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程科技人才培养研究专项说明 

一、项目类别及资助额度 

  本专项公开招标，申报须依据课题指南。每项资助经费不超过 15 万元。研

究周期原则为 2年，个别项目如有特殊原因经批准可延长，但延期最长不超过 1

年。最终成果应为咨询报告、专著或论文，其中咨询报告为必选项, 要求为国家

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二、课题指南 

1.面向“中国制造 2025”的工程科技人才培养体系研究 

“中国制造 2025”是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请针

对服务国家“中国制造 2025”规划要求的工程科技人才特征，满足规划要求的

工程科技人才培养标准、课程体系和评价指标，学校教育、工程实践、创新网络

整合机制，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的工程科技领军人才培养体系等开

展研究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2.“互联网＋”、“网络强国战略”背景下的工程科技人才培养研究 

在信息化、“互联网＋”、“网络强国战略”时代背景下，从工程科技人才培

养角度研究，如培养目标的研究，教学内容的研究，培养过程的研究，培养制度

的研究等，对如何培养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度融合的高素质信息、网络及交叉

学科人才，以适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和“网络强国战略”需要，提出相关

政策建议。 

3.工程人才创造力开发研究 

工程人才创造力是工程科技人才在一定的资源条件约束下，在工程科技领域

提出新颖独特兼具实用性的解决方案或设计出实用性新产品的能力。在落实创新

驱动战略，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推动形成经济结构优化，加快推进发展方式转

变成为高等教育所面临的历史任务的背景下，培养和开发工程人才的创造力具有

重要意义。此选题旨在鼓励开展有关工程人才创造力的概念框架、影响因素、提



升路径、支撑体系等方面的理论研究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4.面向工程全生命周期的工程管理人才培养体系研究 

管理人才在工程项目实施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请针对信息化、国际化背

景下工程管理人才需求与发展趋势，国内外工程管理人才培养体系比较，工程管

理人才知识、能力、素质结构研究与设计，工程管理人才培养体系的研究与设计，

工程管理人才传统培养体系变革的路径研究与设计等方面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关

政策建议。 

5.医药卫生人才培养的宏观管理体制与协调机制研究 

从顶层设计的角度，分析医药卫生人才培养工作中，中央与地方、相关政府

部门、政府与社会团体之间的关系与作用等，并就卫生人才培养体系的宏观管理

体制与协调机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6.工程科技人才继续教育市场机制研究 

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尚未充分发挥是当前工程科技人才继续教育面临的突

出问题之一。请针对我国继续工程教育的现状和发展趋势，重点就以需求为导向，

如何发挥企业主体作用、各类培训机构提供优质培训服务、市场机制实现方式、

政府部门角色定位等内容开展研究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三、限项等要求 

本专项限全国普通高等本科院校申报，每校限报 2项。申请者应为上述高校

具有副高级以上（含副高）专业技术职务的在编在岗教师，鼓励各高校联合企业

及科研机构共同开展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