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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 东 交 通 学 院 研 究 生 工 作 处

研教函〔2020〕16 号

研究生工作处关于印发 2020 版《硕士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全日制）》的通知

各相关单位（部门）：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下发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教育部关于对工程专业学位类别进行调整的通知》（学位[2018]7

号）文件精神，结合我校研究生教育实际，经相关二级学院征求

意见，2020版《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全日制）》由硕

士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现予以发布，请遵照执行。

研究生工作处

2020年9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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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交通学院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全日制）

专业：交通运输 代码：0861

一、培养定位及目标

(一)交通运输专业培养交通运输行业基础扎实、素质全面、

工程应用能力强，并具有一定创新能力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

次工程技术和管理人才,并与本专业任职资格具有一定的关联性，

具体要求为：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服务

国家和人民的高度社会责任感、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创业精神、科

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身心健康。

2.扎实掌握交通运输专业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熟悉行业相

关规范，在专业的某一方向具有独立担负工程规划、工程设计、

工程实施、工程研究、工程开发、工程管理等专门技术工作的能

力，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

(二)交通运输专业设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汽车运行安全与节

能环保、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航运科学与技术等四个专业方向,

具体研究内容为:

1.交通基础设施建设

以公路、桥梁、隧道和港口航道等交通基础设施的设计、施

工和管养为应用领域，重点开展道路长期性能、路面结构与材料、

桥梁隧道结构设计优化、施工监控与风险评估、港口结构耐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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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研究。

2.汽车运行安全与节能环保

以汽车设计、制造、运行安全为应用领域，重点开展汽车结

构强度与可靠性、汽车节能环保、汽车运行安全性与舒适性、汽

车性能检测、汽车运行风险与技术保障等研究。

3.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以综合交通运输为应用领域，重点开展综合交通运输规划及

组织优化、多式联运及供应链管理、交通安全及事故鉴定、交通

运输与区域经济、交通大数据分析、车路协同与自动驾驶、交通

系统智能控制等研究。

4.航运科学与技术

以交通信息技术、航运科学与技术为应用领域，重点开展综

合智能航海技术、航运物联网技术、海洋信息技术、港口与航道

工程以及水上交通安全等研究。

二、学习方式及修业年限

学校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规定标准学制为3年，研究生

可以分阶段完成学业，修业年限最长不超过5年（含休学和保留学

籍）。

三、培养方式及导师指导

专业学位研究生采用课程学习、专业实践和学位论文相结合

的培养方式。

(一)课程学习主要在学校集中进行，其中校企联合课程可在

企业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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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实践采用集中实践和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专业

实践时间一般不少于1年，具有2年及以上企业工作经历的研究生

专业实践时间应不少于6个月。

(三)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应与专业实践相结合，时间不少于1

年，论文选题来源于工程实际或者具有明确的工程应用背景。

(四)学校积极开展校企联合培养，充分调动企业积极性，吸

收企业优质教育资源参与研究生教育体系，发挥企业在人才培养

中的重要作用，推动产学结合、协同育人，提高培养质量。

(五)学校建立以工程能力培养为主的导师组，加强研究生培

养全过程的指导。导师组由学校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丰富指导经

验的教师，以及企业具有丰富工程实践经验的专家组成，企业导

师主要参与实践过程、课程与论文等环节的指导工作。

(六)研究生在学期间应以山东交通学院为第一署名单位取得

以下成果之一：

1.发表1篇论文或授权1项专利（研究生排名第一或导师排名

第一、研究生排名第二）；

2.获得国家级及以上研究生层次大赛奖励（研究生排名第一

位）；

3.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并提供参会和论文交流证明（研究生

排名第一位）;

4.经硕士学位评定委员会认定的其他成果。

研究生在毕业答辩前按要求准备相应科研成果材料复印件报

研究生工作处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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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课程设置以工程需求为导向，以综合素养和工程能力培养为

核心；课程内容强调理论与实践结合，满足交通运输行业需求。

课程总学分（含专业实践）不少于41学分，其中课程学习不

少于32学分。

课程设置框架和必修环节:

1.公共课程:政治理论、工程伦理、外语等;

2.专业基础课程:数学类课程、交通运输专业基础课程；

3.选修课程：本专业技术类课程;

4.必修环节:专业实践、学术活动。

同等学力或跨专业攻读专业学位的研究生，应补修本专业本

科阶段的主干课程2-3门，成绩不计入总学分，具体课程安排由研

究生培养学院确定。

交通运输专业课程设置一览表

课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学位

课

是否校

企联合

课程

开课学院 备注

公
共
课

2811204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
36 2 1 是

研究生工作处

各方向

必修（6

门）

28112042 英语 54 3 1 是

28112044 自然辩证法概论 18 1 1

28112045 知识产权 18 1 1

28112046 信息检索 18 1 1

28112047 工程伦理 18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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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
业
基
础
课

28112043 数值分析 54 3 1 是

研究生工作处

各方向

必修（5

门）

28112050 交通运输工程导论 36 2 1 是

28112051
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检测养

护原理与方法
36 2 1 是

28112052 交通运输设备原理及应用 36 2 1 是

28112053 综合交通运输规划 36 2 1 是

07121041 结构有限元分析 36 2 1

交通土建工程学

院

交通基

础设施

建设（必

修不少

于 3 门）

07121042 工程项目管理 36 2 2

07121043 结构模型实验 36 2 2

07121044 弹塑性力学 36 2 2 是

04121040 车辆有限元分析 36 2 2

汽车工程学院

汽车运

行安全

与节能

环保（必

修不少

于 3 门）

04121041 自动测量与传感技术 36 2 2

04121042 现代加工新技术 36 2 2 是

04121043 现代控制理论 36 2 2 是

05121080 最优化理论与算法 36 2 2 是

交通与物流工程

学院

交通运

输规划

与管理

（必修

不少于 3

门）

05121081 智能交通系统 36 2 2 是

05121082 交通安全技术 36 2 2 是

05121083 供应链管理 36 2 2

25121020 港口与航道工程理论 36 2 2

航运学院

航运科

学与技

术（必修

不少于 3

门）

25121021 交通信息技术 36 2 2

25121022 水上交通安全管理 36 2 2 是 是

25121023 航海智能技术与系统 36 2 2

选
修
课

07121045 高等路基工程 36 2 2
交通土建工程学

院

交通基

础设施

建设（选

修不少

07121046 高等路面结构与材料 36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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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121047 公路养护新技术 36 2 2 是

07121048 大跨度桥梁设计理论 36 2 2 是

07121049 桥梁检测与加固 36 2 2 是

07121050 高等土力学 36 2 2

07121051 隧道工程 36 2 2

07121052 土木施工新技术 36 2 2 是

07121053 公路测设新技术 36 2 2 是

07121054 高等岩石力学 36 2 2

07121055 隧道超前预报与监控量测 36 2 2

04121044 Matlab 工程应用 36 2 2

汽车工程学院

汽车运

行安全

与节能

环保（选

修不少

于 3 门）

04121045 汽车安全前沿技术 18 1 2 是

04121046 汽车节能与环保前沿技术 18 1 2 是

04121047 专用汽车设计 36 2 2 是

04121048 新能源汽车技术 36 2 2 是

04121049 汽车系统动力学 36 2 2

04121050 现代车辆试验及测试 36 2 2

04121051 汽车可靠性理论 36 2 2

04121052 振动力学 36 2 2

04121053 计算机仿真技术 36 2 2

05121084 交通控制优化与设计 36 2 2 是

交通与物流工程

学院

交通运

输规划

与管理

（选修

不少于 3

门）

05121085 交通流理论 36 2 2

05121086 交通事故调查分析 36 2 2 是

05121087 交通安全评价 36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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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121088 车联网技术 36 2 2

05121089 客运专线运输组织 36 2 2

05121090 运输工程（多式联运技术） 36 2 2

05121091 物流金融 36 2 2

05121092 库存管理 36 2 2

25121024 船舶保险 36 2 2

航运学院

航运科

学与技

术（选修

不少于 3

门）

25121025 国际航运经济理论 36 2 2

25121026 现代安全技术及应用 36 2 2

25121027 航运法规与政策 36 2 2

25121028 港口环境规划与管理 36 2 2 是

25121029 航运物联网 36 2 2 是

25121030 综合导航技术 36 2 2

25121031 船舶操纵与控制理论 36 2 2

25121032 水上危险品安全运输管理 36 2 2 是

补修

课程

沿用本科

课程编号

土木工程材料 36 2
交通土建工程学

院

同等学

力、跨专

业必选

路基路面工程 36 2

汽车构造 36 2

汽车工程学院

汽车理论 36 2

现代物流学 32 2
交通与物流工程

学院
交通工程学 32 2

船舶管理 36 2

航运学院

海上货物运输 36 2

必须

环节

28112048

-1
专业实践

1

年
8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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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12049 学术活动 1 1-5
不少于 6

次

五、专业实践

专业实践安排在第3～4学期，研究生直接参与企业工程项目

或科研工作。校内、外导师应为研究生制定详细的专业实践计划，

指导其开展实践学习。实践期满后研究生要撰写实践报告等材料，

实践报告要有一定深度和见解，实践成果能直接服务于实践单位

或实际工程的计划开发、技术改造、生产提高等，实践单位、导

师和二级学院审核评定实践表现并给出相应实践考核成绩，成绩

合格及以上的，获得相应实践学分。

六、学术活动

研究生积极参加学术活动，了解本专业发展动向，开阔视野，

培养创新精神。研究生应在第6学期前至少参加6次学术活动，并

写出心得体会。

七、学位论文

论文选题应直接来源于交通运输生产实际或具有明确的交通

运输专业背景，其研究成果要有实际应用价值，拟解决的问题要

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和工作量，可以是一个完整的工程技术项目的

设计或研究课题，或者是技术攻关、技术改造专题，又或者是新

工艺、新设备、新材料、新产品的研制与开发等。

完成论文选题后应进行开题报告，开题报告一般在第四学期

初完成。

论文工作须在导师指导下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具备相应

的技术要求和较充足的工作量，体现作者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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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和技术手段解决工程技术问题的能力，具有先进性、创新性和

一定的实用性。

八、学位论文答辩

（一）研究生完成培养方案中规定的所有环节，获得培养方

案规定的学分，成绩合格，并通过毕业论文预答辩、论文重复率

检测和论文评阅，方可申请论文答辩。

（二）论文答辩。二级学院组织5-7名本专业或者相关专业的

专家组成答辩委员会，其中校外专家2名，应聘请相关的企业专家

参加答辩，答辩委员会主席由校外专家担任。学位论文答辩要严

肃认真，做到公正、公开、严格。论文答辩经答辩委员会全体成

员的2/3以上（含2/3）同意为通过。

九、学位授予

研究生修满规定学分，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经学校硕士学

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批准后，授予其交通运输硕士学位。

十、其他

本培养方案从2020级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开始执行，

由研究生工作处负责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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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交通学院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全日制）

专业：机械 代码：0855

一、培养定位及目标

(一)机械专业培养高端机械装备行业基础扎实、素质全面、

工程实践能力强并具有一定创新能力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工

程技术和工程管理人才，并与本专业任职资格具有一定的关联性，

具体要求为：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服务

国家和人民的高度社会责任感、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创业精神、科

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身心健康。

2. 扎实掌握机械专业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熟悉行业相关规

范，在某一方向具有独立担负工程规划、工程设计、工程实施、

工程研究、工程开发、工程管理等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具有良

好的职业素养。

(二)机械专业设船舶与海洋结构物设计制造、游艇游轮工程、

轮机工程、电子电气等方向，具体研究内容为:

1.船舶与海洋结构物设计制造

以船舶与海工装备设计、制造为应用领域，重点围绕船舶性

能、船舶与海洋工程流固耦合、优化设计与可靠性、海洋新能源

开发、智能制造技术、数字化设计与仿真技术等内容开展研究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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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游艇游轮工程

以游艇与游轮的设计、制造为应用领域，重点围绕游艇游轮

造型及内装设计、数字化设计与仿真技术、游艇游轮结构优化设

计、智能制造技术等内容开展研究工作。

3.轮机工程

以轮机自动化控制技术、现代轮机管理为应用领域，重点围

绕船舶动力装置自动化、海洋防污染与生态修复、船海新材料研

发等内容开展研究工作。

4.电子电气

以智能制造、信息技术为应用领域，重点围绕智能车辆、智

能机器人、智能控制、云平台和5G通信等内容开展研究工作。

二、学习方式及修业年限

学校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规定标准学制为3年，研究生

可以分阶段完成学业，修业年限最长不超过5年（含休学和保留学

籍）。

三、培养方式及导师指导

专业学位研究生采用课程学习、专业实践和学位论文相结合

的培养方式。

(一)课程学习主要在学校集中进行，其中校企联合课程可在

企业进行。

(二)专业实践采用集中实践和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专业

实践时间一般不少于1年，具有2年及以上企业工作经历的研究生

专业实践时间应不少于6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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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位论文研究工作应与专业实践相结合，时间不少于1

年，论文选题来源于工程实际或者具有明确的工程应用背景。

(四)学校积极开展校企联合培养，充分调动企业积极性，吸

收企业优质教育资源参与研究生教育体系，发挥企业在人才培养

中的重要作用，推动产学结合、协同育人，提高培养质量。

(五)学校建立以工程能力培养为主的导师组，加强研究生培

养全过程的指导。导师组由学校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丰富指导经

验的教师，以及企业具有丰富工程实践经验的专家组成，企业导

师主要参与实践过程、课程与论文等环节的指导工作。

(六)研究生在学期间应以山东交通学院为第一署名单位取得

以下成果之一：

1.发表1篇论文或授权1项专利（研究生排名第一或导师排名

第一、研究生排名第二）；

2.获得国家级及以上研究生层次大赛奖励（研究生排名第一

位）；

3.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并提供参会和论文交流证明（研究生

排名第一位）;

4.经硕士学位评定委员会认定的其他成果。

研究生在毕业答辩前按要求准备相应科研成果材料复印件报

研究生工作处备案。

四、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

课程设置以工程需求为导向，以综合素养和工程能力培养为

核心；课程内容强调理论与实践结合，满足机械行业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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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总学分（含专业实践）不少于41学分，其中课程学习不

少于32学分。

课程设置框架和必修环节:

1.公共课程:政治理论、工程伦理、外语等;

2.专业基础课程:数学类课程、专业基础课程；

3.选修课程:本专业技术类课程;

4.必修环节:专业实践、学术活动。

同等学力或跨专业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应补修本专业本科

阶段的主干课程2-3门，成绩不计入总学分，具体课程安排由培养

学院确定。

机械专业课程设置一览表

课程

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学

位

课

是否校

企联合

课程

授课学院 备注

公
共
课

2811204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与实践研究
36 2 1 是

研究生工作处

各方向必

修 6 门

28112042 英语 54 3 1 是

28112044 自然辩证法概论 18 1 1

28112045 知识产权 18 1 1

28112046 信息检索 18 1 1

28112047 工程伦理 18 1 1

专
业
基
础
课

28112043 数值分析 54 3 1 是

研究生工作处
各方向必

修 4 门
28112054 船舶与海洋工程基础 36 2 1 是

28112055 船舶电气设备与系统 36 2 1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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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12056 轮机工程基础 36 2 1 是

26121050 计算机辅助船艇设计

制造
36 2 2

船舶与港口工程

学院

船舶与海

洋结构物

设计制造

（必修不

少于3门）

26121051 船舶与海洋结构物先

进制造技术
36 2 2 是

26121052 涂装先进技术 36 2 2

26121053 船舶与海洋结构物先

进设计方法与技术
36 2 2 是

26121054 船舶计算结构力学 36 2 2

26121050 计算机辅助船艇设计

制造
36 2 2

船舶与港口工程

学院

游艇游轮

工程（必

修不少于

3门）

26121051 船舶与海洋结构物先

进制造技术
36 2 2 是

26121053 船舶与海洋结构物先

进设计方法与技术
36 2 2 是

26121055 游艇结构分析与造型

设计
36 2 2

26121056 船艇复合材料与建造

工艺
36 2 2

08121050 电路与系统理论 36 2 2

信息科学与电气

工程学院

电子电气

（必修不

少于3门）

08121051 信号与信息处理 36 2 2

08121052 智能控制理论 36 2 2 是

08121062 Python 高级应用 36 2 1

25121057 轮机管理工程 36 2 2

航运学院

轮机工程

（必修不

少于3门）

25121058
船舶防污染与控制技

术
36 2 2 是

25121059
动力装置原理与设计

方法
36 2 2

选
修
课

26121060 高性能船舶 36 2 2

船舶与港口工程

学院

船舶与海

洋结构物

设计制造

（选修不

少于4门）

26121061 船舶计算流体力学 36 2 2

26121062 船舶新技术应用 36 2 2 是

26121063 有限元分析应用 36 2 2

26121064 船舶动力装置节能技

术
36 2 2 是

http://cblj.sdjt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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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21061 船舶计算流体力学 36 2 2

船舶与港口工程

学院

游艇游轮

工程（选

修不少于

4门）

26121063 有限元分析应用 36 2 2

26121065 船艇美学与内装设计 36 2 2

26121066 游艇邮轮发展史与设

计评价
36 2 2

26121067 游艇邮轮新技术 36 2 2 是

08121053 物联网技术与应用 36 2 2

信息科学与电气

工程学院

电子电气

（选修不

少于4门）

08121054 工业控制组态及总线

技术
36 2 2 是

08121055 通信与导航 36 2 2

08121056 嵌入式系统 36 2 2

08121057 电路设计与制版 36 2 2

08121058 CAD 绘图 36 2 2

08121059 交流调速系统与变频

器应用
36 2 2

08121061 智能信息处理 36 2 2

25121060 高等工程热力学 36 2 2

航运学院
轮机工程

（选修不

少于4门）

25121061 轮机故障诊断技术 36 2 2

25121062 船舶监控技术 36 2 2

25121063 轮机可靠性与维修性 36 2 2 是

补
修
课
程

沿用本科

课程编号

船舶与海洋工程导论 32 1-2

船舶与港口工程

学院

同等学

力、跨专

业必选

船体结构 24 1-2

船体制图 24 1-2

通信原理 56 1-2

信息科学与电气

工程学院
电机与拖动 64 1-2

自动控制技术与应用 48 1-2

轮机维护与修理 48 1-2 航运学院

http://cblj.sdjtu.edu.cn
http://cblj.sdjt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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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专业实践

专业实践安排在第3～4学期，研究生直接参与企业工程项目

或科研工作。校内、外导师应为研究生制定详细的专业实践计划，

指导其开展实践学习。实践期满后研究生要撰写实践报告等材料，

实践报告要有一定深度和见解，实践成果能直接服务于实践单位

或实际工程的计划开发、技术改造、生产提高等，实践单位、导

师和二级学院审核评定实践表现并给出相应实践考核成绩，成绩

合格及以上的，获得相应实践学分。

六、学术活动

研究生积极参加学术活动，了解本专业发展动向，开阔视野，

培养创新精神。研究生应在第6学期前至少参加6次学术活动，并

写出心得体会。

七、学位论文

（一）论文选题

论文选题应直接来源于机械专业生产实际或具有明确的机械

专业背景，其研究成果要有实际应用价值，拟解决的问题要有一

定的技术难度和工作量，可以是一个完整的工程技术项目的设计

或研究课题，或者是技术攻关、技术改造专题，又或者是新工艺、

新设备、新材料、新产品的研制与开发等。

轮机概论 32 1-2

轮机自动化 40 1-2

必须

环节

28112048

-1
专业实践 1年 8 3-4

28112049 学术活动 1 1-5
不少于

6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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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论文选题后应进行开题报告，开题报告一般在第四学期

初完成。

论文工作须在导师指导下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具备相应

的技术要求和较充足的工作量，体现作者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

法和技术手段解决工程技术问题的能力，具有先进性、创新性和

一定的实用性。

八、学位论文答辩

（一）研究生完成培养方案中规定的所有环节，获得培养方

案规定的学分，成绩合格，并通过毕业论文预答辩、论文重复率

检测和论文评阅，方可申请论文答辩。

（二）论文答辩。二级学院组织5-7名本专业或者相关专业的

专家组成答辩委员会，其中校外专家2名，应聘请相关的企业专家

参加答辩，答辩委员会主席由校外专家担任。学位论文答辩要严

肃认真，做到公正、公开、严格。论文答辩经答辩委员会全体成

员的2/3以上（含2/3）同意为通过。

九、学位授予

研究生修满规定学分，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经学校硕士学

位评定委员会审核批准后，授予其机械硕士学位。

十、其他

本培养方案从2020级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开始执行，

由研究生工作处负责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