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三、主要内容 

3.1 成果目标与思路 

针对土木工程学科研究生培养理念陈旧、模式单一与体系固化等

问题，重庆大学和重庆交通大学不断探索人工智能赋能创新拔尖人才

培养新途径，提出了“培养过程改革创新，信息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

生培养新理念，形成了“师资-平台-项目三位齐进”培养新模式，构建

了土木建造类研究生“动态目标-能力提升-精细培养-评价反馈”培养

新体系。 

成果聚焦于经济主战场、国家重大需求和世界科技前沿，以培养

拔尖创新型研究生为目标，以信息学科融合为抓手，以汇聚国内外高

水平教育资源为保障，实现研究生培养从传统土木到智慧建造的复合

式发展，开辟了智慧土木建造类研究生人才培养教育改革新方向。 
 

 
图 1 总体方案与思路 



-6- 
 

3.2 解决教育教学问题的具体方法与路径 

坚持系统谋划、顶层设计，以创新培养理念为引领、改革培养模

式为途径、完善培养体系为手段，通过构建多学科交叉知识体系、搭

建高质量科产教协同平台、打造高水平国际化导师队伍，聚焦于经济

主战场、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世界科技前沿，培养土木建造类创新型

拔尖人才。 

（1）深度交叉信息学科，深耕学科融合互补，“智慧赋能”创

新培养理念 

制定充分融入信息学科的土木建造类研究生培养方案，优化导师

学缘结构、引育并举打造多学科交叉的一流导师团队。设立“智能交

通运输”学位授权点，创建“智能建造科创班”。更新传统土建类研究生

课程体系，设置《人工智能》、《智慧水务》等前沿交叉领域通识基

础课程，革新多层次结构专业学位课程，开设硕博贯通培养课程等。

实现了课程“专通互补”、硕博共享，突破了智慧赋能传统土木建造类

研究生培养增长点。 

（2）充分融合科研优势平台，聚焦重大项目导向，形成“科产教”

一体化研究生培养模式。 

依托土木工程学科强劲的发展态势，优化导师学缘结构，构建了

院士与大师领衔、国家级人才为骨干、行业高水平兼职导师为辅的一

流导师团队。设立中国工程科技发展战略重庆研究院、智慧城市研究

院等交叉基地，获批库区环境地质灾害防治国家地方联合工程研究中

心等国家级科研平台，新建与中国建筑集团、中国建设科技集团等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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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企业合作的联合培养基地 30 余个，为研究生综合能力培养搭建优

质平台。依托“水专项”、“科技冬奥”等国家科技重大专项、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项目、工程院咨询项目等大型国家级科研项目，以及京沪高

铁、港珠澳大桥等重大工程建设项目。持续推进科产教深度融合，为

研究生培养提供优质项目资源。 

（3）广泛开展国际科教合作，搭建联合培养平台，“国际通达”

夯实培养体系 

国际国内发挥学科优势的影响力，通过全职引进院士杨永斌、田

村幸雄及海外高层次人才计划 Andrew 教授等世界级大师，选派新任

研究生导师到海外进行访学交流，打造了一支具有国际科技前沿视野

的一流导师队伍。建设、获批科技部低碳绿色建筑国际联合研究中心、

人工智能交叉领域 111 引智基地等 8 个国家级国际合作基地。通过全

球学术课程、国际竞赛、出国深造、海外知名教授讲座、全英文专业

课程、双语课程以及国际夏令营等多元化形式，同全球知名高校共建

联合培养项目，开阔研究生国际视野，增强研究生把握科技前沿研究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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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解决教育教学问题的途径 

3.3 特色与创新 

（1）培养理念创新：“培养过程改革创新，信息学科交叉融合”，

前瞻动态制定高水准培养目标 

通过信息学科交叉、人工智能赋能，前瞻动态制定高水准研究生

创新培养目标： 

聚焦经济建设主战场—充分吸收信息学科高速发展的红利，将人

工智能赋能传统土木工程学科，显著提升研究生解决复杂土木建设工

程问题的综合效能。 

聚焦国家重大需求—通过承担“水专项”、“科技冬奥”等国家科技

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港珠澳大桥等高级别国家重大科研和

工程项目，开展人才培养，提升研究生工程创新能力。 

聚焦世界科技前沿—丰富全球学术创新课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大项目等培养资源，依托大师级导师领衔，持续开展“建筑与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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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续发展国际会议”（已连续 10 届）等国际交流品牌活动，提升研

究生科技前沿创新能力。 

（2）培养模式创新：“师资-平台-项目三位齐进”，显著增强智慧

土木建造类人才培养能力 

师资引育：着力高水平导师队伍建设，通过引育并举，中国工程

院士从 0 新增到 3 名、国家高层次人才（含青年）从 4 名增加到 56

名、海外兼职专家增至 72 名、正高级联合导师从 68 名增加到 300 余

名。 

平台建设：新增国家级科研平台 3 个、新增“智慧城市研究院”等

基地 3 个，山地城镇建设与新技术教育部重点实验室评估为优秀，与

中国建设集团等头部企业建立研究生培养基地 30 余个。 

项目提升：增设信息类及信息土木类交叉课程、海外和行业大师

授课课程、交叉和创新型教材等教学项目，获批国家科技重大专项、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等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承担港珠澳大桥、京

沪高铁等国家重大工程项目。 

（3）培养体系创新：“动态目标-能力提升-精细培养-评价反馈”，

持续提升研究生人才培养质量 

紧跟时代需求并响应评价反馈，动态优化拔尖创新型研究人才培

养目标的指标，不断提升“师资-平台-项目”三位齐进的研究生培养能

力，持续加强“教学-研究-实践”研究生全过程精细化培养的质量管控，

持续跟踪分析“学位论文-用人单位-行业需求-学科评估意见”的全方

位评价反馈并指导修订培养目标的指标，形成闭环优化培养体系，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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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人才培养质量逐年螺旋形持续上升。 

 

 
图 3 特色与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