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一 

 

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基地、开放基地 

建设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引导各培养单位进一步做好工程硕士专业学位

研究生专业实践工作，探索适合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

培养的长效机制，通过汇聚社会优质培养资源，开展以高校与

企业合作为主，政府、行业、科研院所多方参与的研究生联合培

养基地建设工作，以推动我国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

式改革，全面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助推产

业发展，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示

范基地、开放基地”是指“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示

范基地”和“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开放基地”。 

    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基地（以下简称“示

范基地”）是由培养单位联合行业、企业、科研院所、产学研平

台（如创新研究院、产业基地、工程中心等）等机构合作共建，

开展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工作，具有示范作用的

联合培养基地。 

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开放基地（以下简称“开

放基地”）是指由行业或地方政府支持、重点服务于行业或区域

发展、综合实力强且培养条件良好的产学研平台，能够面向全



国相关培养单位，开展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工作

的联合培养基地。 

第二章 申报与评定 

第三条 示范基地申报、评选条件与程序 

一、评选工作每两年开展一次，原则上每届授予数量不超过

40 个。 

二、培养单位自愿申报。每个培养单位每届限报一个示范基

地。 

三、申报条件 

    1. 截至申报前，培养单位获得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授权且连

续开展招生培养工作应满 5 年。 

    2. 截至申报前，联合培养基地近三年培养的研究生人数至

少为 50 人，且研究生在该基地的实践时间累计不少于 6 个月。 

3.具有一支能够满足研究生培养需要，具备较高学术水平

和丰富工程经验的双导师队伍，其中企业导师占导师队伍的比

例不低于 1/3；具备完善的师资培训与管理制度。 

4.能够提供满足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需要的工程

类课程、专业实践课题、科研课题、工程现场、实验条件、生活

保障等条件。 

    5.在培养模式方面具有符合行业、领域人才培养要求的优

势特色；在基地建设、联合培养、导师管理、学生管理、合作交

流等方面具有较完善的规章制度。 

    6.联合培养的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在就业竞争力和职

业胜任力等方面具有突出的表现。 



    7.当年申报通知中规定的其它条件。 

    四、申报内容 

    1.基地概述，包括基地名称、合作单位、建立时间、建设理

念和目标、培养规模和成效等方面。 

    2.联合培养举措，包括导师队伍、培养模式、实践条件、实

践项目、实践教学、思想政治教育、社会责任教育、生活条件等

方面。 

    3.基地管理模式与制度建设，包括基地的管理及组织架构、

运行方式、资助体系、激励机制、资源共享机制、研究生人身安

全以及相关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等方面。 

    4.基地建设形成的特色及示范性经验。 

    5.联合培养典型案例。 

    五、评选程序 

    1.培养单位提交申报材料。 

2.教指委委托教学研究与培养工作组组织专家对申报材料

进行形式审查、网络评议、复评答辩。 

3.网络评议排名前三分之二的申报单位进入复评答辩程序。 

4.复评答辩采用现场答辩方式。答辩专家组由五至七人组

成，成员为教指委委员和特邀专家。答辩专家组采取无记名投

票方式进行表决，获得答辩专家组成员的三分之二及以上同意

票的申报单位，列入示范基地建议名单。 

同时，申报单位应在答辩现场以展板形式展示申报成果。 

5.建议名单经教指委全体委员审定通过后，列入示范基地

公示名单。 

    6.示范基地公示名单及申报材料在教指委网站予以公示，

公示期为十个工作日。 



7.经公示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的，教指委公布示范基地名

单，授予“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基地”荣誉称

号，并颁发奖牌、证书。奖牌、证书由教指委负责制作，其中证

书加盖教指委公章。 

第四条 开放基地申报、认定条件与程序 

    一、符合条件的产学研平台自愿申报。 

    二、申报条件 

1.具备行业或政府相关部门的政策支持，具有与工程硕士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相匹配的功能定位和可持续发展的产学研

平台。 

2.签订联合培养协议的培养单位至少 10 所，签订合作协议

的企业至少 20 家。 

3. 截至申报前，开展联合培养工作应满 3 年。 

    4. 截至申报前，近三年与产学研平台合作的培养单位指导

教师人数每年至少 10 人，联合培养研究生人数每年至少在 30

人。 

5.具有符合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要求的专业化导

师团队；具备完善的师资培训与管理制度；能为工程硕士专业

学位研究生提供相应的工程类课程、实践项目、工程现场、实践

条件、生活保障、规章制度等支撑条件。 

6.培养的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在就业竞争力和职业胜

任力等方面具有突出的表现。 

    7.当年申报通知中规定的其它条件。 

    三、申报内容 

    1.基地概述，包括基地名称、合作组织、建立时间、建设理



念和目标、培养规模和成效、总体建设进展等方面。 

    2.联合培养举措，包括专业化导师团队、实训平台、实践项

目、实训模式、思想政治教育、社会责任教育、生活条件等方面。 

    3.基地管理模式与制度建设，包括平台的管理及服务架构、

开放性合作及运行方式、多元组织沟通协调与资源共享机制、

研究生资助等激励性措施、研究生人身及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等

方面。 

    4.基地建设形成的特色及示范性经验。 

    5.联合培养典型案例。    

    四、评选程序 

    1.产学研平台提交申报材料。 

2.教指委组织教指委委员及相关专家进行申报材料通信评

审，获得三分之二及以上同意票的申报单位，作为候选开放基

地。 

3.教指委组织教指委委员及相关专家对候选开放基地进行

实地考察和评议



停申报资格的处理。 

第六条 教指委负责示范基地、开放基地的评定工作，委托

教指委秘书处和教学研究与培养工作组负责实施具体工作。评

定工作遵循质量为本、宁缺毋滥，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

评定工作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予以回避。 

一、评审专家与申报单位属于同一法人单位； 

二、其它可能影响评定结果公平、公正的情形。 

第三章 建设与评估 

第七条 教指委对获得荣誉称号的示范基地和开放基地的

建设经验进行多种形式的宣传推广。 

    第八条 获得荣ခ䄀

基范

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