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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规划研究中心                            2016年 4月 20日 

 

【本期特稿】 

我国工程硕士教育实施专业认证的问题与对策 

一、我国工程硕士教育专业认证的组织制度 

1.组织机构 

我国工程硕士教育专业认证工作，是由行业协会、教指委、领域协作组、相

关行业专家四方组成“工程硕士培养单位资质认可评估委员会”（以下简称“评

估委员会”）依照一定的认证标准和认证程序对培养单位资质进行评估和认可，

培养单位在通过认证的同时，其工程硕士教育课程计划也与行业协会提供的职业

资格认证形成互认关系。该组织体系分为三个层面：（1）决策层。由行业协会

（学会）和教指委构成。（2）控制层。工程硕士教育专业认证评估委员会受协

会和教指委委托，对工程硕士培养单位的资质进行评估和认可。（3）操作层。

由职业资格认证机构、各领域协作组、工程硕士培养单位组成。具体如图 1 所

示。 

 

2.互认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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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上工程硕士教育与工程师职业资格的互认模式主要有以下几种：（1）

完全等效模式。学生所学课程得到专业认证机构的认可，学生毕业时，既获得学

位证书，也获得职业资格证书，即“文凭工程师”模式。（2）考试科目与课程

学分豁免模式。在校学生或毕业生所学课程得到认证机构的认可， 可具备参加

职业资格考试的资格，并豁免一定的考试科目；相应的，通过职业资格认证的学

生，在入学后豁免一定的课程学分。（3）缩短实践年限要求模式。学生所学课

程得到认证机构的认可，学生毕业后申请职业资格考试，可以缩短一定的实践年

限要求，提前参加职业资格考试。（4）准入门槛模式。学生获得（通过专业认

证的）专业学位，是申请和通过工程师职业资格认证的必备条件之一。 

3.质量保障机制 

目前，我国工程硕士教育专业认证质量保障体系主要包括：（1）中期报告

机制。对通过专业认证的培养单位进行定期评估和中期报告，评估工作由评估委

员会负责组织，评估结果作为培养单位延续认证或退出认证的依据。（2）师资

培训机制。定期对通过认证的培养单位专业课程教师实施面向职业资格认证标准

的培训，以使其及时掌握工程师职业的最新思想、标准和动态。（3）总量控制

机制。如在项目管理领域，评估委员会将控制获得国际项目管理专业资质认证合

作资格的培养单位总数，达到控制总额后，不再继续增加培养单位数量，仅基于

退出机制有空额后再进行增补申请。 

二、我国工程硕士教育专业认证的特点 

1.教指委和领域协作组组织实施 

教指委和领域协作组是目前专业认证的枢纽所在，它们为专业协会和高校建

立了沟通与合作的桥梁；同时，教指委及领域协作组作为评估委员会的组成成员

之一，也直接参与到认证工作中，承担着极为重要的角色。 

2.院校布局注重地域平衡 

出于专业发展平衡性的考虑，我国目前实施的硕士层次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工

作，在将专业发展水平作为主要评审依据的同时，也充分考虑了地域平衡因素。 

3.认证标准以职业能力标准为核心 

我国目前开展的工程硕士教育专业认证所采用的主要是职业能力标准。将职

业标准作为认证标准，其优势在于进一步加强工程教育与职业资格之间的联系， 

更好地体现出我国硕士层次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以职业为导向”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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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认证结果与职业资格直接挂钩 

我国目前硕士层次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工作，基于工程硕士课程与职业资格知

识模块的“等效”而形成了“证书免修”和“考试科目豁免”机制，认证结果直

接指向职业资格认证。 

三、推进我国工程硕士教育专业认证的政策建议 

1.建立统一负责认证工作的专门性机构 

现阶段这一机构可以通过以下途径来建立：①在教指委的指导下建立，成为

挂靠教指委的第三方中介组织；②参考本科层次已经建立的中国工程教育认证协

会（CEEAA），在此基础上延伸出硕士层次的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分支。同时，

还应积极构建认证合作机制，打通行业协会与高校间有效沟通的障碍。 

2.建立全面的认证标准 

本研究认为认证标准应当与工程师的能力标准有所对应，突出职业性，强调

实践能力，但同时也应观照教育系统的全面性和系统性。最后，认证标准应当更

加注重发挥高校的主体性，从教育目标和愿景出发，注重建立发展性评价指标，

以便于为教育计划提出改善性的建议和评价。 

3.建立严格的认证程序 

现阶段，我们可以适当参照中国工程教育认证协会制定的认证程序，借鉴国

外硕士层次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程序的经验，建立起我国硕士层次工程教育完整、 

成文的专业认证程序，以及与之配套的制度体系。 

4.建立规范的认证报告制度 

要建立规范的认证结果报告制度，对于申请认证的高校，不仅要给予一个通

过认证，或不通过的结果，更重要的给出切实可行的改进建议。在认证报告中，

还要注重对高校多元化发展的鼓励。  

5.完善注册工程师制度 

在管理体制上，要进一步加强政府与行业协会的协商机制建设，充分调动行

业协会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在评价制度上，要制定完善的职业资格分类制度，建

立科学、公正的专业技术资格评价标准框架和制度体系，建立完善的评价程序；

在实践操作上，逐步把拥有通过认证的工程专业学习经历作为获得相应领域工程

师资格的基础。 

(摘编自《学位与研究生教育》2015年第 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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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战略与政策】 

教育大数据蓝皮书指出：数据将成学校核心资产 

近日，《中国基础教育大数据发展蓝皮书（2015）》发布会暨教育大数据高

峰论坛在北京师范大学举行。国内首份基础教育大数据发展蓝皮书正式发布。教

育部-中移动联合实验室主任余胜泉指出，数据将逐渐取代土地、劳力、资金等

稀缺资产，成为社会和企业最重要的核心资产。同时，数据也将改变人类的认知

方式和文化生态，“人机结合的思维模式将成为现代人认知世界的基本方式，借

助智能设备而生存的时代已经到来”。未来，大数据将演变成为一种“人人生产

数据、人人共享数据、人人管理数据”的社会文化。 

（摘编自 2016 年 4 月 19 日中国教育新闻网） 

【产学研动态】 

2015 年我国发明专利申请量破百万 连续 5 年居世界首位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19 日召开发布会，介绍 2015 年中国知识产权发展状况。

我国知识产权创造继续保持良好增长势头，2015 年，共受理专利 279.9 万件，其

中发明专利申请量 110.2 万件，同比增长 18.7%，连续 5 年位居世界首位。截至

2015 年底，我国有效注册商标量突破 1000 万件，达到 1034.4 万件，连续 14 年

保持世界第一。作品著作权登记量再创历史新高，达到 134.8 万件，同比增长 35.9%

与此同时，我国知识产权转化运用进一步加强。财政部、科技部、知识产权局等

部门完成中央级事业单位科技成果管理改革试点，启动全国知识产权运营服务平

台建设，为知识产权的转移转化、收购托管、交易流转等提供了平台支持。 

（摘编自 2016 年 4 月 19 日中国经济网） 

【国外高等教育动态】 

新西兰出台新国际教育机构行为准则 

新西兰高等教育、技能与就业部部长史蒂芬·乔伊斯近日发布了一项针对新

西兰教育机构的新的行为准则，以保护国际学生的利益。新的行为准则列出了

10 条为国际学生提供支持的建议，且这些建议都咨询过相关教育机构。新西兰

学历认证局将按照新的行为准则进行管理，并对违反准则的学校进行惩罚。新西

兰国际教育产业已经越来越壮大，并已经成为其第五大出口产业。为了保持这种

增长，新西兰力保在新西兰就读的国际学生享受高质量的教育。 

（摘编自 2016 年 4 月 15 日《中国教育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