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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华大学专业学位教育概况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是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主渠道。清华大

学有 30 个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其中 10 个可授予博士硕士学位、1 个

可授予博士学位、19 个可授予硕士学位。

  2023 年，清华大学在学研究生 37306 人。其中，专业学位硕士

生占硕士生总数的 76.7%，专业学位博士生占博士生总数的 13.0%。

整体上看，专业学位研究生约占在学研究生总数的 45.6%。

一、“项目制”人才培养

  聚焦国家重大战略、关键领域和社会重大需求，建立“项目制”

人才培养机制，通过整合校内外资源、设置课程模块、强化能力拓展、

提升职业素养等，打造具有清华特色和时代特征的专业学位培养模式

和培养体系。截至 2023 年底，已开设核电工程与管理国际人才培养

项目、能源互联网工程硕士项目等 64 个特色人才培养项目。

二、“中心制”运行管理

  搭建“中心制”组织管理机制，统筹协调校内资源，推进研究生

分类培养，促进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水平和培养质量的提升。学校层

面，打破院系壁垒，于 2015 年成立“工程管理硕士（MEM）教育中心”，

依托 15 个院系，开展针对工程管理硕士的培养工作。院系层面，建

筑学院、社会科学学院分别成立院系级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中心，统

筹落实多个专业学位项目运行管理、资源协调。

三、协同育人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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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实践基地。为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实

践创新能力，增强研究生的社会责任感，提升职业素养，推动建设研

究生专业实践基地。通过开展人才培养、科研合作、成果转化等多种

方式和途径，促使专业实践基地成为学校与企业、党政机关、事业单

位、社会组织、国际组织等共同建设的研究生联合培养平台和强化产

教融合育人机制的重要载体。截至 2023 年底，电子工程系、建筑学

院等 21个院系建设 179 个专业实践基地。

专业实践课程。为提高专业实践质量、创新实践形式，开设专业

实践课程，并纳入学校教学管理体系，面向全校研究生开放选课。校

企双方课程专家组合作完成课程设计、遴选确认实践任务，并对学生

实践过程进行指导与点评，同时在实践过程中增加行业知名专家、研

发技术人员面对面交流等教学环节，为在校师生和企业研发骨干之间

搭建交流与合作平台。目前已开设《高端装备实践》《人工智能实践》

《新一代信息与媒体技术实践》《全球健康实践：服务国际组织的战

略咨询》4门专业实践课程。

校友/行业专家课程。为提升研究生课程质量、增强课程教学活

力，充分利用学校校友资源，邀请业界优秀校友、业界顶尖专家开展

课程建设，促进人才培养与行业领域的紧密联系，帮助学生了解行业

产业发展与前沿热点，提高研究生实践创新能力和职业素养。在课程

建设过程中，院系加强组织和工作机制建设，精心策划和设计课程内

容，建设形成了特色课程体系。2023 年，29 个院系开设了 226 门校

友/行业专家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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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卓越工程人才培养

为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加强工程硕博士培养，清华大学于

2022 年 8 月成立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并于 2023 年 4 月举行清华大

学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成立大会。目前，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正在统

筹推进创新领军工程博士项目、工程硕博士培养改革专项、全国重点

实验室研究生项目，通过促进产教深度融合，培养具有坚实宽广的基

础理论、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备解决复杂工程技术问题、进行工

程技术创新的能力，具有工程伦理素养、广阔国际视野的高层次工程

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