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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培养和造就创新型工程科技人才,是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促进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全面提升国家

竞争力的必然要求,意义重大。 

  中国工程院在充分酝酿的基础上,于 2007 年启动了《创新型工程科技人才培养研究》重大咨询

项目。经过两年研究,在 12 个课题研究报告的基础上,经反复讨论和多次修改,形成了项目综合研究

报告。 

  综合研究报告阐述了当前培养创新型工程科技人才的紧迫性,并对人才培养的机遇和可行性进

行分析,提出了促进我国创新型工程科技人才培养的重要建议。 

一、培养创新型工程科技人才的紧迫性 

  1.人才培养模式单一,缺乏多样性和适应性 

  虽然我国工程科技人才数量众多,但结构性失衡比较突出。近年来,我国高等学校人才培养模式

趋同,尤其是一些本科院校不能根据自己的实际,盲目争办“综合性、研究型”大学,导致学校建设

目标趋同,人才目标单一,高等教育层次和类型边缘模糊,教育资源的配置针对性差、有效性降低。 

  2.工程教育中工程性缺失和实践环节薄弱问题长期未能解决 

  工程训练是高等工程教育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但近年来工科院校的实践教学被不同程度地削

弱,使工程训练达不到最基本的要求,严重影响高等工程教育的质量。在很多学校,实验课程的比重

下降,学生在实验课上亲自动手操作的机会减少,多年来一直提倡的自主性、设计性实验越来越难落

实;生产实习的时间大幅度压缩,学生在实习中参观多而参与少;课程设计、毕业设计脱离工程实际,

更多地是纸上谈兵,课外科技活动由于受条件限制难于大面积开展。 

  3.评价体系导向重论文,轻设计,缺实践 

  我国现有大学科研导向引导教师过分重视论文、奖励和纵向科研。在对教师的业绩考核方面,

唯学术化的倾向十分明显,许多学校为促使教师发表SCI论文和获取科技奖励,往往设置特殊的鼓励

政策,而许多工程性强的课题由于周期较长,很难出短平快的理论文章,导致越来越多的大学教师远

离工程,远离实践,去追求理论研究。 

  4.对学生的创新教育与创业训练重视和投入不足 

  在高等学校人才培养的环节上,对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的培养长期未受到应有重视。首先,

是高等工程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不清晰,对研究性趋之若鹜,而对应用性却避之唯恐不及;其次,

我国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对专业知识学习的培养和考核都有明确且具体的表述,而对能力提高的表

述则模糊而抽象,科学有效的考核措施更是缺乏,而且在实施中不易掌握,特别是对工程的“设计能

力”要求不具体、不明确。 



  5.产学政合作不到位,企业不重视参与人才培养过程 

  工程科技人才培养是学校和企业共同的责任,两方面密切合作,才能培养出优秀的工程人才。与

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校工程教育缺少产业界的参与,缺少来自用户的导引。 

  总体而言,工程性与创新性的缺位,使得我国的高等工程教育难以满足国家发展对创新型工程

科技人才的迫切需要。工程科技领域的领军人物、具有创造力的工程师的稀缺,是制约我国实现工

程科技创新以及今后全面领先于世界工程科技的最关键因素。2007/2008 年度《全球竞争力报告》(世

界经济论坛)在“科学家和工程师的可获得性”排名中,中国位于125个国家的第77位,这一结论虽

然由于统计标准和信息来源的可靠性而尚可争议,但仍然需要引起高度关注。 

二、中国工程科技人才培养的机遇与可行性 

  研究认为,未来十年将是我国加快创新型工程科技人才培养的重大战略机遇期。主要原因有四

个方面。 

  1.中国科技创新的目标已经确立 

  国务院制定并发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明确提出到2020

年,我国要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并为我国在本世纪中叶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奠定基础。与此同时,相

关部门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措施,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战略部署已经进入实施阶段。 

  2.中国实施创新战略已呈现出良好开端 

  近年来,国家不断加大对科技的投入,R&D 占 GDP 的比重逐年增加。按照《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

术发展规划纲要》的要求,到 2020 年这一比例将达到 2.5%,赶上或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1995 年以

来,我国国内发明专利授权数逐年增加,其中高技术产业拥有的发明专利占了很大比例((图 1))。 

图 1：国内发明专利授权数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2002》、《中国高技术产业统计年鉴 2007》  

  3.中国正处于工业化高潮时  

  目前,我国制造业规模居世界第三,位于美国和日本之后;电子信息产业规模居世界第二,仅次

于美国;大量工业产品的产量占世界份额的50%以上,世界上约30%的日用工业品为中国制造;我国的

房屋施工面积为 45.76 亿平方米,被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建筑工地”;铁路营业里程为 7.7 万公里,



居世界第三;公路里程达到 364 万公里;主要海港货物吞吐量 34.22 亿吨,居世界第一。在未来 15-20

年间,我国的工业化不会出现明显减缓的趋势,这就为工程科技人才成长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 

  4.工程师短缺已成为全世界面临的共同问题 

  目前,发达国家工程专业招生吸引力下降,全球近 40%的雇主难以在市场上找到合适人才填补空

缺,最缺的前三名人才是业务代表、工程师和技术人员。与此同时,科学技术发展对工程师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工程师的素质正处于换代升级之际。 

  我国工程教育应当及时抓住上述机遇,深化改革,加速发展,为推动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建设创

新型国家提供充分的人才支撑和智力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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