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机械（专业学位） 

（类别代码：0855   授予机械硕士专业学位） 

（工业与制造系统工程方向 全英文留学生项目） 

一、专业领域及研究方向 

机械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下设机械工程、车辆工程、工业与制造系统工程三个研究方向。工业

与制造系统工程方向围绕复杂制造及服务系统开展运行、服务及优化的理论和技术研究。主要研究

领域和研究内容包括分析、维护及优化包含生产和服务的生产或管理系统的方法和理论，其目的是

计划、调度、配置和控制生产过程并有效利用资金、人力和资源。 

主要研究方向及其内容： 

（1）制造与服务系统优化 

采用运筹学、统计学、系统建模、计算机科学、大数据与机器学习等理论方法与技术，从系统

的角度优化组织与控制制造和服务系统要素及其配置，研究故障预测与健康管理等关键技术，达到

制造智能化和提高系统效率、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和柔性等目标。 

（2）复杂系统人因工程 

以人的因素为研究对象，以保障安全、提高效率、降低风险、改进优化系统人机交互界面，构

筑系统安全保障体系为目标，侧重生理、认知、管理和信息学科交叉及现代高新技术的运用，重点

研究轨道车辆及列控等复杂系统的人机交互与系统安全。 

二、培养目标 

1.培养基础扎实、素质全面、工程实践能力强并具有创新能力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工程技

术和工程管理人才，学生具备在工业工程相关领域跟踪、发展新理论、新知识、新技术的能力。 

2.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创业精神，以及科学严谨的学习态度；具备掌握获取知识的能力；对

研究问题、研究过程和已有成果，具有较强的学术鉴别能力；掌握系统分析及优化方法、系统建模

及求解以及复杂智能机电系统人机工程等方面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了解本学科

的技术现状和发展趋势，能够独立运用本领域的先进方法和现代技术手段解决工程问题；具有一定

的学术创新能力和较强的学术交流能力；具有较强的团队协作精神和良好的组织协调能力。 

3.学生毕业后可到制造型企业、高新技术公司、科研院所等，从事工业工程相关领域的科研、

技术开发、技术管理及咨询等方面的工作。 



 

三、培养方式及修业年限 

（1）培养方式 

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采取课程学习、专业实践和学位论文相结合的培养方式。 

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要求在申请答辩之前修满所要求的学分。专业实践可采用集中实践与分

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学位论文选题应来源于工程实际或者具有明确的工程应用背景。学位论文研

究工作一般应与专业实践相结合，原则上时间不少于 1 年。 

为保证培养质量，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实行以工程能力培养为导向的导师组指导制。导

师组应有来自校内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丰富工程实践经验的硕士生导师，以及来自企业具有丰富工

程实践经验的专家(一般具有高级技术职称)。 

（2）修业年限 

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基本修业年限为 2 年，研究生在规定学制内不能完成学业的，可

以申请延长修业年限，具体以学校有关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为准。其中课程学习 1 年，主要在校内

完成。 

四、科学研究与实践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可采用集中实践和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开展专业实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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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具有 2 年企业工作经历的研究生专业实践

时间应不少于 1 年。 

专业实践环节应以依托校企合作项目实施校企联合人才培养为主，鼓励实行双导师制指导，即

由企业导师和校内导师共同指导专业实践，且企业导师一般由校内导师根据合作联系和指导工作需

要向学院推荐拟聘人选。专业实践可根据人才培养实际需要在实验室、现场或实习单位完成，专业

实践应有明确的任务要求和考核指标，实践成果应反映研究生在工程能力和工程素养方面取得的成

效。指导教师根据研究方向布置工作量和难度适中的科研任务，指导学生使用现有实验条件，完成

所布置的科研任务；或者安排学生参加企业生产实践活动，分析生产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

的方法，或利用专业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实习结束后撰写实习或实践报告。研究生要在第四学期初

提交专业实践学习总结报告，并按要求进行考核。 

五、学位论文 

进行科学研究与撰写学位论文，是对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能力训练、培养创新能力的主要途径，

也是衡量研究生能否获得学位的重要依据之一，要求研究生完成相应的论文环节。学位论文所包括



 

的主要环节有：  

1.论文选题 

学位论文可以采取在校内或企业两种方式进行，学位论文的选题应来源于工程实际或者具有明

确的工程应用背景。 

学位论文的内容可以涉及产品研发、工程设计、技术研究或技术改造方案研究、工程软件或应

用软件开发、实验研究或应用研究等方面，需要重点突出工程实践内容。 

2.开题报告 

本学科硕士研究生的文献阅读应结合课题研究方向进行，参考文献应在 40 篇以上，文献综述报

告应反映该领域的研究历史、现状和发展趋势。文献综述报告不少于 5000 字。 

开题报告的主要内容包括学位论文选题的背景和工程实践意义、与学位论文选题相关的国内外

最新成果和发展动态、学位论文的研究目标、研究内容、研究重点和难点、研究方法、技术路线、

预期成果和进度安排，并附主要的参考文献。 

硕士研究生文献综述报告和开题报告由学院统一组织，原则上应在第二学期末完成，最迟距离

申请答辩日期不少于半年。 

3.定期检查 

定期检查由导师负责，研究生应按导师的要求每月至少进行一次论文工作进展汇报和研讨工作。 

4.学术活动 

研究生在学期间须参加由学校、学院或导师安排的学术活动，并按期参加导师或实验室团队组

织的学术例会，学术例会原则上至少每两周召开 1 次。除常规汇报研究工作进展外，二年级及以上

硕士生每人每学期应至少在学术例会上做一次正式的学术报告。 

5. 中期考核 

针对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学校实行学位论文中期考核制度。中期考核由学院统一组织，各学

位点具体实施，并在第四学期初完成。开题报告通过满半年后，方可参加中期考核。 

中期考核主要内容包括：论文工作和开题报告内容是否相符、是否按开题报告中的进度进行，

若有较大差异，需说明原因；已完成学位论文工作中的内容及取得的阶段性成果；论文工作中存在

的问题及拟采取的解决办法；下一步工作计划；提交反映上述内容的详细的《学位论文研究进展报

告》。 

6.专业实践考核 

针对有专业实践要求的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学校实行专业实践考核制度。考核时间一般应安

排在第四学期初进行。 



 

7.学位论文答辩 

学位论文应在导师指导下由研究生独立完成，论文应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和工作量，能体现研究

生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论文要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和工程实践价值，

具有先进性与创新性。学位论文须符合北京交通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撰写标准，由摘要、绪论、正

文、参考文献、致谢等部分组成。论文写作要求概念清晰、结论明确、结构合理、层次分明、文理

通顺、版式规范。 

论文答辩一般应在第四学期末进行，攻读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必须完成培养方案中规定

的所有环节，成绩合格，方可申请参加学位论文答辩。 

学位论文应由相关领域的 2 名教授、副教授、高工或相当职称的专家进行评阅。答辩委员会一

般由 5 名教授、副教授或相当职称的专家组成，其中至少有 1 名来自企业或科研院所的同行专家。 

全日制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修满培养方案规定的课程和学分，成绩合格，完成专业实

践环节和学位论文工作，提出学位申请，通过论文答辩，经过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审定达到培养目标，

可获得本领域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毕业证，并被授予本领域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有关硕士学

位论文和答辩具体要求按照学校和学院的有关规定执行。 

8.成果要求 

成果要求按照学校和学院有关规定执行。 

六、其他要求 

其他有关要求按照“北京交通大学关于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若干规定”和学院的有关规定执行。 

七、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应修学分为课程学分和培养环节学分两部分。总学分不少于 33 学分，其中课程学习不少于 25

学分，必修环节不少于 8 学分。专业课程每学分对应 16 学时，课程教学一学期分为两个时间段安排，

课程学习一般应在 1 学年时间内完成。专业学位研究生积极开展案例教学，加强课程实践性建设，

聘请企业专家为专业学位研究生授课，鼓励与联合培养基地合作企业联合开设实践课程。具体课程

设置见附表。 

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类别课程设置及学分要求（总学分不低于 33 分） 

课程

类别 

课程

模块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时间 
备注 

模块最低

学分要求 

（附注 1） 

素养

提升

政治

素养 

A228001B 中国概况 36 2 秋  2 

A228002B 中国文化 18 1 秋春  1 



 

平台 A228003B 中国当代社会 18 1 秋春  

综合

素养

课程 

A228004B 跨文化沟通 16 1 秋  

2 
A226001B 信息检索 16 1 春  

A228005B 创新创业 
16 1 春  

A206005B 工程伦理/职业伦理与社会责任 16 1 春  

综合

素养

实践 

H206008B 研究生综合素养实践  1  附注 2 1 

能力

提升

平台 

语言

能力

模块 

C406001B 学术写作能力     1 

C428001B 基础汉语 96 3 秋春 

附注 3 3 
C428002B 汉语进阶 48 3 秋春 

C428003B 商务汉语 48 3 秋春 

C428004B 高级应用汉语 48 3 秋春 

数学

能力

模块 

C308106B 数理方程（全英文） 32 2 春  

2 C308101B 随机过程 I（全英文） 32 2 秋  

C308103B 矩阵分析 I（全英文） 32 2 秋  

信息

能力

模块 

C402015B 移动计算（全英文） 32 2 秋  

0       

      

专业

深造

平台 

学科

专业

核心

课 

M506021B 高级运筹与智能算法（全英文） 48 3 秋  

6 

14 

M506091B 现代工业工程与管理（全英文） 32 2 秋  

M506133B 生产运作分析（全英文） 32 2 春  

M506132B 质量与可靠性工程（全英文） 32 2 秋  

M506099B 物流系统优化设计与控制（全英文） 32 2 秋  

M506100B  现代人机环系统工程（全英文） 32 2 春  

专业

拓展

课程 

M506126B 离散事件系统建模与仿真（全英文） 32 2 秋  

 
M506069B 制造物联技术与系统（全英文） 32 2 秋  

M506073B 智能服务系统（全英文） 32 2 春  

M506068B 虚拟现实与智能装配（全英文） 32 2 春  

专业

补修 

 本专业本科课程,不计学分  0  
附注 4 导师自定 

   0  

学术

及实

践创

新平

台 

  学术例会  1   1 

  开题报告  1   1 

 专业实践 
工业工程专业软件应用与实践 32 2  附注 5 2 

5 

生产科研实践    附注 6 3 

附注 1：各模块最低学分要求需以总学分不低于 32学分为基础。对于语言能力模块、数学能力

模块、信息能力模块、设计能力模块中的课程，除本方案中陈列的课程外，还可根据导师制定的个

人培养计划，在相应模块中选择其他全校性同模块课程，且均计为有效学分。 

附注 2：由国际教育学院考核认定学分。 

附注 3：留学研究生必修 3学分。入学参加汉语水平分班考试，确定课程。英文授课留学研究



 

生毕业语言要求，HSK3级 180及以上。 

附注 4：由导师指定，补修若干门本专业本科课程，只计成绩，不计学分。 

附注 5：工业工程专业软件应用与实践可结合企业生产实际、专业软件应用等安排上课时间，

需在研究生入学一年内完成。 

附注 6：由指导教师布置工作量和难度适中的科研任务，使用现有实验设备、软件，完成所布

置的科研任务，或者学生参加生产实践活动，一年后撰写实习或实践报告。专业实践考核时间一般

安排在第四学期初进行，考核时需提交专业实践总结报告。 

附注 7：“素养提升平台”和“能力提升平台”开课时间以当年开课时间为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