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乘风而来 荣耀前行
首批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
殊荣花落重大

当前，中国工程教育规模位居世界第一，
整体实力已经进入世界第一方阵。其中，卓越
工程师是2021年9月27日中央人才工作会
议确定的四支战略人才力量之一，培养卓越工
程师后备人才是高等工程教育的重要使命。

服务需求、赢得机遇，在教育部公布的首
批卓越工程师学院建设高校中，重庆大学作为
西南地区唯一高校成功入选，这一殊荣为何偏
偏花落重大？

重庆大学创办于1929年，有着悠久的办
学历史、鲜明的办学特色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早在1952年全国高等教育进行院系调整后，
重庆大学形成以机械、电气、动力、采矿、冶金
等工科为主的多科性大学。经过90多年发展
和积淀，秉持“复兴民族，誓作前锋”的家国情
怀，重庆大学成为一所具有远大理想、崇高使
命、强烈担当、以工科见长的高水平研究型综
合性大学。一直以来，学校深化学科内涵建
设，着力打造一流学科生态，多措并举把工学
学科特色优势做大做强，取得高质量发展新成
效，机械工程、电气工程、土木工程入选第二轮

“双一流”建设学科，工程学进入ESI全球学科
前万分之一。

在人才培养方面，重庆大学在新工科建设
中硕果累累。从创建中国特色的“知行交替，
循环递进”UC联合学院培养模式，到率先提出

“理工交叉、本研贯通”强基计划培养模式，再到
率先创设面向国家未来硬科技创新的明月科
创实验班、牵头创设碳储科学与工程专业……
重庆大学不断探索工程教育新路径、新模式，
坚持创新驱动、产教融合，一系列先行先试的
探索为新工科人才培养贡献“重大经验”。

重庆大学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始终
坚定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工程学位研究生教育
改革的重大决策部署，做好“排头兵”，当好“领
头羊”。1998年成为全国工程硕士专业学位
教育指导委员会首届委员单位；2010年获批
国家首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试点
高校；2011年获批全国25个首批工程博士专
业学位授权单位之一；同年获得首批“全国工
程硕士研究生教育创新院校”称号；2022年获
批首批工程硕博士培养改革专项试点高校、首
批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试点建设高校，首批入
选储能技术等5个关键领域国家急需高层次
人才培养专项试点高校……回眸重庆大学工
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历程，30余年的
实践探索收获众多“首批”荣誉，逐渐形成在国
内具有引领示范效应的工程教育改革“重大模
式”，为其入选首批卓越工程师学院积淀深厚
基础。

乘风而来、荣耀前行，重庆大学以深化工
程硕博士产教融合培养改革为切入点，在“制”
上画方圆，实行理事会负责制统筹校企资源，
由双方主要领导亲自挂帅，谋长远、深合作；在

“人”上聚合力，学校党委高配置院领导班子，
并设置6个科级机构，实现独立校区实体运行
的高效与顺畅；在“域”上拓广度，面向智慧能
源、生物医药与高端医疗装备等多个国家急需
关键领域，以及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

应用创新领域2个自设重点领域，与29家头
部企业开展联合培养，组建一流校企导师队
伍。

破题解题 谋篇布局
全方位、大力度
推进卓越工程师学院建设

全方位、深层次、大力度推进卓越工程师
学院建设，随之而来的问题触及本质核心与发

展关键——教育理念革新的本质问题、培养模
式重塑的核心问题、产教融合壁垒的关键问
题、质量标准构建的导向问题。

破题解题、谋篇布局，重庆大学从“立标
准、系纽带、强抓手”三个维度开启卓越工程师
培养新航道。

学校构建基于工程认证的卓越工程师评
价标准，提升质量保障力，从知识、能力、素质
等方面明确卓越工程师的衡量准则，解决如何
评价卓越工程师的问题。

重庆大学以工程教育认证为导向，借鉴国
际认证经验，立足学校特色和优势学科，协同
行业领域龙头企业，深化教育评价改革，共同
制定卓越工程师培养目标和能力标准，建立符
合工程硕博士特点的评价标准体系。作为智
慧能源领域卓越工程师培养联合体牵头建设
单位，制定并发布智慧能源领域通用能力标
准，在家国情怀与职业素养、工程知识与创新
实践能力、领导管理与持续改进能力、终身学
习与全球胜任力四个方面，分别对硕士研究
生、博士研究生细化了标准要求，不仅精准描
绘出智慧能源领域卓越工程师的成长路径，更
是对智慧能源领域未来发展所需的深刻洞察
与前瞻布局。

学校搭建有组织的科研与人才培养纽带，
提升产教融合力，包括一体化的联合研究院与
工程师技术中心、数字化的校企联合培养全过
程管理平台，解决校企协同合作发展的问题。

其中，一体化的联合研究院与工程师技术
中心连接学术与产业的广阔天地，通过理念融
合、文化融合、资源融合实现机制创新、模式创
新及标准创新，以人员双聘制构建“专职科研
人员+硕博士+校企导师”的重大课题攻关队
伍，以项目资金池保障校企攻关与联合培养；
数字化的校企联合培养全过程管理平台构建
起“一生一档”的培养全过程数字档案，提升校

企沟通、师生沟通能效，共同保障有组织的人
才培养，也让教育评价根植于详实的数据土
壤，有据可依、有章可循。

学校打造卓越工程师高质量培养的抓手，
提升培养支撑力，包括培养要素建设、导师队
伍建设、国际化项目建设，三方面相互配合、协
同发力，致力于提升卓越工程师培养水平，解
决如何提升培养力的问题。

学校大力推进核心课程、工程案例、工程
师技术中心、课题库等培养要素建设，牵头与
浙江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西安交通大学、
南方电网、华润集团等单位联合打造智慧能源
领域12门核心课程；学校工程案例获教育部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立项9项；统筹各
方资源，稳步推进校企联合工程师技术中心和
课题库建设。在导师队伍建设上，突出立德树
人职责和人才培养质量要求，强化有组织科研
与有组织人才培养，引导和激励导师潜心育
人，全面打造高水平的校企导师队伍，学校谢
开贵教授与南方电网正高级工程师吕金壮团
队获评全国卓越工程师培养改革优秀校企导
师组。学校通过定期组织参加国际夏令营、工
程论坛、一体化培养留学生、筹备国际竞赛等
方式，搭建国际工程教育与实践交流平台，不
断拓展学生的知识边界与全球视野。

产教融合 匹配供需
勇担“国家队”使命
打造卓越工程师摇篮

“在校企导师指导下，我已经合成90余个
具有潜在活性的化合物，并对其进行了体外活
性表征，结果符合预期，目前正在建立体内生
物活性评价模型，具有继续深入研究的价值。”
在2024年重庆市卓越工程师产教融合培养工

作推进会上，来自重庆大学国家卓越工程师学
院的2022级博士研究生张家毅作为代表发
言，分享企业实践经历、科研项目进展、个人成
长收获与未来发展目标。心怀“国之大者”“做
真科研，练真本领”“复兴民族，誓作前锋”“未
来卓越工程师”的特质在他身上慢慢显现。

从一名学生看一群学生，映射出学生个体
的成长蜕变、人才培养的卓越成效。

面向相关专业领域亟需解决的重大、重要
工程实践问题，重庆大学工程硕博士研究生深
入企业实践，在工业母机、关键软件、半导体、
航天动力、新一代通信技术、核科学与技术等
多个关键领域，承担企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任
务项目，在校企双师的联合指导下，围绕行业
企业关键领域“卡脖子”技术难题，一道道解难
题，一道道闯关卡，锤炼“卓越”真本领。明月
科创实验班创新孵化亦初显成效，“恒之未来：
陪伴型机器狗”等2个团队分别获300万元天
使轮投资，起源未来、联智远成等5个团队获
50万元探索期投资，3个团队进入明月湖国际
智能产业孵化基地开展预探索。

从学生成果看校企奔赴，映射出双方合作
的高质高效、产教融合的创新实践。

首届国家卓越工程师、重庆大学国家卓越
工程师学院企业导师李先广，在重庆市卓越工
程师产教融合培养工作推进会上表示：“产教
融合是培养卓越工程师的有效途径，校企双方
人才互通、资源共享、供需匹配，共同致力于人
才培养、科研创新与产业发展。”

重庆大学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将教育和
产业有机融合，实现人才链、创新链、资金链、
产业链“四链融合”，在破立并举之间改革创
新，面向新经济、新业态、新产业、新技术打造
工程教育改革“试验田”；在内外联动之间重塑
课程，向外校企共建智慧能源领域核心课程，
向内从15个专业学院选拔50多名优秀教师，
新建通识、科学、数学、工程科学和设计五个系
列跨学科项目制课程小组，打造系列项目制教
学课程；在供需对接之间深化合作友谊，面向
产品开发、技术研发的“需求端”，学院全面深
化与华润集团、南方电网的战略合作，不断壮
大“供给端”的技术支撑，依托地方产业优势打
造“明月湖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创新平台”，与
长安、赛力斯、西部智联、重庆车载软件等打造
多家联合实验室，与中国汽研、长安等共建新
能源实验室……

从当前“丰”景看未来远景，映射出学院发
展的广阔天地、工程教育的蓬勃活力。

建设2年来，重庆大学国家卓越工程师学
院切实肩负起党和国家赋予的重大使命，以国
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为牵引，
结合行业发展和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制造强
国对卓越工程师的培养要求，不断深化培养体
系改革，加强校企全方位、全要素、全链条深度
合作，进一步提升工程硕博士培养质量，为构
建工程教育的中国方案贡献“重大智慧”，未来
将为中国乃至世界培养出更多优秀的卓越工
程师人才。

卓越工程师是国家战略人才力量的重要

组成部分，培养造就大批卓越工程师作为重大

政治任务，关乎国家和民族的长远发展。

2022年8月，教育部和国务院国资委联

合正式启动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试点建设，首

批试点牵头建设单位包含10所高校和8家企

业，重庆大学作为西南地区唯一高校入选首批

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建设单位，并于2023年

6月正式揭牌重庆大学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

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的成立对于重庆大

学而言意义重大，学院与其它“国家队”成员一

起奏响工程教育奋进强音，以“N+2”的建设模

式紧密对接国家与区域战略发展需求，面向智

慧能源、生物医药与高端医疗装备等“N”个国

家指定急需关键领域，以及智能网联新能源汽

车、机器人应用创新领域“2”个自设重点领域，

高效融合企业、科研机构和高校优质教育资

源，构建产教融合、多学科交叉的工程教育培

养新体系，助力我国在世界工程教育界发出中

国声音、贡献中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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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大学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正式揭牌

学生在车联网实验室

学校与华润集团推进深度合作

学校与南方电网签署产教融合相关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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