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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吉林省经济社会基础工业发展战略和需求分析 

《吉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吉

林省正处在全面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发展方式转变和结构优化升级的重

要关口。西部河湖连通、中部城市引松供水等重大水利工程，计划投资800

亿元，提高水利设施保障经济发展能力；通过城市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城

区老工业区搬迁改造及暖房子等重大工程建设，将建筑业打造成新的支柱

产业，“十三五”末期实现全省建筑业总产值3100亿元；“三横两纵”500千伏

智能电网、500万千瓦风电站等重大电力工程建设，实现能源互联、北电南

送；通过汽车及轨道客车千亿产值规模核心零部件生产等重大机械工程，

实现自主研发，地方配套率达到55%。上述工程领域重点工程建设，亟需大

量懂技术，会管理，具有全球视野和国际交流与竞争能力的复合型、应用

型高层次工程技术人才。其中，在水利工程、建筑与土木工程、电气工程、

机械工程领域需新增3万人以上。 

二、吉林省属高校高层次工程技术人才培养现状与需求分析 

吉林省经济结构转型发展中，基础工业支柱产业亟需高层次工程技术

人才,而吉林省属高校只有9所培养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规模远小于需求规

模。其中，省内水利行业每年需求高层次应用型技术人才300人左右，只有

吉林大学每年培养水利行业硕士研究生20人左右，培养规模与需求规模之

比1/15；省内建筑行业每年需求高层次应用型技术人才4000人左右，省内高

校每年仅能培养建筑行业硕士研究生200人左右，培养规模与需求规模之比

1/20；电网、发电企业每年需求电气工程高层次应用型人才600人左右，省

内高校面向电网、发电等电力企业每年仅能培养电气工程硕士研究生200人

左右，培养规模与需求规模之比1/3；机械行业每年需求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1600人，省内高校每年仅能培养机械行业硕士研究生150人左右，培养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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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需求规模之比1/10。上述工程领域存在较大人才培养缺口【数据来源于教育部

招生计划、国家及吉林省统计年鉴、吉林省行业发展“十三五”规划】。 

三、新增我校为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的必要性和不可替代性 

1．满足吉林省基础工业行业对高层次工程技术人才的亟需 

水利、建筑、电力、机械等行业是吉林省基础工业的重要支柱，亟需

高层次工程技术人才。“十三五”期间年均需求6300人左右，省属高校每年培

养规模不足600人。 

目前，除我校“特需项目”外，吉林省属高校在水利工程领域尚无硕

士授权点；在建筑与土木工程、电气工程、机械工程领域授予单位、授权

点数量少，培养规模远小于需求规模（见表1）。 

表1  吉林省属高校相关工程领域授权点分布与人才需求情况一览表 

工程领域 
授予单位 

数量 
授予单位 年均培人数 行业需求人数 

水利工程 0 无 0 300 

建筑与土木工程 2 
吉林建筑大学 

东北电力大学 
205 4000 

电气工程 3 

东北电力大学 

长春工业大学 

吉林建筑大学 

209 600 

机械工程 2 
长春理工大学 

长春工业大学 
147 1600 

合      计 561 6300 

我校4个申请授权的工程领域与我省基础工业行业密切相关，科研成果

高度契合工程建设和技术升级，工程一线应用型人才培养经验丰富，新增

我校为硕士学位授予单位能够满足吉林省基础工业行业对高层次工程技术

人才的亟需。 

2．有利于优化吉林省研究生教育结构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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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在

学研究生总规模达到7万人。截至2015年底，在学工程硕士研究生规模为0.95

万人，目前培养规模与“十三五”培养需求存在1.36万人缺口，目前我省工程

硕士学位授权点数量很难满足工程一线高层次人才的需求。 

目前，吉林省属本科高校35所。其中，具有工科背景的9所高校培养工

程硕士研究生，仅占省属普通高校总数的25%，多数以培养学术型硕士为主，

培养工程硕士研究生的授予单位数量明显不足。 

为实现吉林省结构优化升级及重大经济发展战略，亟需增设具有工程

背景的硕士学位授予单位。我校申请授权的水利工程领域填补吉林省硕士

学位授权点空白；建筑与土木工程、电气工程、机械工程领域也都为吉林

省产业发展所大量亟需的学科领域，且各学科研究内容与已有授权学科研

究领域、研究内容各具特色，有利于在我省形成互补、整体优化吉林省研

究生教育结构布局，促进我省学位授权体系健康发展。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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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新增我校为硕士学位授予单位的可行性 

我校有近70年为水利、建筑、电力、机械、地矿等国家基础行业培养

应用型人才经验和5年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经历，为国家培养了近15万深受

企业欢迎的一线应用型人才，办学特色鲜明，优势明显。 

1．学校条件满足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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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专任教师750人，其中，博士教师占比25.9%，硕士生导师72人，

企业导师98人，兼职硕士生导师31人，兼职博士生导师9人；学校拥有水利

工程、土木工程、电气工程等6个省级重点学科；17个省级学科科研平台；

84个专业综合实验室；34个校企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教学仪器设备3.3亿

元，生均2.2万元；年均运行经费4.97亿元。 

近5年，主持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328项；科研经费15580万元，年人

均4.15万元；获国家及省部级科技进步奖、自然科学奖30项，其中，国家科

技进步二等奖1项，发表SCI、EI等收录论文847篇；科技成果转化52项，产

生经济效益超过15亿元。 

学校具有良好的教学、科研条件和工程环境，满足硕士研究生培养需要。 

2．申请授权工程领域满足授权点基本条件 

我校申请授权工程领域分别为水利工程、建筑与土木工程、电气工程、

机械工程领域，4个学科均满足专业学位授权点（工程硕士）基本条件（见

表2）。 

表2  申请授权工程领域基本条件 

授权点（工程）基本条件 水利工程 建筑与土木工程 电气工程 机械工程 

专任教师（人） 22 30 25 21 

教授（人） 11 19 11 9 

博士（人）/比例 17/77% 16/53% 15/63% 15/71% 

硕士生导师（人）/比例 16/73% 26/87% 11/46% 8/38 % 

省级科研平台 3 5 3 3 

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 24 58 44 31 

SCI/EI 等检索论文 18 45 92 80 

省级科技进步奖 2 8 8 10 

年人均科研经费（万元） 15.3 12.2 11.99 12.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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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申请授权工程领域具有丰富的人才培养经验，教学及实验仪器设备

先进、国内外图书资料充足、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保障体系健全，能够保

证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五、保障措施 

1．加强组织领导 

学校实行校、院两级研究生教育教学管理机制，研究生学院负责硕士

研究生的招生、培养、学位授予等日常管理工作,由校内外专家组成的“研究

生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对研究生教育教学工作进行全程指导。 

2．建立健全管理制度，完善质量评价体系 

在研究生导师管理、论文与学位授予、研究生奖助等方面制定了34项

管理制度，形成了完备的管理体系。完善并实施了“以突出工程背景，注重

工程素质和工程实践能力培养的质量评价体系”。 

3．加大投入力度，提高学科队伍和学科平台建设水平 

学校“十三五”规划提出，投入资金1500万用于学科队伍建设、3500万元

用于专业学位研究生企业工作站建设、5000万元用于学科研究平台和专业

实践教学基地建设。 

4．以新校园建设为契机，强化学校与区域产业发展深度融合 

以新校园建设为契机，建设一批校企研发中心、创新创业孵化基地、

科技产业园等平台，强化学校与区域产业发展深度融合，为高层次应用型

人才培养提供有力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