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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与实践 



    因应新经济发展的新工科建设之思考与实践 

学校类型定位： 现代化工程应用型特色大学 

学科布局定位： 
以工程技术为主，经济管理 

和艺术设计等多学科协调发展。 

人才规格定位： 
了解国际规则，具备综合能力，

拥有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和奉

献精神的高等工程应用型人才。 

工程技术 
为主 

经济管理 艺术设计 

协调 
发展 

学校简介： 



    因应新经济发展的新工科建设之思考与实践 

依托上海现代产业  主动服务地方经济  辐射长三角地区发展 

• 1978年 上海交通大学机电分校（机、电、管） 

• 1978年 华东化工学院分院（化工） 

• 1978年 华东纺织工学院分院（纺、服、艺） 

学校 
变迁 

 一以贯之的办学宗旨 

      开展以通识教育为基础的专业教育，着力培养具有可持续

发展能力的“专、兼”人才。 

 人才培养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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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办学规模 

• 松江校区占地1500亩 

• 全日制在校生近2.1万人 

• 硕士研究生近2000人 (4个一级学科硕士点，16个二级学科硕士点，

3个硕士专业学位点) 

• 学校共有22个院（部） 

• 有79个本、专科专业（含专业方向） 



    因应新经济发展的新工科建设之思考与实践 

一 • 新经济对人才培养新要求 

二 • 新业态下工科呈现新特征 

三 
• 新工科专业建设探索实践 

四 • 新工科专业建设实现路径 

提   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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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经济对人才培养新要求 

“专、兼” 

人才培养 

受众优势向 

生产力转化 

结构转型与技术

升级加速 

就业结构性矛盾

倒逼 

国际化人才竞争

压力传递 

       新经济蓬勃发展，迫切需要新型工程技术人才， 由通识教育为基础

的专业教育，才能培养出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专、兼”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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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 融合 跨界 
学科专业 

内涵变化 

城市轨道交通产业 

互联网+ 

智能制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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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新业态下工科呈现新特征 

“错综”性 

“协同”性 

“人本”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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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结构交错伸展，能以适度的“杂”去适应适度的“变”   

“错综”性 —— 

飞行技术专业——飞行员+职业经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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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设计专业——艺术设计+人体工学+材料加工+商务洽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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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性 —— 应用知识为主，因产业而生、随产业而兴 

学科群、专业群对接产业链——上海工程技术大学办学定位 

人才培养：立足培养一线工程应用型人才 

科学研究：侧重行业需求开展应用性研究       

服务社会：集学校学科优势攻克行业难题 

引进、消
化、吸收 

人才 
培养 

新
知
识 

可
持
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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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本”性——学习欲望和能动性因兴趣和市场而变 

以通识教育为基础的专业教育，

依学科专业特点，把所有专业按

照7个专业群，搭建公共基础课程

和大部分学科基础课程贯通的平

台，专业适时分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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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新工科专业建设探索实践 

1、把握学科专业定位——立足本地，辐射全国、持续发展 

 重点建设“现代交通运输工程”学科群； 

 积极推进“现代艺术设计”、“现代管理工程

与公共决策支持系统”二大特色学科群建设； 

 努力构筑“生态化工与先进材料”、“先进制

造与控制工程”和“基础学科群”三大工科支

柱平台。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保障”人才遍
布全国既有和在建的线路 

飞机机务人才遍布国内外航空公司，
飞行员面向东航、吉祥 

邮轮经济人才适应以上海为母港的
邮轮之运营管理需求 

 汽车零部件测试技术与装备研 
 究、汽车运用工程 



    因应新经济发展的新工科建设之思考与实践 

政产学研用“五位一体”培养国际邮
轮卓越人才的创新实践 

依托朝阳产业的校企合作办学模式与成功实
践—上海航空运输学院的创新实践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2005年 2014年 

2010年全国首批61所“卓越计划”试点高校之一 

全国地方高校卓越工程教育校企联盟理事长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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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功研制具自主知识产权的民航飞行模拟机 

 组建了上海飞行仿真技术研究中心 

3 

 高强激光智能加工装备关键技术产学研开发中心 

 政府决策支持研究基地、上海软科学研究基地 

 汽车零部件测试技术与装备研究中心等10个研究基地 

2 

 建立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检测与评估服务中心 

 编制《城市轨道交通安全运营评价标准》 
 承接上海轨道交通16号线的检测任务 

1 

2、依靠学科优势，促进“产教融合”，服务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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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维保快速响应要求 

服装设计领域基于大数据共享的需求 

3、新契机——互联网+“产教融合” 

互联网+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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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于“互联网+大数据”的轨道交通安全监测预警系统平台 

 

  基于远程测量网点的服装智能定制研究——“服装智能定制” 

 

若干例证—— 

“交叉、融合、跨界”范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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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一：基于“互联网+大数据”的轨道交通安全监测预警系统平台 

 地铁桥梁缝隙监测技术 

 地铁车厢温度监测技术 

 转向架振动安全监测技术 

 转向架轴温监测技术 

“互联网+大数据”
的轨道交通安全

监测预警 

轨道交通关键部
件的运营安全实

时在线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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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架振动监测系统 

地铁桥梁状态监测系统 

地铁车厢温度监测系统 

构建基于“互联网+大

数据”的轨道交通安全

监测预警系统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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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桥梁状态监测系统 

对上海地铁30座高架桥梁

端缝隙进行实时监测： 

实现地铁桥梁状态的自动

采集、定时发送测试数据， 

接收端服务器自动存储、

管理、分析、根据设定的阈

值实时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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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铁车厢温度监测系统 

基于无线通信技术的客室空

调温度实施监测和管理系统，解

决：温度信息不能准确获取和监

测、空调控制方式相对单一、部

分高温隧道地段空调系统容易死

机等现状。 

现已应用于上海地铁1号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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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向架振动监测系统 

基于“振动传感+无线传

输+算法分析”的关键技术，

在转向架关键部位部署振动

传感器，实时对各部位的健

康状态进行监测和安全预警。 

目前该系统已成功应用于

上海地铁952列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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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预警系统平台为典型的“互联网+大数据”技术在轨道交通系统当中的成功

应用。基于该平台的实施建设，为本科、研究生同学提供了良好的科研创新平台，

该平台搭建2年多的时间里，已成功申报并获批大学生校级创新项目20项，市

级项目8项，国家级项目2项，研究生创新项目6项。希望通过后续建设，将

该平台打造成更具影响力和辐射作用的“互联网+创新教育”的人才培养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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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二：基于远程测量网点的服装智能定制研究——“服装智能定制” 

• 5秒获取客户身体尺寸信

息 

• 30秒将数据快速传输到

设计生产中心 

• 2小时制作衬衣 

完成网络下单，实现消

费者直接面对生产商的

服装个性化智能定制 

推进服装企业的互联网

转型和智能定制平台型

企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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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测体间3.0” 

“服装3D智能测体1.0”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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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智能定制”平台创建转变商业模式 

构建定制 

企业联盟 

理清客户痛点、买点 
突破服装定制的引爆点 

改变人们穿衣的生活习惯 

运用新媒体 
数字营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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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装产品PDM信息库（后台） 

功能模块：款式管理、面料管理、样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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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化应用——钓鱼台上海纺织智能定制体验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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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展示 

     2016年7月9日国务院副总理汪洋、商务部副部长钟山、上海市市长杨雄视察纺织产
业转型，并亲自体验智能定制过程，给予高度好评。上海工程技术大学校党委书记李江
陪同，项目负责人服装学院党委书记袁蓉副教授介绍并演示“服装3D智能定制1.0”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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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产学研合作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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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工科专业建设路径实现 

新机制 

•短学期 

•一三五 

新模式   

•七大平台 

•自选专业 

新方法 

• CDIO教学 

•案例教学 

•探究式教学 

新理念   

• 梳理培养目标 

• 专兼人才培养 完
全
学
分
制 

新质量 

•专业认证 

•审核评估 

•专业评估 

新体系 

• 课程模块化 

• 学习多元化 

     以完全学分制的实施为载体，面向新经济，探索新型工程

技术人才培养新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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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专业培养目标，坚持OBE 导向 

以通识教育为基础的专业教育，对接产业，着力培养具有可持续发展能

力的“专、兼”人才。 

新理念 

       内外需求       培养目标       毕业要求      课程体系 

   正向实施 

   逆向设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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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大工程观视野构筑

专业群大平台，专业

招生、大类培养，专

业方向适时适度分叉， 

注重人才知识、能力

和技能的纵横交错。 

新模式 
机械能源材料类 

电子电气类 

经管类 

化学化工类 

交通运输类 

艺术类 

纺织类 

平
台
内
转
专
业 

辅
修
专
业 

一、二年级 三、四年级 

专
业
方
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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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年3学期5学段，大部分课程周期为8周，短学期4周，有效地激活

时间空间，有利学生选课、校外实习、第二课堂实践创新活动，有利行

业、企业教师上课。 

新机制 

     优化教学方法，注重专业又非囿于专业教学，由CDIO、PBL等教学

手段，及早在公共课、学科基础课内插入行业案例，激发学生探究兴趣。        

新方法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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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对新业态做好专业整合，模块化课程资源，实施 “厚基础、宽口径、

重特色”的通识教育为基础的专业教育，注重学生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

展。丰富选课资源，学生自我安排进程，纵深夯实+横向拓展，调动学生学

习的主观能动性，提高学习成效并多元发展。 

新体系 

实践教学环节 

第二课堂 

公共基础平台课（七大类平台） 

必修+选修 

英语课程组 

数学课程组 

物理课程组 

…… 

学科基础平台课（七大类平台） 

必修课程组 

选修课程组1 

选修课程组2 

…… 

专业课 
必修课程组 

方向选修课程组1 

方向选修课程组2 

…… 
 

知识 

素质 能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