993.19 271430.30

普通本科院校 938.73 4354.39 9197.86 8798.64 15179.64 38469.26
新建本科院校 289.60 750.59 1030.42 657.50 1016.30 3744.41

合计 3894.99 14016.05 23686.52 35491.00 256172.39 333260.95

2、推进协同育人

实施平台-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企业与合作高校共同建设“工程实践教育中心”，承担学生在企企 与合作高校共同建设 程实践教育中心 ，承担学 在企
业学习阶段的培养任务，组织学生在企业一年时间的学习。

中心的主要任务
合作制订培养方案，共同制订培养目标、共同建设课程体系和教

学内容；
落实学生在企业学习期间的各项教学安排；

14

落实学生在企业学习期间的各项教学安排；

建设企业指导教师队伍，开设企业课程、指导学生实习实训、毕
业设计；
参与对学生的考核和评价，对培养质量进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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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推进协同育人
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 980家企事业单位联合“卓越计划”实施高校申报家企事 单位联合 卓越计划 实施高校申报

• 654家，首批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覆盖了制造业、采矿业、建筑业等9大主要行业。

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建设合作层次和水平进一步提升
校企双方共同投入为学生建设实习场所 技能训练场地和

15

校企双方共同投入为学生建设实习场所、技能训练场地和
必要的学习生活条件。

2、推进协同育人

强化校企合作、提高企业参与合作的积极性、
高校为企业提供更多服务高校为企业提供更多服务

解决企业的科研与工程问题；
联合开展工程实际项目攻关；
开展非盈利性人力资源培训，提升企业职工素质；

16

为企业工程师开展多层次学历提升教育；
完成非科研型设计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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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培养方案完善
调查走访、座谈会、征求用人单位意见；调查走访、座谈会、征求用人单位意见；

与合作企业一道完善。

课程体系改革
目标、能力、课程一体；

•18

以能力培养为主线，以实现标准为目标；

教学方式手段与能力目标一致;

增加实践课程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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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教学方法改革 本硕贯通/统筹

提倡多种参与式教学

校企联合开课

课内外结合、学研并举

慕课Moocs的翻转课堂教
学

“3+1+2”产学联合培养

“3+1+1+1”或
“3+1+1+1+1”

专业课程的连续性+企业
培养的连贯性

19

学

打造“智慧化教学环境”

构建立体化教学模式

培养的连贯性

“本科+工程硕士”、
“本科+学术硕士”

3、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 企业工程师参与校内课程考评

• 多种考核形式和内容相结合

考核评价
改革 多种考核形式和内容相结合改革

• 构建实践教学体系

• 形成了企业学习四年不断线

• 运用虚拟仿真技术模拟再现

加强实践
教学

• 实施本科生科研导师计划

• 实施教师科教融合育人计划

• 将科技竞赛要求融入实践课程

教学科研
融合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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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改革人才培养模式

引入职业认证体系 开办国际班 统一学生管理

• 学生参加学校工程
技能培训，获取国
际职业资格证书

• 通过企业工程师现
场教学，鼓励同学

• 海外项目经理班

• 工程专业国际班

• 涉外工程班

• 与境外合作成立国
际工程师学院

• 高等工程师学院

• 侯德榜工程师学院

• 卓越工程师学院

21

通过企业工程师认
证

际工程师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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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师资队伍建设

高校类属

承担教学
任务的企

企业教师参
与开设的课

企业教师承
担 的 理 论

企业教师
承担的毕

派往企业挂职
学 的高校教高校类属

任务的企
业教师数
（人）

与开设的课
程数（门）

担 的 理 论
（实践）课
程总学时数

承担的毕
业设计和
实习周数

学习的高校教
师数（人）

教育部直属高校 7506 2466 111897 13254 2878

中央其他部门所
属高校

955 291 12830 4217 304

各省市所属高校 9459 3647 141248 29901 3862

合计 17920 6404 265974 47372 7044

23

4、师资队伍建设
校内专职教师队伍建设

• 设立“工程型”教师系列清华大学鼓励院系建设工程型师资队伍设 程 教师系列
• 专门为参与“卓越计划”的教师设立专业教育类教学岗
• 青年教师到企业顶岗锻炼, 由企业考核鉴定；
• 鼓励教师考取相关领域的注册工程师;
• “把论文写在产品上、研究做在项目中、成果转化在企业里”；

要求教师具备 “企业工作经历、名校进修经历和国外留学经

清华大学鼓励院系建设工程型师资队伍
同济大学增设工程型职称系列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预留柔性编制聘任双师型教师
大连理工大学提出工科教师半年不间断工程实践要

求

24

要求教师具备 企业工作经历、名校进修经历和国外留学经
历”；

• 组织教师到国外企业培训；
• 直接从企业引进教师。

求
北京交通大学将教师下现场经历与岗位晋职晋升挂

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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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师资队伍建设
企业兼职教师队伍建设

• 分层次聘请企业教师：实习、授课、毕设• 分层次聘请企业教师：实习、授课、毕设
• 提升企业教师学历层次、理论水平
• 提升企业教师教学技能和教学方法

教学团队建设

25

• 校企教学团队
• 跨专业教学团队
• 校企“双导师”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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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工程教育面向世界
构建与国际接轨的课程体系

• 借鉴世界一流大学课程体系，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扩借鉴世界 流大学课程体系，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扩
大双语、全英语教学。如引进教材、课件、参考材料、教
学平台。将卓越工程师培养推向国际化。

中南大学设计面向世界工程的教育框架；
西南交通大学将用两到三年的时间逐步打造一批以全英文教学课程

27

西南交通大学将用两到 年的时间逐步打造 批以全英文教学课程
群为支撑、具有轨道交通特色的国际化专业；
汕头大学、燕山大学CDIO体系；
合肥学院借鉴德国应用技术大学专业培养计划。

5、工程教育面向世界
推进中外联合培养

• 国际合作办学；广泛深入的国际交流；国际化的学习环境
等。

国际学院模式：上海交大-巴黎高科卓越工程师学院
联培+执业工程师证模式：哈尔滨工业大学与法国普瓦杰

大学3+2培养模式，毕业生获哈工大毕业证+法国普瓦杰大
学颁发的欧美 的 程师

28

学颁发的欧美承认的工程师证。
联合培养模式：太原理工大学、成都信息工程大学与美

国迪克森州立大学等高校联合培养人才，采取2+1+1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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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工程教育面向世界
开展海外实习、交换学习、联合毕业设计等海外学习项目

•通过多种形式组织学生接受海外工程教育，建立多层次、多模式
的国际化人才培养体系 尝试将试点专业“3 1”培养模式中的的国际化人才培养体系，尝试将试点专业“3+1”培养模式中的一
年实习环节放在海外院校或企业进行。

•参与重大国际合作项目、与国外知名大学合作、著名企业立项、
联合开展毕设、联合指导等。

项目合作方式：西南交通大学与世界高速铁路联盟签订人才培养战略合

29

项目合作方式：西南交通大学与世界高速铁路联盟签订人才培养战略合
作协议，每年约有300余学生参与国际合作与交流培养项目。
华中科技大学机械学院与美国乌斯特理工学院联合开展的HUST—WPI工
程实践教育项目，中美学生联合组队完成企业工程项目的模式。

5、工程教育面向世界
选派教师赴国外高校进行学习和交流并吸收留学归国学者

• 积极构建师资培训国际平台，建立常态化、制度化的师资
海外培训机制，每年选拔和组织一批骨干教师和教学管理
人员到国外相关高校考察、学习国外高等工程教育、产学
合作教育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和模式，拓展教师的工程教育
视野，提升教师的工程教育能力，推进卓越工程师培养工
作与国际工程教育接轨。作与国际 程教育接轨

30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2011年选派了“卓越计划”试点专业的骨
干教师17人赴美国劳伦斯理工大学、密歇根大学迪尔本分校
及底特律大型企业进行为期１个月的暑期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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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工程教育面向世界
引进国外教授主讲课程

• 邀请国外知名教授或工程师讲授。专业课、专题讲座、创
新教育、工程素质培训。

讲习教授团：清华大学利用短期“千人计划”教授的人脉资源，
构成“讲习教授团”，开设相关工科专业领域的短期课程。

国际工程教育培训课程：上海交通大学邀请美国、法国和英国的
国际著名高校国际知名教授开设有关课程

31

国际著名高校国际知名教授开设有关课程。
国际资源共享：吉林大学与Nottingham University建立了部分工科

基础课的教学合作和资源共享关系

5、工程教育面向世界
举办国际会议和组织国际联盟
积极参加国际专业认证
哈尔滨工业大学与俄国鲍曼莫斯科国立技术大学联合发起，15所国内

高校与15所俄方高校成立“中俄工科大学联盟”。

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高校举办国际高等工程积极参加国际专 认证清华大学、天津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高校举办国际高等工程
教育论坛；

教育部与欧洲工程大学教育研究联盟共同签署了《关于中欧工程教育
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国内首批实施”卓越计划”的其中18所高校和欧洲
工程教育联盟成员的13所高校共同成立“中欧工程教育平台”。
天津大学化学工程专业以最高等级“Master Level”通过英国化学工

程师学会国际认证的专业

32

程师学会国际认证的专业。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法工程师学院获得法国国家工程师认证委员会
（CTI）认可，可颁发法国乃至欧洲承认的国际通用工程师学位。
华东理工大学化学工程专业通过ABET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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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工程教育面向世界

其他多种形式的合作

A. 实质性的国际合作办学，

B. 国际间的产学研合作教育，

C. 广泛深入的国际交流，

D 具备国际化的学习环境

33

D. 具备国际化的学习环境，

E. 招收留学生来华接受工程教育

• 总体进展和政策措施1
• 推进协同育人2 推进协同育人
• 改革人才培养模式3
• 教师队伍建设4
• 工程教育面向世界5

34

• 工程教育面向世界5
• 实施效果与下一步工作思路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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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实施效果与下一步工作思路

•就业率高：部分达100%，高普通4%；

•待遇条件好、工资水平高；

•就业单位水平普遍高于非卓越计划毕业生；

•用人单位评价：（优势明显）专业水平、工程

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综合素质；

毕
业
生 实践能力、创新能力、综合素质；

•用人单位希望加强/继续合作。

生

35

6、实施效果与下一步工作思路

奖项等级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省级教学成果奖

奖项等级
2014年 2014年 2013年 2012年

特等奖 1 10

一等奖 7 4 56 33

二等奖 53 8 68 20

36

二等奖 53 8 68 20

三等奖 3 22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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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实施效果与下一步工作思路

实施卓越计划对本校人才培养的影响

1、引领学校整体工科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2、借鉴和示范：为本校非工科专业的教育教学改革提供样板

3、示范和辐射：进入国家其他“卓越计划”和省市“卓越计划”

借鉴“卓越计划” 推动本校自设“卓越管理教育”和“卓4、借鉴“卓越计划”，推动本校自设“卓越管理教育”和“卓
越设计教育”

37

6、实施效果与下一步工作思路

建立行业卓越联盟

中国冶金行业卓越工程师培养联盟

中国建设领域卓越工程师教育联盟

中国气象人才培养联盟中国气象人才培养联盟

筹建中国机械行业卓越工程师培养联盟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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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实施效果与下一步工作思路

完善体系、推进协同、强化实践、持续改进，深入探索
高校与行业企业协同育人的长效机制。

1.完善体系，建立健全三级实施体系

2.推进协同，建立健全校企协同育人机制

高校与行业企业协同育人的长效机制。

3.强化实践，建立健全工程实践教育中心管理和运行机制

4.持续改进，开展“卓越计划”实施工作评价

39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