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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工程管理硕士旨在为国家培养在重大工程项目中具备专业工程技术和综合管理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在“双

碳”战略背景下，能源动力行业的转型与绿色发展承担着重要作用，相关的工程管理人才的培养至关重

要。本文系统讨论了“双碳”背景下当前MEM研究生人才培养中存在的问题与挑战，提出了一种订单式

工程管理硕士培养模式，其中包括优化课程体系、强化专业实践、加强论文质量管理，为能源动力行业

MEM培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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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ster of Engineering Management (MEM) aims to train multidisciplinary talents with profes-
sional engineering technology and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ability in major engineering 
projects for the country.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double carbon” strategy, the transforma-
tion and green development of the energy and power industr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and the 
cultivation of related engineering management talents is of great importance. This article syste-
matically discusses problems and challenges in the current MEM graduate talent cultiv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ouble carbon”. Moreover, we propose a training mode of ordering MEM, which 
includes optimizing the curriculum system, strengthening professional practice and improving the-
sis quality management,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MEM cultivation in the energy and pow-
er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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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工程管理硕士(Mater of Engineering Management，简称 MEM)是国务院学位办于 2010 年新设置的一

种专业学位，为了适应当今现在工业技术发展需求，培养在重大工程项目中具备专业工程技术和综合管

理能力的复合型人才[1]。自 2020 年起，原工程硕士学位类别下的项目管理、工业工程、物流工程三个领

域调整为工程管理专业学位类别(代码 1256)，增加了“工程管理”(代码 125601)、“项目管理”(代码 125602)、
“工业工程与管理”(代码 125603)、“物流工程与管理”。根据 MEM 教指委 2021 年第一次委员会会议

纪要，我国 2021 年 MEM 授权点有 184 个，全国累计报名人数 6 万余人，全国录取人数 1.2 万余人，其

中工程管理人数最多，达 7000 余人[2]。随着我国科技发展和工业实力的不断提升，工程管理在国家重大

工程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越来越突出，对工程管理类人才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推进 MEM 的高质量培养，

对行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3] [4]。 
2020 年，习近平主席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国将提高国家自

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 2030 年前达到峰值，努力争取 2060 年

前实现碳中和”。“双碳”战略已经成为中国发展中的重要战略方向，对于我国工业技术的高质量、绿

色低碳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5]。为实现这一目标，国家“十四五”规划和 2035 远景目标纲要指出，

要推进能源革命，建设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

和”[6]。能源动力行业是国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基础行业，更是我国实现“双碳”目标的关键行业。能

源动力领域的转型与绿色发展，在推进“双碳”目标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我国能源动力行业尚处于工业发展的中后期，传统的能源动力产业能耗高、污染高，其中的重要突

破口是形成自主创新的关键技术。而创新技术的推进与落地的关键在“人才”，由于既掌握专业的背景

知识，又具备扎实的项目管理能力，这种复合型人才是创新技术的落实者，更是衔接技术与实践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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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节。因此，培养具有专业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创新思维和项目管理能力的能源动力类工程管理人

才至关重要[7] [8]。 

2. 能源动力行业 MEM 人才的培养现状分析 

能源动力行业涉及诸多学科，主要包括能源生产、能量转换、能量存储和能源利用等，行业中需要

的人才主要集中于能源电力、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热能工程、水利工程等领域的研发、设计运行和管

理等领域。 
以黑龙江省哈电集团为例，作为能源动力行业的龙头企业之一，为当好“双碳”目标的“践行者”

“护航员”，哈电集团明确了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绿色低碳的驱动系统、清洁高效的工

业系统”为核心的战略布局，通过加快科技创新、推动企业绿色低碳转型。企业的转型和创新发展，面

对着大量新兴技术，很多人员都是从现有的专业领域转岗而来，普遍存在对新技术了解不深、认识不足、

缺乏系统化的专业培训的现象，对掌握新兴技术和管理能力的人才提出了迫切需求。为解决这一问题，

现已发布《哈电集团人才强企 15 条》《关于优化新时代人才发展体系的实施意见(试行)》《哈电集团科

技人才需求地图(2023~2025 年)》等 3 项具有区位比较优势的人才新措施。 
在“双碳”背景下，传统能源清洁利用、新能源、绿色动力等技术领域的人才需求大幅增加，能源

动力行业的发展因而需要具备多元技能的综合型人才。但是，传统的能源动力类 MEM 的人才培养模式

在课程设置、科技前沿、专业交叉融合、专业实践能力培养等方面已无法满足行业对人才的需要[9] [10]，
主要原因如下： 

1) 课程设置与行业需求存在一定的脱节。在传统的能源动力类 MEM 培养方案中，课程设置偏向技

术理论较多，课程体系结构中专业课所占比重过大，并且专业课程设置方向较为宽泛，很难实现针对能

源动力领域中某一细分行业的人才培养。此外，MEM 课程体系一般 4~5 年更新一次，难以跟上日新月异

的新技术更迭，不能为企业培养出掌握最新技术动态的工程管理人才。 
2) 项目实践能力训练不足。工程管理注重培养学生在实际工作过程中解决具体工程问题的能力，对

实践能力有更高的要求。而目前的 MEM 培养体系中学校往往以授课为主，并不重视实践教学，缺少对

实践能力的培养定位，也没有体现能源动力行业的学科特点，难以系统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实践创

新能力。 
3) 学位论文管理质量不高。学位论文是 MEM 培养的最后一个环节，加强学位论文质量管理，是提

升 MEM 培养质量最核心紧迫的任务之一。MEM 教指委针对 156 篇全国范围内的 MEM 专业学位论文随

机抽查中，“优”“良”率为 8.3%和 15.4，然而“中”等级别的高达 60.7%，“差”和“不及格”所占

比例分别为 14.3%和 1.3%。整体上看，优良占比较低[11]，且存在选题目标不明确、不属于工程管理的

范畴；论文实际工作量小、缺乏详实数据分析、水平不高；导师指导积极性不高、企业导师形同虚设；

论文不规范；论文科学属性、技术属性明显而管理属性较弱等诸多问题。其中，选题不合理往往是论文

质量低下的主要根源。MEM 学位论文应兼具科学性和实践意义，能够与工程管理实践相结合，解决企业

项目实施中的管理或技术难题。 
本文以哈尔滨工业大学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 MEM 培养模式为例，探究“双碳”背景下能源动力领

域的 MEM 培养模式，以期对同类院校的能源动力类 MEM 人才培养提供一定的参考。 

3. 订单式工程管理硕士培养模式研究 

面向能源动力领域中的龙头企业对 MEM 人才的能力需求，哈尔滨工业大学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构

建了订单式 MEM 培养模式，从课程体系、实习实践、论文管理等多个方面加强 MEM 培养质量，努力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4567


汪新智 等 
 

 

DOI: 10.12677/ae.2024.144567 646 教育进展 
 

为行业输送掌握前沿科技和管理技能的综合性人才，总体培养思路如图 1 所示。 
 

 
Figure 1. Overall training idea diagram 
图 1. 总体培养思路图 

3.1. 培养目标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工业化、信息化和国防现代化，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国家需求和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服务，以提升职业能力为导向，以实践能力和创业能力培养为重点，以产学结合

为途径，培养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掌握项目管理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具备较

强的计划、组织、指挥和决策工作能力，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和一定国际视野，能够引领项目管理领域

为未来发展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3.2. 优化课程体系 

在“双碳”战略的背景下，我国新时代能源动力行业的绿色发展需要大量的工程管理类人才，对其

专业知识和管理能力要求较高。我们立足于哈尔滨工业大学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学科优势和能源动力

行业企业的特点，将专业前沿与项目管理知识有机结合，以行业对人才的知识需求和能力需求为导向，

构建强交叉融合的课程体系，培养兼具专业背景与管理才能的复合型人才。 
结合学校 MEM 学制要求，能源动力类专业学位研究生为非全日制学习方式，基本在周末时间进行

课程教学。MEM 专业学位研究生学制一般为 2~3 年；原则上用 0.75~1 学年时间完成理论课程教学，用

1~1.5 学年完成实习实践教学和硕士学位论文工作。 
由校企多方共同参与课程体系的开发，课程设置以工程管理学科为基础，与能源动力相关学科相结

合，充分反映能源动力领域的工程管理实践对专门人才的知识与素质要求。课程内容应具有宽广性、前

沿性、综合性和系统性，注重分析能力和创造性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MEM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

总学分要求为不少于 35.5 学分，其中学位课 19.5 学分，选修课不少于 9 学分，必修环节 7 学分，构建了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4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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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交叉的课程体系，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Curriculum system 
图 2. 课程体系 

3.3. 强化专业实践，提高综合水平 

面向“双碳”战略目标和未来能源动力行业发展需求，对卓越工程管理人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亟

需创新意识强、动手能力强的应用型工程管理人才。为此，设计构建了两种专业实践模块，满足 MEM
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需求。 

模块一，学院通过建设校内实践基地或校企联合实践基地，提供具有行业领域特色的实践平台。哈

工大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与哈电集团、中广核集团、中国华能、中国商飞、中核集团等能源动力领域龙

头企业共建实践基地，建立企业导师库[12]。MEM 研究生在实践基地接受至少 3 个月的实践训练，由企

业或校内实践基地签发实践证明，并完成实践报告和答辩。模块二，学生自主到相关企业实践实习，或

者参加校内实践课题研究或者导师横向科研项目，完成相应的实习报告或者取得论文、专利等成果，最

后提交研究成果总结报告并答辩。 
结合企业对工程管理人才的能力要求，通过专业实践培养学生工程管理技能，提升 MEM 研究生专

业实践能力，培养高层次的工程管理应用人才。 

3.4. 加强学位论文质量管理 

加强 MEM 学位论文质量管理对 MEM 培养质量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哈尔滨工业大学能源科学与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4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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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学院 MEM 学位论文选题要求如下：一般应结合能源动力学科研究方向和价值较大的科研项目，鼓

励面向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选择课题。学位论文选题应密切结合项目管理实际，体现学生运用项

目管理及相关工程学科的理论、知识和方法分析、解决项目管理实际问题的能力。学位论文可以是项目

管理项目设计、专题研究或案例研究报告。 
为保证学位论文质量，加强 MEM 论文的过程管理。学位论文工作包括以下必要环节：1) 开题报告；

2) 中期检查；3) 论文答辩。硕士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硕士学位论文工作。优选学校具有一定

工程经验的硕导作为理论导师和相关企业具有丰富工程实践经验的人员作为工程导师，形成“双导师制”。

加强校内导师和企业导师在过程培养中的指导，对指导老师进行定期考核，加强培养质量。MEM 研究生

完成培养方案中的规定环节，达到培养方案规定的要求，且成绩合格，方可申请论文答辩。学位论文评

阅人和答辩委员会成员中均须有相关工程领域管理实践专家。 

4. 结语 

通过对能源动力领域在“双碳”背景下的 MEM 研究生人才培养模式的进行探讨，分析了行业企业

对工程管理人才能力的需求。系统研究了 MEM 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在课程体系、专业实践、学位论文管

理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以哈尔滨工业大学能源科学与工程学院为例，提出了一种订单式工程管理硕士培

养模式，包含优化课程体系、强化专业实践、加强论文质量管理，旨在为能源动力行业 MEM 培养提供

参考。该培养体系仍需不断完善，紧跟行业发展对人才的能力需求，为能源动力行业助力“双碳”目标

实现提供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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