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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化学工程专业学位是与化学工程领域任职资格相联系的专业性学位,这个学位点开展的教育是

培养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化学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人才的重要途径。文章探讨了重庆工商大学化学

工程专业学位点的建设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加强学位点建设的具体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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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工程领域是研究化学工业及相关工业过

程中所进行的化学和物理过程的规律及应用技术

的工程领域,是工业技术的核心领域,是口径宽、

覆盖面广的工程领域。化学工程专业学位作为该

领域的专业性学位,侧重于工程研究、工程开发和

工程应用,旨在培养基础扎实、素质全面、工程实

践能力强并具有一定创新能力的应用型、复合型

高层次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人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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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工产业是国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产业之

一,化学工程领域的人才培养对化工产业的发展

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2018年11月,第十届全

国化学工程领域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会

议强调要以新的教育理念引领化学工程领域专业

硕士培养模式改革,以期进一步促进化学工程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持续发展。

重庆工商大学于2014年获得化学工程(工程

领域)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授予权,2015年开始招

收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经过四年多的持续发

展,不断推动重庆高层次化工人才的培养。本文

简单阐述了重庆工商大学化学工程专业学位点的

建设思路与总体成效、人才培养目标与定位、发展

态势和办学特色、工程实践能力培养状况等,梳理

了学位点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并对照发展目

标,探讨了学位点持续性建设的具体措施,这对推

进学位点内涵式建设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化学工程专业学位点建设的现状

(一)建设思路与总体成效

1.建设思路

化学工业是重庆的支柱产业之一,从无机到有

机,从低分子到高分子,已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目前,重庆在长寿、万州、涪陵、万盛、合川等地成立

了23个省级工业园区,涵盖了天然气化工、石油化

工、生物化工、精细化工和新材料等领域。

重庆工商大学化学工程专业学位点结合重庆

市的化工产业背景,依托教学科研平台,按照“强

化优势、突出特色、服务产业”的建设思路,以能源

和资源开发及高效利用、催化材料开发和应用为

产业应用背景,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优化

校内外师资队伍,改进并完善培养方案和课程体

系,强化实践教学,突出工程服务培养内涵,通过

不断建设形成了规范的培养体系。

2.总体成效

化学工程专业学位点自2014年获批以来,坚

持贯彻“融科研实践创新为一体、知识结构合理、

凸显工程技术能力”的办学理念,经过四年多的建

设,形成了校企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建成了一支

结构合理、经验丰富的校内外导师团队。招生规

模稳步增长,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显著增强,这有

力地推动了重庆高层次化工人才的培养。

(二)人才培养目标与定位

本专业的培养目标为: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

方针政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服务国家和

人民的高度社会责任感,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创业

精神,科学严谨、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

风,身心健康;掌握化学工程领域坚实的理论基础

和系统的专业知识,掌握解决工程问题的先进技

术和现代科学技术,具有较高的外语水平和计算

机应用能力,具有独立承担工程技术或工程管理

工作的能力,适应重庆及周边地区化工产业的需

要,具有一定创新创业能力,在企事业单位、科研

院所、政府部门等从事化学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

方面工作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专业人才[2]。

(三)发展态势和办学特色

1.发展态势

化学工程专业学位点自获批以来,已形成了

化工设备及分离技术、生物化工、能源与资源化

工、工业催化等稳定的培养方向。招生人数稳步

增长,已招收研究生62人,其中5人次获得竞赛

奖项,有的研究成果直接服务于地方经济。学科

建设初见成效,本专业2016年获批“重庆市特色

学科专业群”,2017年获批“重庆市化学工程与技

术重点学科”,并支撑了“环境与资源化学技术国

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的建设。

2.办学特色

学位点坚持以产业需求为导向,以工程应用

型人才为培养目标,充分利用学校与企业的教育、

科研资源,培养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工程技术和

工程管理人才。

结合学校多学科(化工、环保、机械、控制等)

的办学特点,本专业建成了3个特色培养方向:

(1)化工分离设备方向,融合化工、机械、控制技术

等交叉学科专业,以工业废油为研究对象,系统研

究传质分离理论与技术,开发出了一系列操作方

便、经济实用的化工分离设备,并被美、日、德等

30多个国家的多家企业应用,节能节油价值达数

十亿元;(2)生物化工技术方向,针对重庆周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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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及特色生物质资源,应用发酵、酶催化等技

术,研发了有机化肥、复合饲料、养生葡萄酒等一

系列高附加值产品,并实现了规模化生产和销售,

累计销售额达3000多万元;(3)工业催化方向,以

功能化催化剂的设计制备、环境大气的绿色氧化/

还原催化反应为研究对象,推进大气中二氧化碳

的加氢资源化、低碳烃/醇类高效活化与高选择性

转化,获中国发明专利授权11项。结合3个培养

方向,我校充分发挥学科交叉优势,积极创新人才

培养模式,在学生知识面、工程实践应用能力、节

能环保意识和工程伦理等方面形成了鲜明的培养

特色。

(四)工程实践能力培养状况

1.工程实践培养要求

面对新挑战,化工行业对研究生的实践创新能

力提出了新的要求,而工程实践能力是本学位点研

究生培养的核心[3]。研究生根据课程设置计划,可

采取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方式开展社会(专业)实

践,期限为6个月以上。实践过程中,所在实践单

位围绕出勤情况、工作量、综合表现等对研究生进

行考核,并形成相应的书面材料。实践结束后,研

究生提交全日制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

践报告,由企业导师给出意见、校内导师审阅,最终

考核领导小组进行统一评分。考核合格者可获得

相应学分,考核不合格者需要进行重修,同时考核

情况作为申请学位论文答辩的指标之一[4]。

工程实践通过多种途径灵活开展[5-6]:(1)由

学位点统一组织或选派研究生在已建立的研究生

专业实践基地开展实践;(2)由校内导师根据所承

担的企业合作项目安排专业实践;(3)由研究生结

合自身的就业去向或兴趣方向开展实践。

2.实践教学平台和基地

学位点现拥有8个教学科研平台,其中国家

级平台有2个(环境与资源化学技术国家级实验

教学示范中心、废油资源化技术与装备教育部工

程中心),省级平台有6个(催化与环境新材料重

庆市重点实验室、催化理论与应用重庆高校市级

重点实验室、重庆市特色农产品加工储运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等),这些平台有力地支撑了硕士研究

生的学习、实践和科研工作。

同时,我们积极拓展校外实践基地,在四川天

华股份有限公司、重庆中科力泰高分子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重庆工商大学科技开发总公司、重庆融

通绿源环保股份有限公司等8家企业建立了研究

生联合培养实习实践基地。

3.工程实践培养成效

学位点致力于培养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使

其通过自主探索、合作交流和设计创新的过程,真

正理解、掌握基本知识和技能,进而推动重庆高层

次化工人才的培养。2016级李震在企业实践期

间承担了“水性聚氨酯无溶剂制备技术”项目,首

次实现了水性聚氨酯的无溶剂化制备,并与企业

联合申请发明专利1项,该成果已实现产品中试

生产;2015级衡银雪参与了“黄精产地加工方法

筛选与营养膳食微粉的开发研究”等多项省部级

及企业合作项目,共申请发明专利3项。

二、学位点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校企合作培养力度有待加强

选送优秀学生到国内外知名企业接受联合培

养的力度有待进一步加强,研究生参与企业的研

究项目偏少,在专业实践环节参与企业项目的广

度和深度有待加强。

(二)师资队伍有待进一步优化

师资队伍结构和规模总体合理,但校内教师

的工程背景和实践能力偏弱,持有行业资格证书

的教师较少。与国内一流大学相比,我校对外交

流工作特别是国际交流以一般性学术交流为主,

在与国内外大学开展深层次的合作研究和人才的

国际化培养方面尚处在起步阶段。此外,校外导

师在研究生指导中的职责需进一步明确。

(三)学位点的影响力尚需扩大

化学工程专业学位点办学时间较短,公众对

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的认知度不足,第一志愿报考

率较低。生源集中于四川、重庆、贵州等几所高

校,学生的知识结构和体系较为相似。此外,来自

“985工程”“211工程”高校的学生占比较少。

(四)人才培养模式有待进一步完善

由于专业学位与学术型学位具有不同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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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因此两者在培养方案、课堂教学、工程实践

等方面应该有所不同。但在工程硕士培养过程

中,部分导师仍采用传统学术型研究生的培养模

式,教学方式以课堂教学为主。此外,授课教师仍

以校内教师为主,具有工程经验的企业教师走进

课堂的机会较少,教学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

三、化学工程专业学位点建设的改进对策

(一)加强过程管理,提高实践教学成效

学校应增加研究生实践基地数量,并加大实

践基地内部建设的力度,聚焦与企业需求紧密联

系的实践方向,构建科学合理的实践教学体系,不

断加强与实践基地的联系,使校外教师更好地发

挥工程实践技能卓越和实践经验丰富的优势。

(二)优化师资队伍,推动师资结构调整

学校应出台相关政策,积极鼓励教师到化工

相关设计单位和企业进行工程实践训练,深入一

线熟悉并掌握相关工作流程、岗位职责,参与问题

的解决,提升工程实践能力,力争达到60%从事

专业教学(含实验教学)工作的教师具有6个月以

上的企业或工程实践经历(包括指导实习、与企业

合作开展项目、在企业工作等)。学校应进一步推

进校内师资队伍的国际化,制定相关政策鼓励教

师出国访学;同时进一步加强校外导师遴选的针

对性,使学生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得到切实

提高。

(三)优化培养方案,提高培养目标达成度

在学校专业学位分学位委员会的指导下,本

学位点应形成校内外导师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

和培养质量评价标准的工作机制。培养方案应体

现学校优势和区域经济发展特点,合理调整培养

环节,加大工程实践课程的比重,从而真正实现人

才培养目标。

(四)突出培养方向,助力化工产业持续健康

发展

为转变重庆市化工产业发展方式,增强市场

竞争力,促进化工产业持续健康发展,2016年重

庆市发布了《关于促进化工产业调结构促转型增

效益的实施意见》,确定化工新材料和精细化工产

业为主要发展方向。针对重庆市化工产业的布

局,化学工程专业学位点应结合化工新材料和精

细化工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调整与突出相应培

养方向,助推重庆市化工产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

和健康发展。

(五)加强招生宣传,提高优质生源报考率

学校应加大招生宣传力度,严把录取质量

关,在原有网络、生源基地等招生宣传方式的基

础上,新增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宣传渠道,吸引

优秀学生报考,改善生源质量。结合重庆市化

工行业发展状况,研究生复试工作应吸纳企业

高级技术及管理人员参加,以保证企业急需的

人才被优先录取。

四、总结

化学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是满足社会

对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人才需求的重要途径,对

国民经济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重庆工商大

学化学工程专业学位点秉承“融科研实践创新为

一体、知识结构合理、凸显工程技术能力”的办学

理念,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特色,对推动重庆市高层

次化工人才的培养起到了积极作用。针对学位点

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对照发展目标,本文提出的改

进对策对化学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内涵式

发展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文字编辑:李丽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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