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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跨学科交叉融合是科学研究的必然趋势，而人才是这一领域顺利发展的关键。本文以信息与通信工程学

科为例，从研究生跨学科交叉融合的培养目标、培养模式和培养体系三个层面研究和实践建设路径，探

索信息与通信工程交叉学科的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有益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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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is an inevitable trend of scientific research. The talent is the key to 
the smooth development of this field. Taking the disciplin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en-
gineering as an example, we study and practice the construction path from three levels of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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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bjectives, training models and training systems of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of graduate stu-
dents in this paper. And we make a beneficial exploration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ostgraduate 
training in the interdisciplinary discipline of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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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以人工智能、大数据为代表的“智能+”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促使新的数据处理方式和科学研

究方法不断涌现，冲击着传统的社会经济、科学技术等领域的发展模式，新的、复杂的科学技术问题呈

现出多学科交叉融合的特点，仅依赖单一学科的知识、理论和方法无法独立解决，学科交叉融合、创新

研究方式称为当下科学研究的必然趋势[1]。创新性科学研究的根本离不开人才的培养，因此培养学科交

叉融合的创新型人才是高校教育，特别是研究生教育的首要任务。 
如何变革现有研究生的单一学科培养模式，合理的制定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培养目标，构建符合该培养

目标的课程体系，培养具备解决综合性、复杂性问题的学科交叉创新人才，是目前高等院校研究生教育

共同需要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2. 培养现状 

“信息与通信工程”一级学科主要从事各类电子信息与通信系统的理论、技术、方法及应用的研究，

包括信息获取、变换、存储、传输、交换、处理和识别等，其主要理论和方法已广泛应用于国民经济与

国防的各个领域。本学科与电子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控制科学与工程、仪器科学与技术等

学科的研究领域密切相关。“信息与通信工程”一级学科研究各类信息从获取到传输再到处理的完成过程，

其理论方法与当下人工智能、大数据、控制科学与工程、高性能计算、区块链等多学科相互交叉和渗透，

形成了新的研究热点和方向，并且取得了很多颇具创新性的成果。总体来看，信息与通信工程与“智能+”
相关学科相互交叉和融合是目前的重要科学研究方向和发展趋势，同时大大推进了科学技术的进步。 

天津商业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一级学科结合学校冷链物流和现代服务业两个重点学科群方向，体现服

务现代商业的学科特色，确定信号与信息处理、物联网与通信系统两个研究方向，并在两个方向的基础上

设置通信信号盲处理、数字图像处理、物流信息处理、物联网通信与控制、多源信息融合五个研究内容。 
其中信号与信息处理方向包括通信信号盲处理、数字图像处理和物流信息处理三个研究内容。通信信

号盲处理主要针对信号盲均衡、盲分离、盲多用户检测、调制信号盲识别等进行研究；数字图像处理主

要围绕医学图像的复原重建、数字遥感图像和三维图像处理等问题开展研究；物流信息处理重点研究物

流配送、仓储布局的数学建模和优化求解问题。物联网与通信系统方向主要包括物联网通信与控制、多

源信息融合两个研究内容。前者重点围绕物联网系统结构、互联机理和路由通信等展开研究。后者主要

研究物联网多源数据获取和异构网络数据融合等问题。重点为特种物流(如危险品、冷链)、货运轨道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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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商业物流领域应用提供科学依据和技术支持。 
信号与信息处理方向的研究内容与人工智能、高性能计算的方向密切相关，研究方法涉及上述多学科

的交叉融合，物联网与通信系统方向的研究内容与控制科学与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等学科交叉融合。

因此作为“信息与通信工程”一级学科，无论在提升学科建水平还是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方面，学科交

叉融合都是必由之路。 

3. 信息与通信工程交叉学科研究生培养体系 

不同高校，特别是地方高校人才培养受地方人才需求和和社会经济环境的影响而各不相同，研究生培

养更是如此，因此学科的交叉融合需要结合学校特色定位和学院的研究生培养现状，参考国内高校的交

叉学科研究生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从培养目标、培养模式和课程体系三个层面研究优化路径和措施，

提升信息与通信工程交叉学科的研究生培养质量。 

3.1. 以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为导向，结合学校特色定位和学院的学科特色，合理选择交叉学科 
方向 

信息与通信工程与其他学科的知识融合是科学研究和技术前进的必然要求和趋势，同时也是信息与通

信工程相关交叉学科研究生培养的内在驱动力。因此，交叉学科培养方向应紧密结合国家战略需求和地

方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结合高校的特色定位，同时充分考虑学校学科群建设和学院的学科建设现状。

因此，全面考虑科学研究前沿、国家与地方经济发展需求以及地方高校特色定位和学科建设基础等主客

观因素，认真规划和选择本学科与其他相关学科的融合需求和特点，形成具备前沿性和特色的学科交叉

宏观方向；同时要主动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高性能计算、区块链等“智能+”密切

相关的学科交叉融合，充分利用和发挥信息技术的优势，创新的提出学科交叉的微方向，结合宏观和微

观两个方向特点确定信息与通信工程类交叉学科复合型创新人才的培养目标。针对确定的人才培养目标，

首先要考虑师资队伍的建设，聘任跨学科教师担任相关学科课程的授课教师，聘请科研水平和能力较高

的跨学科教师担任研究生导师；其次研究生招生环节，要制定相关倾斜政策吸引具备学科交叉背景的学

生报考和就读，为培养交叉学科的研究生奠定坚实基础。 

3.2. 以提升创新能力为出发点，构建“厚基础、强交叉、重创新”的培养模式 

科学技术发展的核心是创新能力，而人才是创新的根本，从高等教育的学历层次来看，研究生教育是

培养创新性人才的主阵地；研究生培养的显著特征是以项目研究为载体的创新能力培养[2]，而学科交叉

融合是创新之源，对于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培养发挥重要作用。随着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学科交叉融合的

大环境的日益成型，传统的单一学科背景下培养的研究生在遇到复杂问题特别是学科交叉的复杂问题，

其创新能力的局限性就更加显而易见了。目前的研究生培养模式主要是在学习本学科相关的理论知识体

系的基础上进行学科内课题的科学研究训练，少量增加部分其他学科课程和实践，不具备学科交叉的科

研环境，也没有形成真正的学科交叉融合的知识体系，创新能力培养具有较大的局限性。因此，本文提

出一种构建“厚基础、强交叉、重创新”的培养模式，提升交叉学科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3.2.1. 培养深厚的信息与通信工程学科基础和核心课程的理论素养 
基础和核心课程是学科内科学研究和学科交叉融合的基础，因此，培养过程中要求学生必须掌握本学

科的基础理论和知识，形成深厚的学科基础素养。明确最低学分，强化课程考核，重视实践能力的培养。

同时要在基础和核心课程中积极开展课程思政建设，培养学生的时代责任感和使命感，塑造学生严谨求

实的科研态度，引导其形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培养德才兼备的创新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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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强化学科交叉融合，培养宽口径应用型人才 
充分发挥学校学科群建设特色的优势，依据培养目标的要求，合理设置交叉学科的课程，要强化学科

交叉融合的广度和深度，为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和素质拓宽路径。信息与通信工程学科可以与理学、工

学、管理学等多交叉学科融合，形成具有特色的多个交叉学科研究方向，为学生提供更加宽阔的科研空

间和成长路径。 

3.2.3. 研究课题体现学科交叉融合，重视创新研究能力的培养 
有研究表明，诺贝尔奖获奖成果中有 41.02%为交叉学科成果，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跨学科成果

占了获奖成果的半数以上[3]。因此，在导师队伍建设和研究课题选择时，更要重视学科交叉融合。研究

生培养导师队伍建设是关键，要引导组建多学科背景的导师团队，鼓励实施研究生联合指导；学术交流

和专业实践的选题立项时，鼓励学生探索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应用型题目，既符合本学科应用型人才的培

养要求，也更有助于取得更具创新性的研究成果。 

3.3. 拓广度、增深度、重方法，设计多交叉学科的培养体系 

根据培养目标的要求，合理设计并构建符合培养模式的多交叉学科的培养体系，依据拓广度、增深度、

重方法的原则设置课程体系和科学研究训练，依据多交叉学科的培养路径传授知识，重点强调研究方法

的学习。 

3.3.1. 拓展学科交叉融合的广度，开阔学生科学研究的视野 
课程学习是研究生学习跨学科知识、掌握交叉学科研究方法最直接的途径[4]，课程设置中(主要是选

修课)要增加交叉学科课程，充分利用学院和学校多学科专业师资的优势，增加研究生课程体系中的跨学

科课程数目，建立跨学院、跨专业的选课制度，满足学生的修课需求，拓展学生的学术视野和综合素质。

同时落实导师第一责任人的要求，准确把控跨学科选课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以灵活和可控方式保证培养

目标和开拓视野的一致性。 

3.3.2. 找准交叉融合的重点，增加研究的深度 
研究生阶段的科学研究训练很少涉及多学科的综合应用，更多的是有限学科内的交叉融合，因此在开

阔学生学术视野后，应该有重点的进行某学科交叉领域的深度研究和训练。研究生通过导师制定的跨学

科课程的学习，对于相关学科的研究内容有了初步的了解，接下来导师应该引导学生确立研究的微方向，

并进一步的深入学习和研究，为课题的立项做好前期的文献研究和基础知识储备。再者，工欲善其事必

先利其器，对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人工智能、大数据、高性能计算等在学科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工具技

能课程，也要相对重点的进行学习。 

3.3.3. 学科交叉融合培养，重点是方法论的学习和训练 
方法论是科学研究的核心工具，是跨学科通用的基本研究技能，对于研究生进行科研工作具有重要意

义，特别在信息与通信工程与其他学科开展交叉学科科研中尤为重要[5]。首先，要在课程体系的设置中

体现方法论，强化研究生的理论教育，培养深厚的理论基础；其次，要在科学训练和课题实践中突出方

法论的应用，学习和掌握信息与通信工程与其他学科之间相互的原理应用和问题定义，在科学研究中实

践跨学科交叉融合。 

4. 结束语 

跨学科交叉融合是科学研究的必然和必要趋势，培养具备交叉学科创新科研能力的人才是时代的要求，

很多高校和教育者已经进行了大量的探索性工作，而真正能推动高校进行跨学科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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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点，是成立校级跨学科研究机构并真正有效运行，这可能是目前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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