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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申请报告 

 

长春工程学院隶属于吉林省人民政府，是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

和吉林省人民政府共建高校，是“服务国家特殊需求人才培养项目—培养

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试点高校，是欧盟伊拉斯谟计划研究生国际化培养

项目实施高校。 

一、本单位发展概况 

（一）办学历史 

学校创建于 1951 年，其前身为长春建筑高等专科学校、长春工业高等

专科学校和长春水利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分别隶属于原中国有色工业总公

司、冶金部和水电部，是新中国工业部门培养工程一线专门技术人才最早

的学校，是上世纪 90 年代 27 所全国示范性专科学校中的 3 所。2000 年合

并为长春工程学院；2003 年获得学士学位授权；2011 年获得硕士专业学位

授权。 

（二）发展现状 

学校占地面积 45.8 万 m2，建筑面积 46.3 万 m2，仪器设备总值 3.3 亿

元，馆藏图书 264.7 万册，年均总收入 4.97 亿元，生均 3.63 万元。 

现有 16 个教学院，54 个本科专业，涵盖工、管、理、艺、文 5 个学科

门类，省优势特色重点学科 6 个，硕士学位授权领域 2 个，全日制在校本

科生 13,687 人，研究生 193 人。教职工 1,228 人，其中专任教师 750 人，

生师比 18:1。近 5 年，科研经费总额 15580 万元，年人均 4.15 万元。 

（三）列入本地区新增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立项建设情况 

2011 年获批“特需项目”，到 2016 年底，在水利、建筑与土木工程领域

招收硕士研究生 5 届，共 330 人，毕业 3 届，授予学位 137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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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办学定位与特色 

（一）办学定位与目标 

立足吉林，服务东北，辐射全国，面向建筑、水利、电力、机械、地

勘等基础工业行业，坚持为吉林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构建以工

为主，工、管、理、艺、文等相互交叉融合的应用型学科体系和特色专业

群，培养基层一线高级应用型人才，建设成为具有鲜明特色的国内高水平

应用型大学。 

（二）优势与特色 

1．面向吉林省经济建设主战场，构建整体优化、相互支撑的工科学科

专业体系，服务基础工业行业 

经过近 70 年的发展，学校已拥有覆盖水利、建筑、电力、地质等基础

工业行业的工科学科专业 38 个，专业布局和结构形成了服务于基础工业行

业的特色，为吉林省基础工业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符合国家“一带一路”

和“全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战略需求。 

2．依托行业背景，形成了与企业深度融合的工程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 

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各环节，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体系突出体现校

企协同培养特征，形成了“校内学习与企业工程实践交叉循环递进”等培养

模式，与行业职业有效衔接，为国家培养了近 15 万深受企业欢迎的一线应

用型人才，就业率稳定在 95%以上，40%以上就业于国企，近 9 万毕业生

工作在吉林大地。 

3．形成了为吉林省和基础工业行业经济发展服务的技术支撑体系 

与行业企业需求紧密结合，形成了服务于区域和行业经济发展的应用

型学科体系和技术支撑体系。在寒区水工结构与水环境治理技术、绿色节

能和装配式建筑结构成套技术、配电网监控与状态评估、制造质量检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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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技术等学术方向独具特色，在省内优势明显，获国家及省级科技进步、

自然科学奖 30 项，为企业累计创造经济效益 15 亿多元。 

（三）党建和思想政治工作等情况 

坚持立德树人，把党建和思政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学校荣获全

国“关心下一代工作先进集体”、省“五一劳动奖状”等荣誉称号，涌现出 21

名全国及省市师德标兵、优秀共产党员；53 名学生荣获全国宝钢奖、市“十

佳”大学生等国家及省市级荣誉称号。 

（四）申请新增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的必要性和不可替代性 

1．新增我校为硕士授予单位具有不可替代性 

水利工程、地质资源与工程领域为省属高校研究生教育的空白，我校

这两个学科均为传统优势学科，可以填补其空白；申报授权领域与吉林省

相关学科领域在研究方向、内容上各具特色，形成互补；拥有省内独一无

二、与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和重大基础工业领域有关的科研成果和省级科

研平台。 

2．满足吉林省基础工业领域对高层次工程技术人才的迫切需求 

吉林省基础工业行业亟需高层次工程技术人才。“十三五”期间，仅水利、

建筑、电力、机械等行业每年就需要工程硕士研究生 6300 人左右，目前，

省内高校每年培养规模不足 600 人。 

我校有近 70 年的相关领域工程技术人才培养经验和 5 年的工程硕士研

究生培养经历，是国内率先开展应用型本科教育的高校。增设我校为硕士

学位授予单位，可满足吉林省基础工业对高层次工程技术人才的亟需。 

3．进一步优化吉林省硕士研究生教育结构的客观需求 

吉林省“十三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在学研究生总规模达到 7 万人，其

中，工程硕士 2.31 万人。至 2015 年底，在学工程硕士 0.95 万人，缺口 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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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人。 

吉林省具有工程硕士学位授权的 9 所高校，多数以培养学术硕士为主，

工程硕士占比明显偏低，工程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和授权点数量明显不足。

增列我校为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可满足吉林省硕士研究生教育结构优化的

需要。 

三、师资队伍与水平 

学校现有专任教师 750 人，其中，正高级 106 人，副高级 293 人；博

士教师 194 人、占比 25.9%，硕士教师 612 人、占比 81.6%；45 岁以下教

师 402 人，占比 53.6%。25 人次获国务院特殊津贴、全国优秀教师、教育

部新世纪优秀人才、省拔尖创新人才等荣誉称号。 

目前，学校有硕士生导师 72 人，其中“双师型”导师 65 人；企业导师

98 人。与东北电力大学、长春工业大学等联合培养研究生，兼职硕士生导

师 31 人、博士生导师 9 人。 

四、人才培养与质量 

近 5 年，学校获省高等教育教学成果奖 8 项，其中，一等奖 1 项；有

国家级专业综合试点 1 个、特色专业 2 个、“卓越计划”实施专业 4 个，大

学生校外实践教育基地 1 个；有省级重点学科 6 个、科研平台 17 个、教育

质量工程项目 54 项；2 个专业通过工程专业认证。学生承担国家、省级创

新创业训练项目 820 项；获国家、省部级学科竞赛奖 976 项，其中，国家

级一等奖 16 项。 

近 5 年培养本科毕业生 14591 人、硕士 137 人，本科和硕士就业率一

直稳定在 95%和 97%以上，40%以上毕业生就业于国企。每年对全国各地

用人单位的毕业生进行了问卷调查，满意度均达 93%以上。 

学校深入开展硕士研究生教育教学综合改革，创新并实施了“校内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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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与企业工程实践交叉循环递进”的人才培养模式，有效地提高了研究

生培养质量。 

依据《工程硕士专业学位基本要求》和教指委的指导性意见，制定了

研究生培养方案。课程体系由公共、基础理论、专业必修、研究方向选修

课程和专业实践构成，校企培养学程各占一半，双导师共同全程指导。 

学校扎实进行了“教学风一体化”建设，形成了“勤学善思、躬行自

强”的良好学风。 

五、科学研究与贡献 

近 5 年，主持纵向科研课题 736 项、横向课题 192 项，其中，国家级

16 项、省部级 312 项；科研经费 15580 万元；获各类科技奖 116 项，其中，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省部级科技进步、自然科学奖 30 项；发表论文

3400 篇，其中 SCI、EI 等收录论文 847 篇；成果转化 52 项，产生经济效益

超过 15 亿元。其中，水利工程领域在东北地区水工金属结构耐久性技术研

究方面取得重大突破，研发的“防腐材料及可靠度分析方法”系列成果获

省科技进步二等奖，产生经济效益 2 亿元；建筑与土木工程领域创建了新

型装配式混凝土剪力墙结构体系，解决了制约建筑结构工业化的重大技术

难题，系列成果获省科技进步一等奖，产生经济效益 1.2 亿元。 

六、条件支撑与管理 

学校投入 7500 万元，建成省级科研平台 17 个，改建实验室 32 个；建

成校外研究生教学基地 34 个；承办、协办全国性学术会议 26 次，教师参

与国内外学术交流 718 人次，研究生国内外学习交流 57 人次。 

制定了研究生导师管理、论文与学位授予、奖助等规章制度 34 项，形

成了完备的管理体系；建立健全了文献信息、仪器设备、科研成果等资源

共享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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