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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培养体系  

4.1  国家教委培养工程硕士通知及首批学生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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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7年重庆大学机械学院招收工程硕士名单（部分） 

学号 姓名 性别 学院 专业 年级 单位 状态 

102618 罗华 男 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 1997 长安公司 毕业 

102246 朱华荣 男 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 1997 长安公司 毕业 

102247 刘波 男 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 1997 长安公司 毕业 

102619 张青 男 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 1997 长安公司 毕业 

102213 徐大鹏 男 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 1997 嘉陵 毕业 

102163 吴航 男 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 1997 嘉陵 毕业 

102164 涂志宏 男 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 1997 嘉陵 毕业 

102165 李官祥 男 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 1997 嘉陵 毕业 

102697 曾祥贵 男 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院 车辆工程 1997 
重庆沙坪坝

检测中心 
毕业 

102621 张卫东 男 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院 工业工程 1997 长安公司 毕业 

102251 邹文超 男 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院 工业工程 1997 长安公司 毕业 

102622 王先富 男 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院 工业工程 1997 长安公司 毕业 

102252 张建平 男 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院 工业工程 1997 长安公司 毕业 

102253 周雷春 男 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院 工业工程 1997 长安公司 毕业 

102623 陈良江 男 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院 工业工程 1997 长安公司 毕业 

102254 袁林 男 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院 工业工程 1997 长安公司 毕业 

102255 任强 男 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院 工业工程 1997 长安公司 毕业 

102624 应展望 男 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院 工业工程 1997 长安公司 毕业 

102256 罗焘 女 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院 工业工程 1997 长安公司 毕业 

102625 江东 男 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院 工业工程 1997 长安公司 毕业 

102257 施朝春 男 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院 工业工程 1997 长安公司 毕业 

102258 黄忠强 男 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院 工业工程 1997 长安公司 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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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汽车领域专业硕士招生简章 
http://qczx.cqu.edu.cn/info/1054/1563.htm 

 
 

一、引言 

“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划”（简称“2011计划”），是教育部继

“211”、“985”工程后，于 2012 年推出的又一个国家级创新计划。该计划

以国家重大需求为牵引，以机制体制改革为核心，以协同创新中心建设为载

体，以创新资源和要素的有效汇聚为保障，转变高校创新方式，提升高校人

才、学科、科研三位一体的创新能力。 

为落实“2011计划”精神，重庆大学牵头，联合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青山工业、超力高科、西南铝业等企业，与美国

密西根大学、福特汽车国际合作，2012年 6月组建了“重庆自主品牌汽车协

同创新中心”（简称“中心”），2014年 8月“中心”已通过教育部专家综

合咨询公示。 

为推进汽车领域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按企业需求培养汽车行业急需的复合

型领军人才，“中心”设立了汽车领域专业硕士班，已从校内机械、材料、电

气、动力等跨专业招收了 2013和 2014 两届推免专业硕士生，进行跨专业培

养。 

 

二、培养目标 

充分发挥协同创新的优势，培养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

掌握解决工程问题的先进技术方法和手段、了解汽车研发、生产流程及市场需

求，具有较强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研发能力和生产管理能力，具有国际视

野、引领未来汽车行业发展的复合型领军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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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制惯通 

 

汽车领域专业硕士培养“本/硕”学制惯通，本科前 3年按原专业教学计

划培养；跨专业选拨推免研究生，大四 1年，增加汽车领域的相关培养环节，

提前加强学生对汽车知识的了解。研究生阶段实行 3年学制,开展跨专业的知

识学习、企业实习、汽车相关课题研究与论文写作，达到专业硕士培养要求，

毕业授予原专业或车辆专业硕士学位。“非车辆”学生申请“车辆工程”学

位，需满足“车辆工程”学位的授位要求。学生在第三年可申请提前答辩和毕

业。 

 

四、课程特色 

生源学科交叉：从机械、材料、电气、动力、力学、通信、自动化、光

电、计算机、软件等多个与汽车相关的专业选拔推免研究生。 

本科课程交叉：“非车辆”专业学生加学“汽车理论”等 4门“车辆”专

业课，“车辆”专业学生加学“结构力学与弹性力学基础”等 4门相关专业基

础课。 

研究生课程交叉：专业学位课按“机械/车辆/动力”、“材料/冶金”、

“电气/通信/控制”三大模块设计，学生除了需要主修一个模块外，还要求跨

模块选修一定学分的课程，还增设了管理、营销类课程作为选修课。 

论文选题交叉：要求把原专业的知识应用于汽车领域研究课题中。 

 

五、科学研究 

科研实力:“中心”拥有国家一级重点学科 2个、国家二级重点学科 14

个。插电式混合动力、自动变速器、电驱动系统、振动噪声、安全可靠、轻量

化材料等技术研究与工程应用，达到国际先进、国内领先水平。近年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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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获省部级以上奖励 28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技术发明二等奖 4

项，省部级一等奖 10项。“汽车 NVH 控制技术的研发及产业化应用”荣获

2013年中国汽车工业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校企合作研发“福特汽车油冷

器”，获得 2013 年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成果奖。 

研究基地:“中心”拥有国家级研究基地 9个、教育部研究基地 7个，如

《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汽车噪声振动和安全技术国家重点实验

室》、《汽车轻量化国家重点实验室（筹）》、《国家镁合金材料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国家机动车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汽车零部件先进制造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等。 

研究方向: 

 高效动力传动与控制  

 安全可靠性设计与检测 

 振动噪声与控制 

 轻量化结构与高性能材料 

 热管理系统  

 汽车电子与智能化 

 先进制造技术 

 产业规划与服务 

 

六、实践能力 

实践动手能力：紧贴行业需求，联合汽车企业共同开设 10门以上专业实

验课程。要求学生必选 4门，并掌握汽车行业的主流专业工具。 

协同创新能力：来自多个专业的学生组成“汽车班”，单独成立班委，组

织第二课堂活动，进行学术交流，开展跨学科团队合作研究，培养学生管理能

力和协同创新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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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表达能力：将单纯听学术报告，改为要求独立作 4个以上的学术报

告（研究报告、专业实习报告、课程学习总结报告等），并单独计入学分。 

解决工程问题能力：在校/企双导师指导下完成 3-10 个月的企业实习，

2013级学生已在长安汽车、中国汽研、长安福特、广汽研究院、上依红、东

风小康、超力高科、西南铝业、博耐特、联合电子等企业带薪实习。企业给每

个学生提供一个实习岗位和实际课题,如汽车研发、试验、生产、销售、服务

等，培养学生解决工程实际问题能力。 

 

七、国际视野 

专题讲座课：开设《汽车可靠性》、《汽车安全》、《汽车电子》等 10-

12个系列专题讲座课（8学时/门），全部邀请海外汽车领域一线专家授课，

将全球汽车行业前沿技术引入课堂，已开讲 9个专题讲座课，拓展了学生国际

视野，深受学生欢迎。 

专题学术报告：以工程科学前沿讲坛为平台，每年组织 20-30场与汽车

相关的学术报告，并邀请汽车行业专家参会，与主讲人一起与学生们互动交

流，开拓学生眼界、提升学生的国际化交流能力。2013—2014年已引进国内

外汽车领域顶级专家作了 25场学术报告，场场爆满。 

特色专业课程：直接从密西根大学等海外汽车名校引进 3-5门特色专业

课程（30-40 学时/门），让学生分享国外高校先进的教学方式和内容。已引

进美国密西根大学张毅教授，开设了《车辆动力传动理论与应用》研究生课

程，给 2013级、2014级汽车班学生讲授。 

 

八、开放创新 

创新基金:“中心”出台“大学生汽车创新基金”管理办法，每年 100万元，支

持大学生汽车创新实践活动。 

 

创新活动：2012年/2013年/2014 年资助学生参加《全国大学生方程式赛

车比赛》；2013 年、2014年参加《第一届、第二届中英新能源汽车概念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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赛》；2013年、2014年参加《长安汽车杯—明日之星汽车工业设计大奖

赛》；2014年 5月开讲《汽车协同创新研究生讲坛》；2014年 5月参加《中

国汽车设计大赛》； 

国际交流：2014年 9月 3日全额资助 20位汽车班学生去美国底特律参加

福特汽车夏令营，参观福特汽车总部研发中心、制造工厂、听五个专家讲座，

同时选派两位汽车班优秀学生，资助他们去美国密西根大学交流学习一年。 

 

九、保障措施 

成立跨学科学位分委会：由多学科的导师和企业 

学位分委会无法履行“汽车班”培养方案制定、质量监控、导师遴选等职

能的问题。 

实行“双导师”制培养模式：制定激励措施吸引汽车相关学科高水平教授

和企业专家加入汽车专业硕士导师队伍。“中心”已汇聚校内相关专业导师

127位，校外企业导师 50位，其中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5 人、“973”首席 1

人、“863”专家 3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2人。 

学校每年单列跨专业招生指标：从重庆大学工程学部和信息学部所辖各

学院选拔推免研究生；确保汽车领域专业学位研究生班的优质生源。 

2013级已招收 55人 
2014级已招收 60

人 
2015级计划招收 60人 

来源学院 
人

数 
选择授位领域 

人

数 
来源学院 

人

数 
来源学院 人数 

机械学院 23 车辆工程 44 机械学院 25 机械学院 15 

材料学院 15 冶金工程 1 材料学院 17 汽车学院 6 

电气学院 5 电气工程 5 电气学院 4 材料学院 12 

动力学院 2 动力工程 2 动力学院 3 电气学院 6 

资环学院 6 控制工程 3 资环学院 6 动力学院 3 

自动化学院 3   自动化学院 4 航空航天学院 3 

通信学院 1   通信学院 1 自动化学院 3 

      通信学院 3 

      光电学院 3 

      计算机学院 3 

      软件学院 3 

政策支持：学校将“中心”设为“改革特区”，提供相对独立的空间和

条件，在人、财、物和制度建设方面赋予高度自主权；重庆市政府出台《关于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申报                                 教学成果应用及效果证明材料 

 37 

大力支持重庆自主品牌汽车协同创新中心建设与发展的意见》。“中心”通过

教育部认定后将获得 1.2亿元（4年）资金支持，重庆市政府 1：1配套支

持。汽车班学生在研究生阶段全部获得 A等奖学金，在其它其奖学金（如国家

奖学金、新生奖学金等）评定方面全部计划单列，享受学校政策倾斜支持。 

 

十、改革成效 

学生优势：汽车班学生具有汽车行业急需的跨专业知识、工程能力和国

际视野，协同沟通能力更强，更能适应企业岗位需求，就业机会更多，更快成

为企业复合型领军人才，多数学生在实习阶段就被企业提前录用。 

学生反映：通过汽车班学生问卷调查显示，85%的学生表示对培养目标认

识清晰，认为专业知识、实践能力和国际视野同步得到培养和提升；海外引进

课程教学效果很好，甚至没有进入“汽车班”的研究生也被吸引进课堂；对汽

车产业发展充满信心，对今后就业创业更有信心。 

社会反映：2012年 12月 25日，“中心”实施的汽车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得到教育部高度评价。中国教育报以《重庆大学紧贴行业需求培养专业硕

士》为题做了报道；2013年 1月 31 日，教育部第 11期简报以《重庆大学积

极探索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新模式》为题进行了宣传。 

  

 

联系人：舒老师、陈老师，联系电话：65106237，中心邮箱 qczx@cq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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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培养方案 

4.3.1  车辆工程 工程硕士培养方案 
 

重 庆 大 学 

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全日制（或非全日制） 

 

 

 

 

 

 

    专业（领域）名称：   车辆工程            

    专业（领域）代码：    200335             

        

 培养单位名称：  机械工程学院         

         

 

 

重庆大学研究生院制表  
 

                      2011 年 5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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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领域）介绍 

车辆工程领域是研究车辆、车用 动力装置及零部件的设计、制造、试验、

营销、运用、管理及相关的工程技术领域。车辆工程领域涉及机械、交通、动力、

电子、材料、化工和管理等领域，具有多学科交叉融合、宽口径、覆盖面广、技

术更新快的特点，对多学科知识的复合型人才需求大。车辆工程领域的技术特征

是以综合运用先进集成设计技术、生产制造技术、试验检测技术、机电液一体化

技术等，来解决车辆理论研究、设计开发、生产制造、质量控制、检测、环保、

管理、维修与营销等方面的问题。车辆工程领域依托的行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

业，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车辆工程相关行业具有资金密集、技

术密集、人才密集的特点，其上下游产业链长 拉动作用大、新技术集成度高、

产品更新快等特点。 

 

二、培养目标 

以培养基础扎实、素质全面、工程实践能力强，并具有一定创新能力的应用

型、复合型高层次工程技术和管理人才为基本目标。 

培养学生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

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具有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掌握车

辆工程领域的基础理论、先进技术方法和手段，了解本领域的技术现状和发展趋

势，在本领域的某一方面具有独立从事工程设计与分析、匹配与集成、研究与开

发、检测与试验、管理与决策能力，以及独立分析与解决本领域工程实际问题的

能力；能够胜任车辆工程领域高层次工程技术或工程管理工作；掌握一门外语，

能够熟练地阅读本领域国外科技资料和文献。 

 

三、主要研究方向 

车辆工程领域包含的主要研究方向如下： 

1.车辆系统动力学与控制 

2.车辆现代设计理论与方法 

3.车辆电子控制技术 

4.车辆动力传动及其控制 

5.车辆 NVH 分析与控制 

6.人车工程学 

7.车辆清洁能源技术 

8.内燃机燃烧与控制 

9.车辆产品策划、技术经济分析及质量控制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申报                                 教学成果应用及效果证明材料 

 40 

10.汽车营销与技术服务工程 

 

四、学制及学分要求 

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学制为 2 年，学习年限为 2-3 年。非全日制硕士

专业学位学习年限为 3-5 年。在学制时间内，课程学习环节一般为一年，专业实

践环节和论文工作时间不少于一年。该类研究生在校最长学习时间为 3.5 年。 

车辆工程领域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分为课程学习、专业实践和学位论文三

个环节，均采用学分制。总学分要求至少 52 学分。其中课程学习环节不少于 28

学分，专业实践环节不少于 12 学分，学位论文不少于 12 学分。 

 

五、课程设置 

车辆工程（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课程设置 

课程类

别 

课程编

号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 

学

时 

学

分 

考

核

形

式 

开

课 

学

期 

是

否

新

增 

修

课

要

求 

 

 

 

 

 

 

学

位

课 

 

 
政治/ Politics（名称以教指委要

求同） 
36 2 

笔

试 
1 否 

 

必

修 

 
 第一外语（英语）/ English 60 3 

笔

试 
1 否 

ESG980

04 
数值分析（非全日制） 40 2.5 

笔

试 
1 否  

必

修

1

门 

 

 

ZG0600

1 
数值分析（全日制） 40 2.5 

笔

试 
 否 

ESG980

00 
应用数理统计（非全日制） 40 2.5 

笔

试 
 否 

ZG0600

0 
应用数理统计（全日制） 40 2.5 

笔

试 
 否 

专 

业 

学 

位 

课 

 

 专业外语/ Professional English 16 1 
笔

试 
 否 

必

修 

 汽车控制理论与应用 32 2 
笔

试 

1

、
2 

 

必

选 

5

门 

 汽车动力学 32 2 
笔

试 

1

、
2 

 

 电动汽车理论与设计 32 2 
笔

试 

1

、
2 

 

 汽车电子技术 32 2 
笔

试 

1

、
2 

 

 车辆动力传动理论与应用 32 2 
笔

试 

1

、
2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申报                                 教学成果应用及效果证明材料 

 41 

 机械系统动力学 32 2 
笔

试 

1

、
2 

 

 有限元分析技术 32 2 
笔

试 

1

、
2 

 

G2401 科技文献检索及利用/ 16 1  2  
必

修 

  人际交流与沟通技巧 16 1  
1

、
2 

新 

 

 

 

专

业

方

向

及

特

色

课 

 

 

 

 

 

 汽车优化设计 32 2 
笔

试 

1

、
2 

 

 

 

 

 

选

修 

 

 

 

 

 

 

 汽车噪声控制理论与分析 32 2 
笔

试 

1

、
2 

 

 热力学与流体力学数值方法 32 2 
笔

试 

1

、
2 

 

 车辆人机工程学 32 2 
笔

试 

1

、
2 

 

 内燃机动力学 32 2 
笔

试 

1

、
2 

 

 高等内燃机原理 32 2 
笔

试 

1

、
2 

 

 车辆可靠性设计 32 2 
笔

试 

1

、
2 

 

 结构模态分析理论与应用 32 2 
笔

试 

1

、
2 

 

 车辆测试技术与分析 32 2 
笔

试 

1

、
2 

 

跨

专

业

课

程 

 设备状态监测与故障诊断 16 1 
笔

试 

1

或
2 

  

必

修

1

门 

 

 齿轮啮合原理 16 1 
笔

试 

1

或
2 

新 

 市场预测与决策 16 1 
笔

试 

1

或
2 

新 

专 

题 

讲

座

、

案 

例 

 现代车用发动机技术概论 8 0.5 

提

交

报

告 

1

或
2 

新 

 

 

 

必

修

2

门 

 现代汽车电子新技术概论 8 0.5 

提

交

报

1

或
2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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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析 

告  

 

 

 新能源装备与系统 8 0.5 

提

交

报

告 

1

或
2 

新 

 汽车技术发展现状与趋势 8 0.5 

提

交

报

告 

1

或
2 

新 

专

业

实

验 

 车辆底盘测功实验 8 0.5 

提

交

报

告 

1

或
2 

新 

必

选 

 内燃机实验 8 0.5 

提

交

报

告 

1

或
2 

新 

 

 

其

它

环

节 

 

 

 

专

业

实

践 

 

 专业实践/ Professional Practices 320 12    

必

选 

 

 学术报告/ Academic report 
5

个 
1    

 开题报告/ Thesis Proposal  1    

注：1、英语、政治、数学课程学分按教指委指导意见要求设置； 

2、各专业学位可根据需要增设非学位课程模块类型； 

3、必修课原则上考核方式应为笔试，选修课可为笔试或考查等； 

4、补修课不计学分。 

 

六、学位论文 

1．论文选题 

论文选题应直接来源于生产实际或有明确的工程背景与应用价值，并有一定

的技术难度和工作量。具体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选取： 

（1）整车或零部件的产品开发、设计与制造、计算机辅助设计分析、试验

研究、集成匹配； 

（2）工程技术项目、工程管理项目的规划、工程设计或实施； 

（3）技术攻关、技术改造、技术推广与应用； 

（4）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新设备的研制； 

（5）引进、消化、吸收和应用国外先进技术项目； 

（6）运用、管理和营销技术； 

（7）其他相关应用基础性研究、应用研究和预先研究。 

2．论文形式及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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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论文应用中文撰写。字数一般为 2~5万。 

论文工作应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论文工作应有一定的技术难度.论文工作

量饱满，一般应至少有一学年的论文工作时间。 

（2）论文写作要求概念清晰、结构合理、层次分明、文理通顺、版式规范。 

（3）论文的形式可以是工程设计类论文、技术研究或技术改造类论文、或

技术管理类论文。 

 工程设计类论文可以是新产品设计与开发技术的成果，应具有设计方案的

比较和评估、设计计算书、技术经济性分析、效果分析评价等主要内容；工

程设计类论文也可以是车辆检测和试验技术的成果，应具有试验方案、完

整的试验数据、数据处理分析方法、试验结果分析等内容。 

 技术研究或技术改造类论文包括应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预先研究、实验

研究、系统研究等，应具有一定的理论分析内容及结合试验、实践结果进行

对比分析的内容，分析过程正确，实验方法科学，实验结果可信，论文成果

具有先进性和实用性。 

 技术管理类论文，应有明确的工程应用背景，研究成果应有一定经济或社

会效益，统计或收集的数据可靠、充分，理论建模和分析方法科学正确。 

（4）论文撰写格式应符合《重庆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格式规范标准》。 

3．评审与答辩 

工程硕士生必须完成本培养方案中规定的所有环节、修满学分、成绩合

格，方可申请参加学位论文答辩。 

答辩前，工程硕士学位论文应通过 2位专家的评阅。工程硕士学位论文答

辩委员会应有 3～5位专家组成。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成员中均应有来自工矿企

业或工程部门或汽车营销企业的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专家。工程硕士生的正、

副导师均不能作为自己学生的论文评阅人，不能同时作为自己学生的答辩委员

会成员。 

工程硕士学位论文的评审应着重审核作者综合运用科学理论、研究方法和

技术手段、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审核学位论文工作的技术难度和工作

量；注重考核其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新思想、新方法和新进展；审核其新工

艺、新技术和新设计的先进性和实用性；审核其创造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七、学位授予 

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习期满，修满规定的学分、成绩合格，并完

成实践、学位论文等规定的培养环节，通过论文答辩，发给重庆大学硕士研究

生毕业证书；各类经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可授予相应硕士专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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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证书。 

在职攻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修满规定的学分，通过论文答辩，经学校

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可授予相应硕士专业学位证书。 

 

                                              二 O一一年五月十日 

 

4.3.2 工业工程 工程硕士培养方案 

重庆大学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机械学院工业工程领域（085236） 

一、专业（领域）简介 

工业工程（Industrial Engineering, IE）是工程技术与管理科学相结合的

综合性交叉学科，涉及系统科学、经济管理、计算机科学、运筹学、人因工程

等知识，重视研究对象的“统筹规划、整体优化和综合管理”，强调“系统观

念”和“工程意识”，以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和生产率为导向，采用工程技术

手段和方法，对人员、物料、设备、能源和信息所组成的集成系统进行规划、

设计、评价、改善和创新等。 

重庆大学是中国大陆第一批获得教育部认可开办工业工程专业的三所高校之

一，目前已具有管理科学与工程、工业工程专业的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权，是

中国机械工程学会工业工程分会副理事长单位。该专业为重庆市特色专业，学

科实力雄厚，现有教授 17人（含博士生导师 15人）、副教授 12人，拥有国家

级突出贡献专家、人事部百千万人才、教育部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

得者、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等。 

工业工程专业为社会培养出大批的优秀技术管理人才、高级战略人才和全能

型工业工程师。毕业生逐年受到各企业高度重视，供不应求；就业时选择面

广、就业率高，能在生产企业、服务企业、政府机构和科研院所等各类单位从

事生产制造、经营、服务相关的规划、设计、评价和管理等工作。 

 

二、培养目标 

工业工程领域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培养基础扎实、专业知识宽厚、素质全

面、工程实践能力强，能够承担相应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具有国际视野及良

好职业素养，具备领军人才发展潜质及创新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1.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职业道

德和敬业精神，具有科学严谨，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品行端正、

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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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工业工程专业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先进技术方法和手段，了解本领

域的技术现状、发展趋势和系统专门知识，具有较宽的知识面；熟练掌握一门

外语。 

3.能熟练运用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实验方法，解决本领域的技术与发展问题；

具有创新意识和独立承担工程技术或工程管理工作的能力；有严谨的科研作

风，良好的合作精神和组织协调能力。 

 

三、学制及学习年限 

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学制为 3年，学习年限为 2.5-3年。专业实践环

节和论文工作时间不少于 1年。 

工业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分为课程学习、专业实践和学位论文三个环

节。采用学分制，总学分要求至少 40学分，其中课程学习环节不少于 32学

分，专业实践环节不少于 8学分。 

 

四、课程设置 

 

(一)课程设置原 

工业工程工程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课程总学

分不少于 32学分：其中公共基础课不少于 8 学分；专业基础课不少于 8 学

分；专业特色课不少于 8学分；专业实验与行业发展及前沿讲座课程不少于 4 

学分；素养课程不少于 4 学分。 

专业实践环节 8学分：其中专业实践 6学分；开题报告 1学分；听取学术与

专业报告至少 5次，计 1学分。 

 

(二)具体课程设置 

课程模块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中文/英文） 

学

时 

学

分 

考

核

方

式 

修

课

要

求 

开

课

学

期 

备

注 

公共基础

课程 

（8．5） 

G0101B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与实践研究/Research on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36 2 
笔

试 

必

修 
1  

G0101A 
自然辩证法/Dialectics of 

Nature 
18 1 

笔

试 

必

修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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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0401A 
基础外语（英语）/ 

English 
60 3 

笔

试 

必

修 

1

或

2 

 

G0602 
数理统计/Mathematical 

statistics 
40 2.5 

笔

试 
 

1

或

2 

至

少

必

修

一

门 

G0609 
数值分析/ Numerical 

Analysis 
40 2.5 

笔

试 
  

G0601 
矩阵理论及其应用

/Matrix Theory 
40 2.5 

笔

试 
 1 

G0603 
数学物理方程/Equations 

of Mathematical Physics 
40 2.5 

笔

试 
 1 

G0604 
随机过程/Stochastic 

Process 
32 2 

笔

试 
 1 

G0605 
最优化方法/Optimization 

Method 
40 2.5 

笔

试 
  

G0606 图论/Graph Theory 40 2.5 
笔

试 
  

G0611 
模糊数学/Fuzzy 

Mathematics 
32 2 

笔

试 
 1 

专业基础 

课程 

(8) 

ZS07092 
专业外语/ Professional 

English Practices 
16 1 

笔

试 
 2 

 

ZS07050 
系统工程/ 

Systems  Engineering 
32 2 

笔

试 
 1 

 
现代工业工程/ Modern 

Industrial Engineering 
32 2 

笔

试 
 1 

ZS07024 

决策理论与方法/ 

Decision Theory and 

Methods 

32 2 
笔

试 
 1 

 
工厂物理学/ Factory 

Physics 
32 2 

笔

试 
 1 

S07080201002 
中级微观经济学/ 

Microeconomics 
32 2 

笔

试 
 1 

ZS07102 
现代物流工程/ Modern 

Logistics Engineering 
32 2 

笔

试 
 1 

ES07435 

现代质量管理

/Contemporary Quality 

Management 

32 2 
笔

试 
 1 

S07080201021 
供应链管理/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32 2 

笔

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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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特色

课程 

(8) 

ZS07026 
项目管理/ 

Project  Management 
32 2 

笔

试 
 2 

 

ZS07029 
企业资源计划/ Enterprise 

resources planning 
32 2 

笔

试 
 2 

ZS07034 
企业诊断与咨询/ 

Management Consulting 
32 2 

笔

试 
 1 

 

精益管理及服务/ Lean 

Manufacturing and 

Services 

32 2 
笔

试 
 1 

 
技术创新学/ Technical 

Innovation 
32 2 

笔

试 
 2 

ZS07028 电子商务/E-commerce 32 2 
笔

试 
 1 

 

复杂网络分析与应用

/Complex Networks: 

Analysis and Application 

32 2 
笔

试 
 2 

ZS07031 
人力资源管理/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32 2 

笔

试 
 1 

专业实

验、行业

发展及前

沿讲座课

程 

（4） 

ZS07083 
工业工程进展与展望/ 

Beyond Excellence- IE 
8 0.5 

提

交

报

告 

 1/2 

 

ZS07080 

绿色制造现状及发展趋

势 Status and Trends of 

Green Manufacturing 

8 0.5 

提

交

报

告 

 1/2 

ZS07084 

现代物流工程进展与展

望/ Progress and Prospects 

of Modern Logistics 

Engineering 

8 0.5 

提

交

报

告 

 1/2 

 

经济发展形势分析/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Situation 

8 0.5 

提

交

报

告 

 1/2 

 

移动互联网下的 ERP/ 

ERP based on mobile 

Internet 

8 0.5 

提

交

报

告 

 1/2 

 

基于第三方物流的汽车

供应链物流一体化运作

模式/ 

8 0.5 
提

交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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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

告 

 

现代人力资源管理/ 

Modern human resources 

management 

8 0.5 

提

交

报

告 

 1/2 

 
采购管理/ Purchasing and 

supply management 
8 0.5 

提

交

报

告 

 1/2 

 
现代技术管理/ Technical 

management 
8 0.5 

提

交

报

告 

 1/2 

 

基于全球协同的汽车数

字化开发/ Digital Vehicle 

Development by Global 

Collaboration 

8 0.5 

提

交

报

告 

 1/2 

 

国际贸易案例与实践/ 

International Trading Case 

Study and Practice 

8 0.5 

提

交

报

告 

 1/2 

 

生产系统运行仿真实验/ 

Production System 

Simulation Experiment 

16 1 

提

交

报

告 

 1/2 

 
IE 实践/ Industrial 

Engineering Practice 
16 1 

提

交

报

告 

 1/2 

S07120110001 
跨一级学科选修一门研

究生课程 
32 2   1/2 

素养课程 

（4） 

G1201 

现代管理概论/ 

Introduction to modern 

business management 

16 1 
笔

试 
 1 职

业

及 

人

文

素

养 

G0201 体育舞蹈/Sports Dance 16 1   1/2 

G21008 
防身术/Personal Defense 

Skill 
16 1   1/2 

G21011 瑜珈/Yoga 16 1   1/2 

G21014 篮球/ Basketball 16 1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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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401 
知识产权/ Intellectual 

Property 
16 1   1/2 

ZG01000 

科技文献检索及利用/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Document Retrieval 

16 1   1/2 

G2401 

历史保护学——理论与

实践/Science of Historical 

Protec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32 2   1/2 

G28000 
经济心理学/Economic 

Psychology 
32 2   1/2 

G97007 

现代逻辑与批判性思维

/Modern Logic and 

Critical Thinking 

32 2   1/2 

G97006 

中国传统文化专题

/Lectures o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32 2   1/2 

G97005 
专业实践/ Professional 

Practices 
96 6    

其他必修

环节 

（8） 

 开题报告/Thesis Proposal  1     

 
听取学术报告/ Academic 

report 
 1 5 次   

 

       

补修课程 
       

 
       

（注：请填上系统中已有的课程编号，没有课程编号将视为新增课程；课程名

称包括中英文。） 

研究生院开设公共基础及人文素养选修课程列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G0201 
现代管理概论/ Introduction to modern 

business management 
16 1 

G0601 矩阵理论及其应用/Matrix Theory 40 2.5 

G0603 
数学物理方程/Equations of 

Mathematical Physics 
40 2.5 

G0604 随机过程/Stochastic Process 32 2 

G0605 最优化方法/Optimization Method 40 2.5 

G0606 图论/Graph Theory 40 2.5 

G1101 
数字信号处理器及其应用/Digital Signal 

Processor and Its Application 
32 2 

G0611 模糊数学/Fuzzy Mathematics 32 2 

G21008 体育舞蹈/Sports Dance 16 1 

G21011 防身术/Personal Defense Skill 16 1 

G21014 瑜珈/Yoga 16 1 

http://graduate.cqu.edu.cn/mis/curricula/courseInfo.jsp?schoolId=01&courseCode=ZG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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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2401 篮球/ Basketball 16 1 

ZG01000 知识产权/ Intellectual Property 16 1 

G2401 
科技文献检索及利用/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Document Retrieval 
16 1 

G28000 
历史保护学——理论与实践/Science of 

Historical Protec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32 2 

G97007 经济心理学/Economic Psychology 32 2 

G97006 
现代逻辑与批判性思维/Modern Logic 

and Critical Thinking 
32 2 

G97005 
中国传统文化专题/Lectures on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32 2 

（公共基础与人文素养课将根据当年开课情况增减） 

五、专业实践 

工业工程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在校期间必须参加及完成专业实践。 

 

（一）专业实践组织方式 

专业实践工作贯彻和体现“集中实践与分散实践”相结合、“校外现场实践

与校内现场实践”相结合、“导师安排与学院统一安排”相结合、“专业实践

与论文工作”相结合的原则进行。专业实践内容包括：参与企业的产品设计、

流程改善、管理咨询、项目管理、设施规划及调研报告等。 

专业实践工作由研究生本人提出申请，应于第二学期结束前制订并填写《全

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计划表》（简称“专业实践计划表”），经

导师审批同意，将“专业实践计划表”报学院备案，学院汇总后于第二学期结

束前 2周内报研究生培养管理办公室。 

 

（二）专业实践考核方式 

工业工程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环节的考核采用学分制，计 6

学分；要求听取不少于 5个学术报告，计 1学分。专业实践和毕业论文时间不

少于一年。 

工业工程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参加专业实践，应做好专业实践活动的

登记工作（填写《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活动工作日记》）。专

业实践活动结束后，研究生应撰写不少于 5000字的专业实践报告，并填写《全

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环节考核登记表》。 

学院组织校内外专家、现场实践单位负责人参加的专业实践考核组。研究生

本人汇报其专业实践的工作，考核组根据研究生的现场实践工作量、综合表

现、实践报告及现场实践单位的反馈意见等，按“优秀、良好、及格和不及

http://graduate.cqu.edu.cn/mis/curricula/courseInfo.jsp?schoolId=01&courseCode=ZG0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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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四个等级评定成绩。此项成绩在及格及以上的学生均可获得 6学分，不及

格者不计学分并要求重修。 

专业实践环节是工业工程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一个特色和重要

环节，研究生不参加专业实践或专业实践考核未通过，不得申请毕业和学位论

文答辩。 

 

六、中期考核 

工业工程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一般在课程和实践环节完成后进行中期

考核工作，考核不合格不能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七、学位论文工作 

（一）论文选题 

工业工程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选题，应直接来源于生产实

际或有明确的工程背景与应用价值。论文选题可来源于：工程规划设计、设施

规划、流程改善、工程管理、技术管理、项目管理、调研报告、应用研究等。

学位论文须研究生独立完成，要体现研究生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解

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学位论文根据工业工程专业学位特点和选题，灵活确定。 

 

（二）论文的形式和要求 

（1）论文应用中文撰写。字数一般为 2-5万。 

（2）论文工作应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论文工作应有一定的技术难度.论

文工作量饱满，一般应至少有一学年的论文工作时间。 

（3）论文写作要求概念清晰、结构合理、层次分明、文理通顺、版式规

范。 

（4）论文的形式可以是工程设计类论文、技术研究或技术改造类论文、或

技术研发类论文 

（5）论文撰写格式应符合《重庆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格式规范标准》。 

 

（三）评审与答辩 

工业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必须完成本培养方案中规定的所有环节、修满学

分、成绩合格，方可申请参加学位论文答辩。 

答辩前，学位论文应通过 2位专家的评阅，答辩委员会应有 3～5位专家组

成。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成员中均应有工业工程相关行业实践领域具有高级专

业技术职称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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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的评审应着重审核学生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实

际问题的能力；审核其解决实际问题的思路方法和进展；审核学位论文工作的

技术难度和工作量等；注重考核其解决管理和工程实践应用中的新思想、新方

法；审核其新流程、新规划和新设计的先进性和实用性；审核其创造的经济效

益和社会效益。 

 

（四）学位授予 

学位授予工业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完成规定的培养环节，修满培养方案规定

的课程和学分，成绩合格，完成实习、实践和学位论文工作，提出学位申请，

通过论文答辩，经过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审定达到培养目标，可获得硕士毕业

证，并被授予相应专业学位，由学校颁发硕士毕业证书和硕士学位证书。 

 

4.3.3  汽车协同创新中心“3+1+2”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引言 

为了健全寓教于研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有效解决当前研究生教育与行

业人才需求脱节、毕业生专业技能差、发展后劲不足等问题，必须集中优质资源，

加强与企业、科研机构及兄弟高校的合作，建立以行业为背景、以应用领域为目

标的研究生培养模式。 

2012年，在国家科技创新战略的引导下，以重庆大学为牵头单位，联合长安

汽车、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重庆理工大学、重庆邮电大学、重庆青山工业、重

庆西南铝业（集团）等在渝高校、研究院和汽车领域的重点企业和美国福特汽车

公司组建成立了“重庆高性能汽车协同创新中心”，围绕“汽车动力传动与控制”、

“汽车振动噪声与控制”、“汽车零部件可靠性制造与测控”、“高性能材料与

汽车轻量化技术”等方面开展协同创新和人才培养，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改革

创造良好的条件。 

重庆是中国四大汽车生产基地之一，汽车产量及出口量均仅次于上海排名全

国第二位。重庆拥有长安福特、长安铃木等合资企业，是美国福特汽车最大的海

外生产基地。同时，重庆拥有重庆长安、东风渝安、北汽银翔、庆铃及恒通等为

代表自主品牌汽车整车及以重庆青山、重庆齿轮箱及志成缸头等为代表的零部件

配套企业。重庆在汽车领域的产业优势为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及就业提供了有力

保障。 

 

二、培养目标 

充分发挥协同创新的优势，培养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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握解决工程问题的先进技术方法和现代技术手段、了解汽车生产、研发流程及市

场需求，具有较强新产品、新技术、新工艺研发能力和生产管理能力，能够适应

经济发展要求、引领未来汽车行业发展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三、学籍与管理 

学生学籍和日常管理由学生导师所在学院负责，若学生本科和研究生不在同

一学院，则大四阶段学习由本科学院负责，毕业设计由研究生阶段导师和本科毕

业设计导师共同指导。采取“3+1+2”学制，在完成本科原专业教学计划的基础

上，四年级加学部分汽车专业基础理论课程，本科毕业设计鼓励选择原专业领域

与汽车行业背景相结合的选题，完成规定培养环节并通过本科毕业论文答辩者，

授予本科专业学士学位。 

四、学制与学分 

硕士阶段学制 2年，完成高性能汽车协同创新中心“3+1+2”应用型硕士研究

生教学计划规定的课程学习、专业实践和学位论文。要求完成总学分至少 52 学

分，其中课程学习环节不少于 28学分，专业实践环节不少于 12学分（时间累计

不少于 3 个月），学位论文不少于 12 学分。通过硕士论文答辩者，经中心分委

会和校学位委员会同意，授予所选专业专业硕士学位。 

 

五、主要研究方向 

汽车动力传动与控制 

汽车振动噪声与控制 

汽车零部件可靠性制造与测控 

高性能材料与汽车轻量化技术 

 

六、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

编号 
课程名称(中文/英文) 

学

时 

学

分 

考

核

形

式 

开

课 修课 

要求 

负责单

位 学

期 

本

科

阶

段 

非车

辆工

程专

业选

修车

辆专

业课

程 

 汽车构造 32 2 
笔

试 
7 必修 

机械 

 发动机构造 32 2 
笔

试 
7 必修 

 汽车理论 32 2 
笔

试 
8 必修 

 发动机原理 32 2 
笔

试 
8 必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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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辆

工程

专业

选修

相关

课程 

 
汽车材料及其加工与成

型 
32 2 

笔

试 
7 必修 材料 

 控制理论基础 32 2 
笔

试 
7 必修 自动化 

 
结构力学与弹性力学基

础 
32 2 

笔

试 
8 必修 资环 

 汽车热管理 32 2 
笔

试 
8 必修 动力 

研

究

生

阶

段 

公共

学位

课 

 
中国特色社会理论与实

践研究 
32 2 

笔

试 
1 必修 

研究生

院 

 自然辩证法概论 18 1 
笔

试 
1 必修 

 第一外语（英语） 32 2 
笔

试 
1 必修 

 数值分析 32 2 
笔

试 
1 

必修

一门 
 应用数理统计 32 2 

笔

试 
1 

 专业外语 32 2 
笔

试 
1 必修 

 计算固体力学 32 2 
笔

试 
1 

必修

一门 
 弹塑性力学 32 2 

笔

试 
1 

 管理学基础 16 1 
笔

试 
1 

选修  市场预测与决策 16 1 
报

告 
1 

 人际沟通与心理学 16 1 
报

告 
1 

专业

学位

必修

课

（必

选 5

门） 

机械

工

程、

车辆

工

程、

动力

工

程、

力学 

汽车动力学 32 2 
笔

试 

1、

2 

限选 3

门，

最多

计 5

门学

分 

机械 

电动汽车理论与设计 32 2 
笔

试 

1、

2 

车辆动力传动理论与应

用 
32 2 

笔

试 

1、

2 

高等内燃机原理 32 2 
笔

试 

1、

2 

高等传热学 32 2 
笔

试 

1、

2 
动力 

高等工程热力学 32 2 
笔

试 

1、

2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申报                                 教学成果应用及效果证明材料 

 55 

高等燃烧学 32 2 
笔

试 

1、

2 

高等流体力学及数值计

算 
32 2 

笔

试 

1、

2 
资环 

疲劳、损伤与断裂 32 2 
笔

试 

1、

2 

材料

工

程、

冶金

工程 

材料强韧化理论 32 2 
笔

试 

1、

2 

限选

3，最

多计 5

门学

分 

材料 

材料塑性加工理论与技

术 
32 2 

笔

试 

1、

2 

焊接理论与技术 32 2 
笔

试 

1、

2 

铸造理论与技术 32 2 
笔

试 

1、

2 

晶体结构与缺陷 32 2 
笔

试 

1、

2 

材料现代测试分析技术 32 2 
笔

试 

1、

2 

材料疲劳与断裂 32 2 
笔

试 

1、

2 

钢的连铸与凝固理论 32 2 
笔

试 

1、

2 

有色冶金技术 32 2 
笔

试 

1、

2 

钢冶金学 32 2 
笔

试 

1、

2 

电气

工

程、

通信

工

程、

控制

工程 

现代电力电子技术 32 2 
笔

试 

1、

2 

限选

3，最

多计 5

门学

分 

电气 电机矩阵分析 32 2 
笔

试 

1、

2 

电磁场及电磁兼容 32 2 
笔

试 

1、

2 

现代电子系统设计 32 2 
笔

试 

1、

2 

通信 现代通信理论与系统 32 2 
笔

试 

1、

2 

数字图像处理与识别 32 2 
笔

试 

1、

2 

线性系统理论 32 2 
笔

试 

1、

2 
自动化 

智能控制理论及应用 32 2 
笔

试 

1、

2 

http://graduate.cqu.edu.cn/mis/secretary/trainscheme/add.jsp?schoolId=09&majorId=430106&stuTypeId=03&grade=2009##
http://graduate.cqu.edu.cn/mis/secretary/trainscheme/add.jsp?schoolId=09&majorId=430106&stuTypeId=03&grade=2009##
http://graduate.cqu.edu.cn/mis/secretary/trainscheme/add.jsp?schoolId=09&majorId=080600&stuTypeId=02&grade=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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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检测理论与技术 32 2 
笔

试 

1、

2 

专业方向及特

色课 

内燃机动力学 32 2 
笔

试 

1、

2 

选修 

机械 

汽车噪声控制理论与分

析 
32 2 

笔

试 

1、

2 

汽车电子技术 32 2 
笔

试 

1、

2 

车辆人机工程学 32 2 
笔

试 

1、

2 

结构模态分析理论与应

用 
32 2 

笔

试 

1、

2 

车辆测试技术与分析 32 2 
笔

试 

1、

2 

机械系统动力学 32 2 
笔

试 

1、

2 

有限元分析技术 32 2 
笔

试 

1、

2 

先进轻合金材料及其加

工技术 
32 2 

笔

试 

1、

2 

材料 

汽车材料及其加工与成

型 
32 2 

笔

试 

1、

2 

材料表面技术 32 2 
笔

试 

1、

2 

功能材料 32 2 
笔

试 

1、

2 

燃烧过程及模拟 32 2 
笔

试 

1、

2 
动力 

汽车空调原理及技术 32 2 
笔

试 

1、

2 

汽车信息获取及其智能

处理技术 
32 2 

笔

试 

1、

2 
通信 

电磁兼容与抗干扰技术 32 2 
笔

试 

1、

2 

单片机嵌入式系统的软

硬件设计 
32 2 

笔

试 

1、

2 
自动化 

现代伺服控制系统 32 2 
笔

试 

1、

2 

汽车电源及其控制 32 2 
笔

试 

1、

2 
电气 

汽车电气系统电磁数值

分析 
32 2 

笔

试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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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讲座、案

例分析 

汽车质量工程、汽车可

靠性、汽车结构、汽车

安全性、汽车动力、汽

车智能、汽车热管理、

汽车数值化设计、汽车

NVH、汽车排放、汽车

检测、新能源汽车等 10

个系类学术报告，每个

报告 8 学时。 

80 2 

提

交

报

告 

1、

2 

必修 8

个学

术报

告，

计 2

学分 

聘请国

外领域

专家开

设系列

学术讲

座（工

学部） 

专业实验 

车辆底盘测功实验  

 

 

 

 

1 

 

 

提

交

报

告 

1、

2 

必修 4

个实

验，

计 1

学分 

机械 内燃机实验  

提

交

报

告 

1、

2 

车辆动力传动综合试验  

提

交

报

告 

1、

2 

金属熔炼与净化  

提

交

报

告 

1、

2 

材料 

合金组织观察及性能测

试 
 

提

交

报

告 

1、

2 

汽车电动力总成硬件在

环仿真实验 
 

提

交

报

告 

1、

2 
电气 

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实

验 
 

提

交

报

告 

1、

2 
通信 

先进控制系统实验  

提

交

报

告 

1、

2 
自动化 

汽车现场总线控制实验  
提

交

1、

2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申报                                 教学成果应用及效果证明材料 

 58 

报

告 

汽车空调实验  

提

交

报

告 

1、

2 
动力 

专业实践 

专业实践/ Professional 

Practices 
320 12 

提

交

报

告 

 

必修 

 

学术报告/ Academic 

report 
5  

提

交

报

告 

  

开题报告/ Thesis 

Proposal 
1  

提

交

报

告 

  

 

七、特色与优势 

1）研究生阶段培养采取“双导师”制。每名研究生由一名协同创新中心的

高校指导教师和一名企业（院所）高层次学术或管理专家共同担任指导教师，

负责学生培养计划制定，课程学习和专业实践培养，毕业论文指导、协助毕业

论文答辩等环节，促进教育与行业、企业发展紧密结合。 

2）加强学生工程应用能力的培养。部分专业性强的课程采取学校教授和企

业专家共同授课方式进行，基础理论部分由高校教授授课，工程实用部分由企

业专家授课。 

3）加强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组织学生到长安汽车、中国汽车工程研究

院、重庆青山工业、西南铝业、美国福特汽车公司等协调创新中心相关单位进

行不少于三个月的专业实践。 

4）加强国际化办学。聘请国外专家开设系列学术讲座，开阔学生国际视

野。 

5）强化学生独立能力。由学生独立完成不少5个学术报告，学术报告可以

是课题研究报告、专业实习报告，也可以是课程学习总结报告等。报告由学生

独立完成，纳入培养体系，计算学分。 

 

八、学位论文 

1、论文选题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申报                                 教学成果应用及效果证明材料 

 59 

论文选题应直接来源于汽车生产实际或有明确的汽车工程背景与应用价

值，并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和工作量。具体可以在以下几个方面选取： 

整车或零部件的产品开发、设计与制造、计算机辅助设计分析、试验研

究、集成匹配； 

 工程技术项目、工程管理项目的规划、工程设计或实施； 

 技术攻关、技术改造、技术推广与应用； 

 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新设备的研制； 

 引进、消化、吸收和应用国外先进技术项目； 

 运用、管理和营销技术； 

 其他相关应用基础性研究、应用研究和预先研究。 

 

2、论文形式及要求 

论文应用中文撰写。字数一般为2~5万。 

论文工作应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论文工作应有一定的技术难度.论文工作

量饱满，一般应至少有一学年的论文工作时间。 

论文写作要求概念清晰、结构合理、层次分明、文理通顺、版式规范。 

论文的形式可以是工程设计类论文、技术研究或技术改造类论文、或技术

管理类论文。 

工程设计类论文可以是新产品设计与开发技术的成果，应具有设计方案的

比较和评估、设计计算书、技术经济性分析、效果分析评价等主要内容；工程

设计类论文也可以是车辆检测和试验技术的成果，应具有试验方案、完整的试

验数据、数据处理分析方法、试验结果分析等内容。 

技术研究或技术改造类论文包括应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预先研究、实

验研究、系统研究等，应具有一定的理论分析内容及结合试验、实践结果进行

对比分析的内容，分析过程正确，实验方法科学，实验结果可信，论文成果具

有先进性和实用性。 

技术管理类论文，应有明确的工程应用背景，研究成果应有一定经济或社

会效益，统计或收集的数据可靠、充分，理论建模和分析方法科学正确。 

论文撰写格式应符合《重庆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格式规范标准》。 

 

3、评审与答辩 

专业学位研究生必须完成本培养方案中规定的所有环节、修满学分、成绩

合格，方可申请参加学位论文答辩。 

答辩前，学位论文应通过2位专家的评阅。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应有3～5位

专家组成。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成员中均应有来自工矿企业或工程部门或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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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企业的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专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正、副导师均不能作

为自己学生的论文评阅人，不能同时作为自己学生的答辩委员会成员。 

学位论文的评审应着重审核作者综合运用科学理论、研究方法和技术手

段、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审核学位论文工作的技术难度和工作量；注重

考核其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新思想、新方法和新进展；审核其新工艺、新技术

和新设计的先进性和实用性；审核其创造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4.3.4 智能网联汽车精英人才校企联合培养方案 

 
 

 

 

4.3.5 Postgraduate training program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Master in Mechanical Engineering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Full-time:3 years 

Over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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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chanical Engineering graduate program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is 

formed by the adjustment and integration of the master degree programs including 

Mechanical Engineering, Vehicle Engineering and Aerospace Engineering. Aiming at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needs and combining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energy-saving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safety and 

reliability, intelligent networking, and fashion and comfort” of automobiles.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accumulation and foundation over the years, it will strengthen the 

basic theoretical research of disciplines, and exploring research in emerging 

disciplines and interdisciplinary fields concluded the following 5 main subject 

directions: 

(1) Vehicle dynamics and NVH (Noise, Vibration and Harshness) 

(2) Advanced vehicle powertrain system and control 

(3) Carrier equipment and high-performance electromechanical transmission 

system 

(4) Automobile innovative design and intelligence 

(5) New energy vehicle  

 

Admission Requirements 

Applicants should have a good mathematical foundation and automotive 

engineering. Applicants whose native language is not English need to provide score 

report of English language proficiency test (a score above IELTS 6.0 or TOEFL 

Internet-based 80 or equivalent), or a certificate from former university that the 

previous degree is taught in English, or a certificate indicating the applicants have 

studied in an English-speaking country for more than one year.  

What you'll learn 

The Education system for master’s degree is 3 years, and the years 

of study is 2.5–3 years. Through our holistic curriculum, you will obtain 

basic engineering theories, advanced technical methods and knowledge 

related to vehicle dynamics, intelligent vehicle, AI, electrochemical 

energy, and means, understand the technical status and development trend 

in the field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You will maintain solid basic 

theory and systematic expertise in the field of automotive engineering, 

and be able to grow professionally and personally. The holders of master's 

degrees will be able to serve their profession and community as valuable 

contributing lead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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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you'll learn  

Seminars  

Lectures  

Independent study  

Group work  

Workshops  

Practical sessions  

Supervision  

Thesis writing  

Modules  

Courses Hours Credits 

Public Compulsory Courses 

Basic Chinese 64 4 

Introduction of china (English) 32 2 

Elementary Chinese 64 4 

Numerical Analysis 40 2.5 

Applie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40 2.5 

Core Compulsory Courses 

The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technique 32 2 

Fuel cell fundamental and fuel cell vehicle 32 2 

Vehicle dynamics 32 2 

Applied Mechanics 32 2 

Specialized Optional Courses 

Reliability Analysis in Vehicle 32 2 

Active and Passive Safety Technology 32 2 

Automobile Structure and Strength Analysis 32 2 

Energy Management of Electric Vehicle Power System 32 2 

Engineering numerical method 32 2 

Other requirement   

Reports of Attended Lectures 6 Times 1 

Professional Practices  1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ctivities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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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d-term Assessment   

Thesis Proposal  1 

 

Credit Requirements 

The credit system is implemented for the study of the Professional Master Program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The total credit required is no less than 28 credits, among 

which the Common Compulsory Courses entail at least 6 credits and Professional 

Compulsory Courses entail 8 credits. In addition, the 6 reports of attended academic, 

technical and ideological education lectures amount to 1 credit; 6-12 month-length 

professional practices add up to 6 credi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ctivities are 

given 1 credit and thesis proposal is given 1 credit respectively. 

 

 

Award of Degree 

You are required to complete prescribed courses and credits, pass the examination 

and thesis defending and apply for the degree. After the evaluation and approval of the 

degree assessment committee, the professional master degree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can be awarded. 

 

Contact Us: 

Tel: +86-023-65106243 

Email: czzhang@cqu.edu.cn 

Website: http://auto.cqu.edu.cn/ 

 

4.3.6  Professional Degree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Postgraduates 

 

Chongqing University English- taught Professional 

Degree 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Postgraduates 

 

一、专业（领域）简介 Major/ Area Description 

重庆大学机械硕士专业学位是由原重庆大学机械工程、车辆工程、航空工程

等硕士专业学位点调整整合形成的。该项目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

独立创造力和专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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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chanical Engineering graduate program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is 

formed by the adjustment and integration of the master degree programs of College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Vehicle Engineering and Aerospace Engineering. The 

primary goals of the program are to develop the scholastic ability, independent 

creativity, and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of the student. 

 

二、培养目标 Program Objectives 

 

1．掌握工程基础理论、先进技术方法和手段，了解机械工程领域的技术现

状和发展趋势； 

1. to obtain basic engineering theories, advanced technical methods and means, 

understand the technical status and development trend in the field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2. 掌握机械专业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 

2. to maintain solid basic theory and systematic expertise in the field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3.提高专业素养和个人能力 

3. to be able to grow professionally and personally 

 

4.在专业和社会服务领域成为具有价值贡献的领导人才 

4. to serve their profession and community as valuable contributing leaders. 

三、学制及学习年限 Program Duration 

3年 

3 years  

注：原机械工程领域 2020级学制 2年，2021级开始执行 3年学制。 

Note: The program duration (for 2020 cohort of students at College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is 2 years and will start as 3 years from year 2021. 

 
四、课程及培养环节设置 Curriculum and Program 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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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

别 

Course 

Type 

课程编

码

Code 

课程名称

（中文/英

文） 

Course 

Name 

(Chinese/En

glish) 

学时 

Perio

ds 

学分 

Cred

its 

考核方

式 

Assessm

ent 

开课

学期 

Semes

ter 

开课学

院 

School(s

) 

备注 

Remarks 

公共必

修课程 

Common 

Compuls

ory 

Courses 

G9500

4 

基础汉语/ 

Basic 

Chinese 

64 4 

考试 

examina

tion 

1 

国际学

院 

School 

of 

Internati

onal 

Educatio

n 
不少于 6

学分，

数学类

课程必

修 1 门 

1. 6 

credits is 

the 

minimum 

requirem

ent; 

2. 

Required 

1 math 

course. 

G9700

4 

中国概况

（英文授

课）/ 

Introduction 

to China

（English） 

32 2 

考试 

examina

tion 

1 

国际学

院 

School 

of 

Internati

onal 

Educatio

n 

G0600

0 

数值分析全

英文

/Numerical 

Analysis 

40 2.5 

考试 

examina

tion 

1 or 2 

数统 

College 

of 

Mathem

atics and 

Statistics 

G0600

3 

应用数理统

计全英文

/Applied 

Mathematic

al Statistics 

40 2.5 

考试 

examina

tion 

1 or 2 

数统 

College 

of 

Mathem

atics and 

Statistics 

专业必

修课程 

Professio

nal 

Compuls

ory 

Courses 

G9805

9 

学术规范与

研究生论文

写作指导

（英文授

课） 

/Academic 

Conventions 

and Writing 

16 1 

考查 

evaluati

on 

2 

机械

（暂

定）

College 

of 

Mechani

cal 

Engineer

工程类

国际研

究生必

选 

Required 

course 

for 

Intern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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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

别 

Course 

Type 

课程编

码

Code 

课程名称

（中文/英

文） 

Course 

Name 

(Chinese/En

glish) 

学时 

Perio

ds 

学分 

Cred

its 

考核方

式 

Assessm

ent 

开课

学期 

Semes

ter 

开课学

院 

School(s

) 

备注 

Remarks 

for 

Postgraduate

s

（English） 

ing 

（TBD

） 

nal 

program 

postgrad

uates of 

Engineeri

ng type 

G9806

0 

工程伦理

（英文授

课）

/Engineering  

Ethics

（English） 

16 1 

考试 

examina

tion 

2 

机械

（暂

定）

College 

of 

Mechani

cal 

Engineer

ing 

（TBD

） 

工程类

国际研

究生必

选 

Required 

course 

for 

Internatio

nal 

program 

postgrad

uates of 

Engineeri

ng type 

ZS070

20 

有限元方法 

Finite 

Element 

Methods 

32 2 

考试 

examina

tion 

1 

机械 

College 

of 

Mechani

cal 

Engineer

ing 

 

ZS070

21 

机械系统动

力学 

Dynamics of 

Mechanical 

Systems 

32 2 

考试 

examina

tion 

2 

机械 

College 

of 

Mechani

cal 

Engineer

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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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

别 

Course 

Type 

课程编

码

Code 

课程名称

（中文/英

文） 

Course 

Name 

(Chinese/En

glish) 

学时 

Perio

ds 

学分 

Cred

its 

考核方

式 

Assessm

ent 

开课

学期 

Semes

ter 

开课学

院 

School(s

) 

备注 

Remarks 

ZS070

32 

计算机辅助

设计与制造 

Computer 

Aided 

Design and 

Manufacturi

ng 

32 2 

考试 

examina

tion 

1 

机械 

College 

of 

Mechani

cal 

Engineer

ing 

 

S07251 

有限元分析

技术（英

文） The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technique 

32 2 

考试 

examina

tion 

1 or 2 

汽车

School 

of 

Automot

ive 

Engineer

ing 

 

ZS320

03 

燃料电池基

础与燃料电

池汽车(英

文) 

Fuel cell 

fundamental 

and fuel cell 

vehicle 

32 2 

考试 

examina

tion 

1 or 2 

汽车 

School 

of 

Automot

ive 

Engineer

ing 

S31001 

空气动力学 

/Aerodynam

ics 

32 2 

考试 

examina

tion 

1 or 2 

航空航

天 

College 

of 

Aerospa

ce 

Engineer

ing 

S20238 

计算流体力

学

/Computatio

nal Fluid 

Dynamics 

32 2 

考试 

examina

tion 

2 

航空航

天 

College 

of 

Aerospa

ce 

http://mis.cqu.edu.cn/mis/curricula/courseInfo.jsp?schoolId=32&courseCode=S07251
http://mis.cqu.edu.cn/mis/curricula/courseInfo.jsp?schoolId=32&courseCode=S07251
http://mis.cqu.edu.cn/mis/curricula/courseInfo.jsp?schoolId=32&courseCode=S07251
http://mis.cqu.edu.cn/mis/curricula/courseInfo.jsp?schoolId=32&courseCode=S07251
http://mis.cqu.edu.cn/mis/curricula/courseInfo.jsp?schoolId=32&courseCode=S07251
http://mis.cqu.edu.cn/mis/curricula/courseInfo.jsp?schoolId=32&courseCode=S07251
http://mis.cqu.edu.cn/mis/curricula/courseInfo.jsp?schoolId=32&courseCode=S072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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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

别 

Course 

Type 

课程编

码

Code 

课程名称

（中文/英

文） 

Course 

Name 

(Chinese/En

glish) 

学时 

Perio

ds 

学分 

Cred

its 

考核方

式 

Assessm

ent 

开课

学期 

Semes

ter 

开课学

院 

School(s

) 

备注 

Remarks 

Engineer

ing 

S20080 

计算固体力

学

/Computatio

nal Solid 

Mechanics 

32 2 

考试 

examina

tion 

1 

航空航

天 

College 

of 

Aerospa

ce 

Engineer

ing 

专业选

修课程 

Professio

nal 

Elective 

Courses 

ZS070

42 

机电一体化 

Mechatronic

s 

32 2 

考查

evaluati

on 

1 

机械 

College 

of 

Mechani

cal 

Engineer

ing 

 

ZS070

26 

机械制造技

术

Fundamenta

l of 

Mechanical 

Manufacturi

ng 

32 2 

考试 

examina

tion 

2 

机械

College 

of 

Mechani

cal 

Engineer

ing 

ZS070

06 

传感器、驱

动器及信号

处理 

Sensors, 

Actuators, 

and Signal 

Processing 

32 2 

考试 

examina

tion 

1 

机械

College 

of 

Mechani

cal 

Engineer

ing 

ZS070

41 

机器人学 

Robotics 
32 2 

考试 

examina
2 

机械

College 

http://mis.cqu.edu.cn/mis/secretary/trainscheme/add.jsp?schoolId=07&majorId=085500&stuTypeId=13&grade=2020&zsjj=1&sflxs=1
http://mis.cqu.edu.cn/mis/secretary/trainscheme/add.jsp?schoolId=07&majorId=085500&stuTypeId=13&grade=2020&zsjj=1&sflxs=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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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

别 

Course 

Type 

课程编

码

Code 

课程名称

（中文/英

文） 

Course 

Name 

(Chinese/En

glish) 

学时 

Perio

ds 

学分 

Cred

its 

考核方

式 

Assessm

ent 

开课

学期 

Semes

ter 

开课学

院 

School(s

) 

备注 

Remarks 

tion of 

Mechani

cal 

Engine 

ZS070

09 

高等固体力

学 

Advanced 

Solid 

Mechanics 

32 2 

考试 

examina

tion 

2 

机械

College 

of 

Mechani

cal 

Engineer

ing 

ZS070

98 

车辆可靠性

设计(英

文）

Reliability 

Analysis in 

Vehicle 

32 2 

考试 

examina

tion 

1 or 2 

汽车 

School 

of 

Automot

ive 

Engineer

ing 

S32002 

应用力学

(英文) 

Applied 

Mechanics 

32 2 

考试 

examina

tion 

1 or 2 

汽车 

School 

of 

Automot

ive 

Engineer

ing 

ZS071

30 

汽车主被动

安全技术

(英文) 

Active and 

Passive 

Safety 

Technology 

32 2 

考试 

examina

tion 

1 or 2 

汽车

School 

of 

Automot

ive 

Engineer

ing 

S31005 

复合材料结

构分析与设

计/ Analysis 

and Design 

32 2 

考试 

examina

tion 

2 

航空航

天 

College 

of 

http://mis.cqu.edu.cn/mis/curricula/courseInfo.jsp?schoolId=32&courseCode=ZS07098
http://mis.cqu.edu.cn/mis/curricula/courseInfo.jsp?schoolId=32&courseCode=ZS07098
http://mis.cqu.edu.cn/mis/curricula/courseInfo.jsp?schoolId=32&courseCode=ZS07098
http://mis.cqu.edu.cn/mis/curricula/courseInfo.jsp?schoolId=32&courseCode=ZS07098
http://mis.cqu.edu.cn/mis/curricula/courseInfo.jsp?schoolId=32&courseCode=ZS07098
http://mis.cqu.edu.cn/mis/curricula/courseInfo.jsp?schoolId=32&courseCode=ZS07098
http://mis.cqu.edu.cn/mis/curricula/courseInfo.jsp?schoolId=32&courseCode=S32002
http://mis.cqu.edu.cn/mis/curricula/courseInfo.jsp?schoolId=32&courseCode=S32002
http://mis.cqu.edu.cn/mis/curricula/courseInfo.jsp?schoolId=32&courseCode=S32002
http://mis.cqu.edu.cn/mis/curricula/courseInfo.jsp?schoolId=32&courseCode=S32002
http://mis.cqu.edu.cn/mis/curricula/courseInfo.jsp?schoolId=32&courseCode=S32001
http://mis.cqu.edu.cn/mis/curricula/courseInfo.jsp?schoolId=32&courseCode=S32001
http://mis.cqu.edu.cn/mis/curricula/courseInfo.jsp?schoolId=32&courseCode=S32001
http://mis.cqu.edu.cn/mis/curricula/courseInfo.jsp?schoolId=32&courseCode=S32001
http://mis.cqu.edu.cn/mis/curricula/courseInfo.jsp?schoolId=32&courseCode=S32001
http://mis.cqu.edu.cn/mis/curricula/courseInfo.jsp?schoolId=32&courseCode=S32001
http://mis.cqu.edu.cn/mis/curricula/courseInfo.jsp?schoolId=32&courseCode=S3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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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

别 

Course 

Type 

课程编

码

Code 

课程名称

（中文/英

文） 

Course 

Name 

(Chinese/En

glish) 

学时 

Perio

ds 

学分 

Cred

its 

考核方

式 

Assessm

ent 

开课

学期 

Semes

ter 

开课学

院 

School(s

) 

备注 

Remarks 

of 

Composite 

Structures 

Aerospa

ce 

Engineer

ing 

S20292 

弹塑性力学

/Theory of 

Elasticity 

and 

Plasticity 

32 2 

考试 

examina

tion 

1 

航空航

天 

College 

of 

Aerospa

ce 

Engineer

ing 

S31004 

飞行器结构

可靠性/ 

Aircraft 

Structural 

Reliability 

32 2 

考试 

examina

tion 

2 

航空航

天 

College 

of 

Aerospa

ce 

Engineer

ing 

S31003 

飞行器结构

动力学/ 

Dynamics of 

Flight 

Vehicle 

32 2 

考试 

examina

tion 

2 

航空航

天 

College 

of 

Aerospa

ce 

Engineer

ing 

公共选

修课程 

Common 

Elective 

Courses 

ZG300

001 

初级汉语/ 

Elementary 

Chinese 

64 4 

考试 

examina

tion 

2 

国际学

院 

School 

of 

Internati

onal 

Educatio

n 

全英文

授课国

际研究

生必修 

Required 

course 

for 

Internat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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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类

别 

Course 

Type 

课程编

码

Code 

课程名称

（中文/英

文） 

Course 

Name 

(Chinese/En

glish) 

学时 

Perio

ds 

学分 

Cred

its 

考核方

式 

Assessm

ent 

开课

学期 

Semes

ter 

开课学

院 

School(s

) 

备注 

Remarks 

nal 

program 

postgrad

uates 

其他必

修环节 

Other 

Requirem

ents 

1 

听取学术等

报告/ 

Reports of 

Attended 

Lectures 

 1 6 次    

2 

专业实践/ 

Professional 

Practices 

 6    

累计 6 -

12 个月 

Accumul

ated 6-12 

month 

3 

创新创业活

动/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

rship 

Activities 

 1     

4 

中期考核

/Mid-term 

Assessment 

      

5 

开题报告

/Thesis 

Proposal 

 1 

考查 

evaluati

on 

   

补修课

程 

Added 

Courses 

        

        

 

(一)设置原则 General Principle 

机械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课程总学分不少于 28学分，

其中公共必修课不少于 6学分，专业必修课不少于 8学分；听取学术、技术和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申报                                 教学成果应用及效果证明材料 

 72 

思想教育报告 6 次 1 学分，专业实践 6-12 个月 6学分，创新创业活动 1 

学分，开题报告 1 学分。 

The credit system is implemented for the study of the Professional 

Master Program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The total credit required is no 

less than 28 credits, among which the Common Compulsory Courses entail 

at least 6 credits and Professional Compulsory Courses entail 8 credits. In 

addition, the 6 reports of attended academic, technical and ideological 

education lectures amount to 1 credit; 6-12 month-length professional 

practices add up to 6 credit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ctivities are 

given 1 credit and thesis proposal is given 1 credit respectively. 

 

(二)课程及培养环节设置 Courses and Requirements 

  
五、专业实践 Professional Practice 

专业实践内容包括：参与产品设计、技术改造、生产工艺、实验技术及调

研报告等。机械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参加专业实践，填写《重庆大学硕士专业

学位研究生实践计划表》。该环节累计工作量不少于 6个月，计 6学分。研究

生应撰写不少于 5000 字的专业实践报告。专家按“优秀、良好、及格和不及

格”四个等级评定成绩。此项成绩在及格及以上的学生均可获得 6学分，不及

格者不计学分并要求重修。 

Professional practice content includes production design, technical transformation, 

process experimental technology and investigation report. Students submit professional 

practice plan. The practice should last at least 6 months. Students submit a practice report 

(at least 5000 words) when finish practice. Experts assess with excellent, good, pass and 

fail. Students who pass can acquire 6 credits, who fail need supplementary practice. 

 

六、中期考核 Mid-term Assessment 

中期考核在完成课程、实践和开题报告等环节后进行。学生应完成由导师

进行考核，不合格者 3 个月后重新进行考核。中期考核报告交学院教务存档。 

The Mid-term Assessment conducts after students finish curriculum learning, 

professional practice and thesis proposal. Supervisors evaluate students’ academic 

performance as assessment and postgraduate office place on file. Students who fail need 

re-assess after 3 mon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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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硕士专业学位论文要求及评阅 Requirements for Thesis  

论文工作应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 

格式与标准:学位论文要求概念清晰，结构合理，书写格式按照《重庆大

学博士硕士学位论文撰写格式标准》执行。论文字数一般为 2-5万。学位论文

应满足一定的质量标准（该质量标准根据硕士专业学位所在学院分委员会讨论

通过的学位论文标准执行）。 

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要在正式答辩前一个月提交学位论文，并送导师审阅

同意后方可提出答辩申请。学位论文答辩申请一般在研究生入学后的第六学期

提出。 

答辩前，学位论文应通过 2位专家的双盲评阅，答辩委员会应有 5位专家

组成。评阅人和答辩委员会成员中均有来自机械工程相关行业实践领域具有高

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 

Thesis should be completed independently under the guidance of tutors. 

Format and standard: Dissertation requires clear concept, reasonable structure and 

standardized format according to relevant documents. The number of thesis words range 

from 20,000 to 50,000. The quality of thesis shall be compliant with thesis standard of 

academic degree evaluation sub-committee.  

Students should submit thesis defense application one month before defense with 

supervisor’s approval. Thesis defense applications are generally made in the sixth 

semester after the admission of graduate students. 

The thesis should be reviewed and approved by two experts before defense. The 

thesis Defense Committee should consist of 5 experts with senior technical or academic 

titles from related enterpris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八、学位论文答辩及学位授予工作 Defense and Degree 

机械专业学位研究生完成培养方案所规定的全部培养环节，修满培养方案

规定的学分，成绩合格，论文评阅通过，且通过论文答辩，经学位评定分委员

会通过，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审核批准授予机械硕士专业学位并颁发硕士学

位证书。其它相关规定按照《重庆大学硕士专业学位授予实施细则》执行。 

 Students can be awarded Master Degree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after students’ 

achieving all curriculum requirements including completing credits of curriculum design 

and acquiring qualified results, as well as the thesis being approved by experts and their 

passing defense, and the result being approved by the academic degree evaluation sub-

committee and the academic Degree evaluation committee of the university. Other 

http://mis.cqu.edu.cn/mis/DownloadCywj?id=25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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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quirements should be in accordance with Implementation Rules for Award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Professional Master Degree 

 

4.3.7  中心新闻-协同创新中心组织召开汽车领域专业学位研究生

培养方案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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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前沿课程 
4.4.1  16 学时课程汇总 
序号 课程 主讲人 讲上课时间 学时 主讲人职称及单位 

1 替代燃料和新能源汽车 韩维建 2013 年 5 月 16 福特汽车亚太主管 

2 汽车耐久性设计 苏旭明 2013 年 5 月 16 福特汽车部门首席研究员 

3 有效的技术沟通 韩维建 2013 年 9 月 16 福特汽车亚太主管 

4 汽车安全前沿进展 Priya 2013 年 10 月 16 美国工程院士 

5 新技术与家用轿车发动机 周恩序 2013 年 11 月 16 福特亚琛中心博士 

6 振动与噪声介绍 郭佑民 2014 年 2 月 16 福特高级技术专家 

7 汽车安全与汽车设计 Cliff 2014 年 4 月 16 福特汽车资深专家 

8 福特汽车全球化产品开发体系 Rick 2014年5月 16 福特亚太及非洲区技术总监 

9 功能划分与汽车车身结构设计 Rick 2014 年 5 月 16 福特亚太及非洲区技术总监 

10 汽车尾气排放处理 Joseph 2014 年 9 月 16 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教授 

11 车用先进发动机技术 周恩序 2014 年 11 月 16 福特亚琛中心 

12 汽车动力系统设计原理 Peter 2014 年 12 月 16 科罗拉多大学教授 

13 
Introduction to Automotive 

Manufacturing Course 

Rama 

Koganti 
2014 年 12 月 16 日 16 美国汽车专家 

14 NVH 的发展 庞剑 2015 年 4 月 14 日 16 长安集团千人 

15 
Prepare for an exciting and challenging 

career in automotive industry 
韩维建 2015 年 5 月 19 日 16 美国福特汽车亚太主管 

16 
Fuel Cell for Automotive Application 

Basic 
徐醇川 2015 年 10 月 8 日 16 美国福特公司专家 

17 混合动力汽车 彭晖 2015 年 10 月 13 日 16 密歇根大学教授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申报                                                                                      教学成果应用及效果证明材料 

 76 

18 

An Overview of Automotive Safety                                            

Crash Pulse, Occupant Kinematics and 

Design of Restraint Systems                                       

Impact Regulation and Analysis 

周启峰 2015 年 10 月 27 日 16 美国福特公司专家 

19 

Role of mateirals for the car, steel used in 

cars, car specific corrosion aspects and 

engine materials 

Maik Broda 
2015 年 11 月 16 日 

2015 年 11 月 18 日 
16 福特汽车欧洲研发中心专家 

20 NVH 郭佑民 
2015 年 12 月 5 日 

2015 年 12 月 9 日 
16 美国福特公司 

21 
多学科优化设计及其在汽车研发中的

应用 

Chuang 

Chng-Hung 
2015 年 12 月 27 日 16 福特研发与先进工程中心汽车安全与优化设计技术专家 

22 汽车电控系统开发 陈祯福 
2016 年 5 月 9 日 

2016 年 5 月 11 日 
16 

德国法兰克福市 Continental - Teves 先期开发部高级工程

师. 

23 Powetrain NVH of Automotive vehicles 
John 

G.Cherng 

2016 年 5 月 16 日 

2016 年 5 月 18 日 
16 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 

24 
Automotive Body Design for Functional 

Purposes 
Rick Vanker 

2016 年 5 月 30 日-

6 月 1 日 
16 美国福特汽车 

25 
Automotive Product Development 

Process 
Rick Vanker 2016 年 6 月 2 日 16 美国福特汽车 

24 优秀汽车工程师的沟通与 PPT 技巧 韩维建 2016 年 6 月 12 日 16 美国福特汽车 

27 
Fundamental of vehicle dynamics and 

control 
吕建波 

2016 年 6 月 19 日 

2016 年 6 月 21 日 
16 美国福特汽车 

28 新能源汽车轻量化原理 张式程 
2016 年 10 月 31 日 

2016 年 11 月 1 日 
16 

全德华人机电工程学会“汽车轻量化及 CAE 技术”特聘专

家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申报                                                                                      教学成果应用及效果证明材料 

 77 

29 
车身结构设计中的先进材料及制造技

术研究 

Rama 

Koganti 

2016 年 11 月 2 日 

2016 年 11 月 4 日 
16 

美国德克萨斯州 JPS 医疗集团战略规划部主管，负责集团

创新中心的执行战略计划和卓越经营绩效管理。还担任密

西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美国西北大学、德克萨斯大学阿灵

顿分校等国际知名高校的客座教授 

30 

德国工业4.0的动机，核心内容及战略

意义 

德国工业4.0在汽车工业的应用 

陈祯福 
2016 年 11 月 7 日 

2016 年 11 月 8 日 
16 

德国法兰克福市 Continental - Teves 先期开发部高级工程

师. 

31 New Materials Used in the Car Maik Broda 
2016 年 11 月 15 日 

2016 年 11 月 16 日 
16 福特汽车欧洲研发中心专家 

32 新能源汽车轻量化技术 
Pingfang 

Tsai 
2016 年 12 月 28 日 16 美国福特汽车 

33 Advanced automated driving 曹东璞 2017 年 4 月 18 日 16 

博士，副教授，英国克兰菲尔德大学驾驶员认知与自动驾

驶实验室主任，中科院自动化所客座研究员，中 国自动化

学会混合平行智能专委会副主任。 

34 汽车工程师的沟通与技巧 韩维建 
2017 年 6 月 5 日 

2017 年 6 月 6 日 
16 美国福特汽车 

35 汽车设计的耐久性分析 苏旭明 
2017 年 6 月 19 日 

2017 年 6 月 20 日 
16 美国福特汽车 

36 未来车辆排放控制技术的发展趋势 徐立峰 
2017 年 6 月 28 日 

2017 年 6 月 29 日 
16 美国福特汽车 

37 人、车、路环境下的智能驾驶 王俊敏 2017 年 7 月 16  

38 

Connected and Automated Vehicles: 

History, Development, M-City, and the 

Future 

彭晖 2017 年 9 月 16 密歇根大学教授 

39 智能感知世界: 车载毫米波雷达与无人 茅逸琴 2017 年 10 月 10 日 16 福特亚深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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驾驶技术 2017 年 10 月 11 日 

40 
未来智能汽车车内人机交互技术及其

发展趋势 
周文亮 

2017 年 10 月 19 日 

2017 年 10 月 20 日 
16 

德国某大型车企高级研发工程师，项目经理。全德华人机

电工程学会人机交互与机器人控制技术特聘专家 

41 
车载毫米波雷达与无人驾驶技术的现

状和未来前景 
李旭阳 

2017 年 10 月 25 日 

2017 年 10 月 26 日 
16 

毕业于德国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微波工程专业，获得

Diplom 以及工学博士学位，供职于德国大型汽车零部件供

应商担任毫米波雷达项目经理，现担任汽车辅助驾驶系统

平 台研发项目经理。 

42 整车制造及汽车生产管理 
Rama 

Koganti 
2017 年 12 月 16 

美国德克萨斯州 JPS 医疗集团战略规划部主管，负责集团

创新中心的执行战略计划和卓越经营绩效管理。还担任密

西根大学安娜堡分校、美国西北大学、德克萨斯大学阿灵

顿分校等国际知名高校的客座教授 

43 
铝合金材料物理冶金及加工制备 

铝合金在汽车零部件上设计与应用 

JuergenHirs

ch 

2018 年 3 月 8 日 

2018 年 3 月 9 日 
16 

德国波恩海德鲁铝业公司担任高级研究员，德国材料科学

协会委员，2015-2016 任理事长，轧制分会中铝方向负责

人，德国科学基金中研发板块评审专家，欧盟-布鲁塞尔研

发委员会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及项目评审专家，德国金属

科学工程协会科学顾问委员会主任，波兰先进材料微纳表

征及研发卓越中心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加拿大 NSERC、

澳大利亚 ARC 国际顾问委员会委员，澳大利亚 CSIRO 科

学评论委员会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委员会委员，国际铝合

金会议国际委员会主席，以及欧洲铝合金会议、Thermec、

ICOTOM、Alu-Messe Essen 等会议委员会委员。 

44 
电动汽车底盘轻量化 

电动汽车车身及其他部件轻量化 
Maik Broda 

2018 年 4 月 24 日 

2018 年 4 月 25 日 
16 福特汽车欧洲公司领导先进材料和工艺研发专家 

45 新能源汽车电池包轻量化设计原理 张式程 
2018 年 5 月 15 日 

2018 年 5 月 16 日 
16 

德国某汽车集团研发中心研究员、高级研究员及项目经

理。技术专长为汽车轻量化及 CAE 技术、汽车疲劳耐久性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申报                                                                                      教学成果应用及效果证明材料 

 79 

和被动安全性以及焊接结构设计与安全保障。发表 50 多篇

学术论文、获多项职务专利、多次获得集团奖励。现任全

德华人机电工程学会主席、哈尔滨工业大学客座教授、中

国科学院海西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全球汽车精英组织副主

席及国务院侨办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 

46 汽车氢燃料电池基础 徐淳川 2018 年 6 月 27 日 16 
福特汽车公司工程研究院研发与创新中心燃料电池汽车部

高级研究员 

 

4.4.2 工程科学前沿讲坛汽车相关汇总 
序

号 
讲座排序 讲座题目 主讲人 讲座时间 讲座地点 主讲人职称及单位 

1 第二讲 
新能源汽车核心技术 - 高密度

高性能的电驱动系统的研究 
陆帅 2012 年 5 月 23 日 主教 504 教授，重庆大学电气工程学院 

2 第三讲 汽车碰撞安全性能研发体系 赵会 2012 年 6 月 1 日 主教 105 
博士、总工程师，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

公司 

3 第四讲 
从汽车噪声振动控制到声品质

设计 
庞剑 2012 年 6 月 1 日 主教 116 

博士，长安汽车研究总院副院长、总工程

师 

4 第五讲 汽车主动安全及发展趋势 黎予生 2012 年 6 月 5 日 主教 504 
博士，长安汽车工程研究总院副院长、总

工程师 

5 第十三讲 镁合金和镁合金连接的耐久性 苏旭明 2012 年 6 月 27 日 主教 504 Ford Motor Company（福特汽车公司） 

6 第十四讲 汽车工业的优化 
Dr. Ren-Jye 

Yang 
2012 年 6 月 27 日 主教 504 Ford Motor Company（福特汽车公司） 

7 第十七讲 汽车安全技术发展趋势 
Dr. James 

C. Cheng 
2012 年 8 月 27 日 传动实验室 217 Ford Motor Company（福特汽车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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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第十八讲 
计算机建模与分析在汽车动力

总成设计中的应用概述 
石放辉 2012 年 9 月 4 日 传动实验室 217 博士，美国通用汽车公司 

9 第十九讲 

Prepare for a challenging and 

exciting career in automotive 

industry 

韩维建 2012 年 9 月 13 日 主教 504 Ph.D.  Ford Motor Company 

10 第三十八讲 

Wireless Charging of Electric 

Vehicle Batteries for Economic 

and Safe Future Transportation 

Prof. 

Chunting 

Chris Mi 

2013 年 5 月 28 日 传动实验室 217 University of Michigan 

11 第四十讲 

Thermo-Mechanical Fatigue of 

Powertrain Components: 

Experiments and Simulation 

Dr. Carlos 

C. Engler-

Pinto Jr. 

2013 年 6 月 26 日 材料学院 210 报告厅 美国福特汽车公司材料部技术专家 

12 第四十一讲 Driving Innovation 
Paul 

Mascarenas 
2013 年 6 月 28 日 民主湖报告厅 Ford CTO 

13 第四十二讲 
Research in vehicle ride dynamics 

and comfort 
Dr. Yi Qiu 2013 年 7 月 18 日 传动实验室 217 University of Southampton, U.K. 

14 第四十三讲 质量意识与企业发展 鲍益新 2013 年 9 月 22 日 国际会议厅 306 
博士，宇龙计算机通信（酷派）高级副总

裁 

15 第四十四讲 
混合动力汽车的设计和控制、

智能汽车的现状和挑战 
彭辉 2013 年 10 月 8 日 主教 504 教授，美国密西根大学 

16 第四十八讲 
汽车安全研究的挑战与未来发

展趋势 

Dr. Priya 

Prasad 
2013 年 10 月 27 日 民主湖报告厅 美国工程院院士 

17 第四十九讲 
Smart Mobility Research at TUAT 

and JARI 

MasaoNaga

i 永井正夫 
2013 年 10 月 28 日 主教 504 日本汽车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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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第五十六讲 
二氧化碳减排与汽车工业面临

的挑战和对策 
周恩序 2013 年 11 月 27 日 主教 504 

福特汽车公司德国亚琛研发中心高级研发

工程师 

19 第六十三讲 
福特翼虎与中国汽车市场：一

个成功车型的诞生 
张意康 2014 年 2 月 24 日 国际会议厅 306 

福特亚太翼虎 SUV 项目管理总监及总工程

师 

20 第六十四讲 
汽车车身结构设计与分析的发

展趋势 
郭佑民 2014 年 2 月 25 日 传动实验室 217 长安汽车特聘资深技术专家 

21 第六十六讲 汽车安全研究及其发展趋势 周启峰 2014 年 4 月 2 日 传动实验室 217 美国福特公司 

22 第七十四讲 

Multi-material Solutions for 

Automotive Vehicle Light 

Weighting 

Warren 

Poole 
2014 年 5 月 15 日 主教 504 教授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23 第七十五讲 
集成计算材料工程的研究及其

在汽车工业的应用 
李梅 2014 年 5 月 15 日 主教 504 博士 美国福特公司 

24 第七十七讲 

Automotive Body Structure-

Functional Considerations（基于

功能的汽车车身设计制造工

程） 

Richard W. 

Vanker 
2014 年 5 月 27 日 传动实验室 217 

原福特汽车公司亚太与非洲区

技术总监 

25 第七十八讲 

Automotive Product Development 

Process（全球化汽车产品开发

流程） 

Richard W. 

Vanker 
2014 年 5 月 29 日 主教 504 原福特汽车公司亚太与非洲区技术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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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3 汽车工程前沿讲坛汇总 
序

号 

讲座排

序 
讲座题目 主讲人 讲座时间 讲座地点 主讲人职称及单位 

1 第 1 讲 
全球主要汽车公司动力总

成可持续发展战略 
周恩序 

2014 年 11 月 19

日 
主教 504 教授，重庆大学汽车工程学院 

2 第 2 讲 
汽车工程中的系统工程研

究 

Roma 

Koganti 

2014 年 12 月 17

日 
主教 515 

美国德州 JPS 医疗集团战略规划部主

管、德州大学阿灵顿分校客座教授 

3 第 3 讲 
车用汽油机技术的发展及

对未来汽车动力的展望 
杨嘉林 2015 年 1 月 16 日 主教 515 

前美国福特汽车公司高级技术专家 

博士 

4 第 4 讲 
汽车领域铝合金板材的应

用 
赵坤民 2015 年 3 月 31 日 主教 504 

国家第八批“千人计划”引进专家，工

信部“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装备”

科技重大专项领军人才，教育部“长

江学者”评审专家。 

5 第 5 讲 
铝合金车身板的研究开发

及应用动向 
赵丕植 2015 年 5 月 22 日 主教 515 

中组部“千人计划”国家特聘专家，

中国铝业公司首席工程师，江苏省创

新创业领军人才，苏州有色金属研究

院铝加工工艺研究所所长。 

6 第 6 讲 
现代汽车底盘电控技术的

特点，现状及发展趋势 
陈祯福 2015 年 5 月 25 日 五教 211 

湖北省楚天学者，全德华人机电工程

学会副主席，武汉理工大学，南昌大

学客座教授。 

7 第 7 讲 

汽车控制器系统的功能安

全技术 - 实施 ISO26262

的实践和经验 

葛杰 2015 年 5 月 25 日 五教 211 
博士，全德华人机电工程学会汽车电

力驱动控制技术特聘专家。 

8 第 8 讲 
智能机器人与无人驾驶汽

车 
张天光 2015 年 5 月 26 日 五教 211 

德国慕尼黑工业大学博士，全德华人

机电工程学会理事，机电一体化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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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聘专家。 

9 第 9 讲 
汽车智能传感器的研发、

制造技术以及应用案例 
武震宇 2015 年 5 月 26 日 五教 211 

德国乌尔姆大学工学博士，全德华人

机电工程学会理事、汽车电子技术特

聘专家。高级研发工程师、项目经理 

10 第 10 讲 
汽车轻量化技术及其发展

趋势 
张式程 2015 年 5 月 26 日 五教 211 

兼任全德华人机电工程学会主席、汽

车轻量化及CAE技术特聘专家、哈尔

滨工业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科学院海

西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及全球汽车精英

组织副主席。 

11 第 11 讲 
现代自动变速箱技术分析

及发展趋势 
罗本进 2015 年 5 月 26 日 五教 211 

德国斯图加特大学博士，全德华人机

电工程学会副主席，动力总成及自动

变速器特聘专家。 

12 第 12 讲 
振动和噪声的分析方法及

其在汽车研发中的应用 
安琪 2015 年 5 月 28 日 研究生院 509 

清华大学的出国研究生，德国达姆施

达特大学的博士，全德华人机电工程

学会历届理事，振动和噪声的特聘专

家 

13 第 13 讲 
Development of Automated 

and Connected Vehicles 
彭晖 

2015 年 10 月 14

日 
国际会议厅 306 

美国密西根大学机械工程系终生教

授，中美政府合作清洁能源汽车项目

美方负责人，清华大学长江学者 

14 第 14 讲 
Saving Lives -Safety Test 

Methodologies and ATD 
周启峰 

2015 年 10 月 28

日 
主教 506 

车辆翻滚碰撞研究的技术先驱、汽车

工程师学会(SAE)会士(Fellow)、福特

公司资深汽车碰撞安全专家、长期担

任SAE国际会议汽车安全论坛的组织

者和多个国际期刊的主编 

15 第 15 讲 智能网联汽车发展趋势与 孔凡忠 2015 年 11 月 10 主教 506 长安汽车工程研究总院副院长，兼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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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策 日 睿骋产品项目总监 

16 第 16 讲 智能网联汽车 李克强 
2015 年 12 月 12

日 
主教 504 

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系主任，教育部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17 第 17 讲 
多学科优化设计及其在汽

车研发中的应用 

Ching-Hung 

Chuang 

2015 年 12 月 30

日 
主教 504 

博士，福特研发与先进工程中心汽车

安全与优化设计技术专家 

18 第 18 讲 
国际新能源车最新发展态

势和轻量化重要作用 
莫凡 2016 年 2 月 24 日 主教 504 

中德汽车轻量化联合研发中心总协调

人、同济大学教授 

19 第 19 讲 

Design for Reliability and 

Sustainability in Automotive 

Engineering 

江永瑞 2016 年 4 月 7 日 主教 504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发动机可靠性

总监 

20 第 20 讲 
内燃机节能减排解读——

兼谈替代燃料 
姚春德 2016 年 4 月 22 日 八教 103 

天津大学教授，燃机燃烧学国家重点

实验室副主任 

21 第 21 讲 智能制造与先进夹具技术 袁华 2016 年 4 月 29 日 主教 504 

德国斯图加特大学工学博士、同济大

学客座教授、合肥工业大学客座教

授、资深机械制造专家、资深工业技

术咨询专家 

22 第 22 讲 
如何成为一名汽车造型设

计师 
岩田正史 2016 年 5 月 18 日 主教 504 日本三菱汽车设计专家 

23 第 23 讲 
Automotive Body Structure 

– Functional Considerations 

Richard W. 

Vanker 
2016 年 6 月 1 日 主教 504 

美国福特汽车专家全球技术发展有限

公司董事长 

24 第 24 讲 
材料规范与回收： 2015

款福特 F-150 及未来车型 

Laurent B. 

Chappuis 
2016 年 6 月 12 日 主教 504 美国福特汽车专家 

25 第 25 讲 

Intelligent Vehicle Systems 

and Control and Their 

Applications 

吕建波 2016 年 6 月 20 日 主教 504 美国福特汽车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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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第 26 讲 

In Search Of Novel Power -

Split HybridElectric 

Vehicles 

Dongsuk 

Kum 
2016 年 9 月 2 日 主教 515 韩国科学技术院专家 

27 第 27 讲 
Passive, Active and 

Integrated Safety 
周启峰 2016 年 9 月 21 日 八教 601 

美国韦恩州立大学教授，福特汽车碰

撞安全专家，SAE 国际会议汽车安全

论坛的组织者 

28 第 28 讲 
On-going Research on 

Sound and Vibration 
成利 

2016 年 10 月 19

日 
理科楼 505 香港理工大学教授 

29 第 29 讲 
交通智能——引领未来汽

车发展的新趋势 

Rama 

Koganti 
2016 年 11 月 3 日 理科楼 505 

美国德克萨斯州 JPS 医疗集团战略规

划部主管，密西根大学安娜堡分校、

美国西北大学、德克萨斯大学阿灵顿

分校等国际知名高校的客座教授，前

福特汽车研发中心车身工程技术专家 

30 第 30 讲 德国工业 4.0 的实践体会 陈祯福 2016 年 11 月 9 日 理科楼 505 

德国大陆集团高级工程师，湖北省楚

天学者，欧洲学院特聘教授，最早实

践德国工业 4.0 的华人工程师之一。 

31 第 31 讲 
关于汽车风振噪声 CFD 仿

真的技术 

CHANG-

FA AN 
2016 年 12 月 2 日 理科楼 505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高级科学顾问 

32 第 32 讲 
汽车轻量化技术及其发展

趋势 
张式程 2017 年 4 月 19 日 理科楼 505 

全德华人机电工程学会主席、哈尔滨

工业大学客座教授、中国科学院海西

研究院客座研究员、全球汽车精英组

织副主席。 

33 第 33 讲 
发动机摩擦分析与二氧化

碳减排新技术 
闫小峰 2017 年 4 月 19 日 理科楼 505 

现于德国 Robert Bosch Battery 

Systems 公司工作，从事车用锂电池

系统及新能源汽车客户项目的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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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德华人机电工程学会理事，秘书

长, 全德华人机电工程学会汽车新能

源技术特聘专家。 

34 第 34 讲 
锂离子动力电池系统开发

策略及趋势 
周文亮 2017 年 4 月 19 日 理科楼 505 

全德华人机电工程学会车内人机交互

与机器人自动控制特聘专家。 

35 第 35 讲 
网络环境下电池系统的运

行状态的监测及管理 

Michael 

Pecht 
2017 年 5 月 12 日 八教 511 

美国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 of 

Maryland）机械工程学院和应用数学

学院主席教授 

36 第 36 讲 

Connected and Automated 

Vehicles: History, 

Development, M-City, and 

the Future 

彭晖 2017 年 9 月 26 日 理科楼 505 美国密歇根大学教授 

37 第 37 讲 
Smart Device Applications 

for Industrial 4.0 
孙家宁 2017 年 9 月 28 日 理科楼 505 德国亚琛工业大学博士 

38 第 38 讲 
基于车辆移动性和传输实

时性的可预测无线网络 
张洪伟 

2017 年 10 月 13

日 
主教 2201 美国爱荷华州立大学终身教授 

39 第 39 讲 
未来智能汽车车内人机交

互技术及其发展趋势 
周文亮 

2017 年 10 月 21

日 
理科楼 505 

德国某大型车企高级研发工程师，项

目经理。全德华人机电工程学会人机

交互与机器人控制技术特聘专家。 

40 第 40 讲 
智能感知世界: 车载毫米

波雷达与无人驾驶技术 
李旭阳 

2017 年 10 月 25

日 
理科楼 505 

供职于德国大型汽车零部件供应商担

任毫米波雷达项目经理， 现担任汽

车辅助驾驶系统平台研发项目经理。 

41 第 41 讲 
Enabling Technologies for 

Autonomous Vehicles 

Ramakrishn

a Prasad 

Koganti 

2017 年 12 月 26

日 
理科楼 505 美国福特汽车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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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第 42 讲 

Recent Development in 

Aluminium Application for 

Modern Light-weight Car 

Design 

Jürgen 

Hirsch 
2018 年 3 月 8 日 理科楼 505 欧洲铝协会教育和技术委员会负责人 

43 第 43 讲 
汽车轻量化技术及其发展

趋势 
张式程 2018 年 5 月 17 日 五教 312 

德国某汽车集团研发中心研究员、高

级研究员及项目经理 

44 第 44 讲 
氢燃料电池汽车技术及进

展 
徐淳川 2018 年 6 月 26 日 理科楼 505 

福特汽车公司工程研究院研发与创新

中心燃料电池汽车部高级研究员 

45 第 45 讲 
基于主动安全的机械弹性

车轮与人-机共驾技术研究 
赵又群 2018 年 6 月 26 日 传动 219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车辆工程专业教授 

46 第 46 讲 
Internet of Vehicles（车联

网） 
张彦 2018 年 7 月 2 日 理科楼 505 

挪威奥斯陆大学信息工程学院终身正

教授 

47 第 47 讲 

Co-Creation,Real-Time, 

Simulator-Driven Processes 

For Vehicle System 

Development 

Aki 

Mikkola, 
2018 年 8 月 24 日 理科楼 505 芬兰拉普兰塔理工大学教授 

48 第 48 讲 

Enabling smart, renewable 

and sustainable energy 

technologies –My viewpoint 

and plans based on 

experience in industry and 

academia 

Foley 
2018 年 10 月 22

日 
理科楼 505 贝尔法士特女王大学教授 

49 第 49 讲 

Sensorless Control, Fault 

Detection and Tolerance for 

Permanent Magnet 

Roberto 

Leidhold 
2019 年 3 月 19 日 理科楼 505 德国马格德堡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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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chronous Motors 

50 第 50 讲 
新能源汽车变速器技术现

状及发展趋势 
陈勇 

2019 年 10 月 28

日 
传动 219 

河北工业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博

士生导师，国家“千人计划”特聘专

家。现任天津市新能源汽车动力传动

与安全技术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

河北工业大学新能源汽车研究中心主

任 

51 第 51 讲 工业 4.0 与科研实践 郭余宝 
2019 年 12 月 30

日 
理科楼 507 

德国亚琛工业大学数学系终身教授、

该校首位华人教授、“德中合作汤若

望协会”副主席 

52 第 52 讲 

汽车工业发展历程及展望

——社会贡献，领先技

术，智慧出行 

陈方 
2020 年 10 月 23

日 
理科楼 505 国家特聘专家、重庆大学特聘教授 

53 第 53 讲 
从传统汽车动力学到认知

自动驾驶 
曹东璞 2021 年 3 月 11 日 理科楼 505 

加拿大自动驾驶首席科学家，滑铁卢

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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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前沿讲坛通知网址：http://qczx.cqu.edu.cn/tzgg1.htm 

 
汽车前沿讲坛报道网址：http://qczx.cqu.edu.cn/xwdt/zxxw.htm 

 
 

 

 

http://qczx.cqu.edu.cn/tzgg1.htm
http://qczx.cqu.edu.cn/xwdt/zxxw.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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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性讲座截图： 

第一讲-全球主要汽车公司动力总成可持续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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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十三讲-从传统汽车动力学到认知自动驾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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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新编教材 
4.5.1  协同创新中心策划出版丛书 
 

 

 

 

  

 

 

序

号 
图书名称 作者 出版时间 

1 汽车设计的耐久性分析 苏旭明，郑鑫，李大永 2016 年 10 月 

2 汽车动力总成现代技术 张亮，李文凯 2017 年 1 月 

3 汽车材料及轻量化趋势 韩维建，张瑞杰，郑江 2017 年 3 月 

4 汽车安全的仿真与优化设计 詹振飞，石磊 2017 年 6 月 

5 中国汽车二氧化碳减排路径 杨晶 2017 年 10 月 

6 汽车尾气净化处理技术 郭刚，徐立峰，张少君 2018 年 1 月 

7 智能汽车关键技术与设计方法 王科，李霖 2019 年 1 月 

8 电动汽车前沿技术及应用 文浩，曾涛，徐淳川 2019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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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编-《汽车动力总成现代技术》 

 
 

主编-《汽车设计的耐久性分析》 

 
 

主编-《中国汽车二氧化碳减排路径 全球气候变化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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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编-《智能汽车关键技术与设计方法》 

 
 

主编-《汽车尾气净化处理技术》 

 
 

主编-《汽车安全的仿真与优化设计》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申报                                 教学成果应用及效果证明材料 

 96 

主编-《汽车材料及轻量化趋势》 

  
 

4.5.2 协同创新中心策划出版英文教材 

《Mechanics and Design for Product Life Prediction（Ⅰ）》 

 
《Mechanics and Design for Product Life Prediction（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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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3 出版的学术能力教材 

主编修订-《高水平学术论文写作与发表》 

   
 

4.5.4 出版专著/编著/译著  

（一）主编修订-《智能环境友好型车辆：概念、技术架构与工程实现》 

（二）主编修订-《先进车辆系统动力学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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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编修订-《先进电动汽车状态估计与辨识》 

（四）自主品牌汽车技术丛书-重大出版社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申报                                 教学成果应用及效果证明材料 

 99 

4.5.5 教材推广 

（1） 机械工业出版社丛书推广 

（2） 重庆大学出版社推广 

 

（3） 教材上海交通大学推广 

（4） 教材庆铃汽车推广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申报                                 教学成果应用及效果证明材料 

 100 

4.6 工程师资 

4.6.1 汽车领域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校内指导教师名单 

 

机械学院： 
郭  钢   胡建军   柏  林   曹华军   曹  乐   陈兵奎   陈晓慧     

陈友玲   褚志刚   邓  蕾   邓兆祥   董小闵   段  鹰   何  彦    

贺岩松   胡玉梅   黄忠全   鞠萍华   雷  琦   李国龙   李以农    

林  超   林  云   刘永刚   罗  键   倪  霖   秦大同   阮登芳    

舒红宇   宋立权   宋豫川   孙冬野   汤宝平   王光建   王  攀    

王  旭   谢志江   徐中明   鄢  萍   杨  诚   杨  为   杨亚联    

杨  阳   尹  超   张  力   张正文   张志飞   郑  玲   周  忆    

朱才朝   胡明辉   舒  红   詹振飞   邵毅敏   王时龙   刘振军    

李聪波   刘怀举   罗远新   宋朝省    

 

电气学院： 
李永明   沈启平   姚  骏   高  锋   陆  帅   杨  帆   刘和平    

罗全明   王  平   张  谦   徐奇伟   汪泉弟   江  渝 

 

动力学院： 
李夔宁   李隆键   郑朝蕾 

 

资环/航空航天学院： 
郭早阳   严  波   蹇开林   张  华   张永祥   杨昌棋   陈立明 

 

材料学院： 
温  彤   陈兴品   李新禄   辛仁龙   张育新   张志清   赵建华    

郑  江   袁新建   周  正   刘  庆   贾志宏   白晨光   黄光杰    

蒋  斌   韩  刚   谢卫东   曹韩学   曹玲飞   陈泽军   邓德安    

何维均   刘施峰   栾佰峰   Robert E.Sanders,jr        权国政    

沈  骏   孙德恩   王梦寒   夏玉峰   薛寒松   游国强     

唐  山   龙思远   张  静   周  杰 

 

通信学院： 
陈建军   仲元红   韩庆文   黄智勇   刘丹平   刘晓明   蒋  阳   

仲元昌   曹海林    曾 浩   贾云健   雷剑梅   刘 涛   任 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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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朝   唐明春   王  韬   熊  东    何  伟   胡致远    

 

自动化学院： 
程森林   孙棣华   戴  欣   段其昌   高富强   凌  睿   赵  敏    

柴  毅   盛朝强   王  斌   谢昭莉   王智慧   王  磊   陈  刚   

郭茂耘   蒙建波   屈剑锋   沈志熙   石  欣   苏晓杰   薛方正    

尹宏鹏 

 

光电学院： 
浮  洁   余  淼   张红辉   廖昌荣   李正浩   罗  钧 

 

计算机学院： 
汪成亮   杨吉云   曾令秋   钟  将   郭  平   刘  铎   刘  凯 

 

汽车学院： 
卢少波   秦  毅   谢  翌   陈小安   皮阳军   王家序 

 

软件学院： 
陈  远   高  旻   吴映波   杨正益   张  毅   洪  沙 

 

航空航天学院： 
李卫国   李元庆   王新筑 

 

艺术学院： 
夏进军 

 

物理学院： 
方  亮 

 

4.6.2 汽车领域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校外指导教师名单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11 人】（均为：车辆工程） 
刘  波   黎予生   任  凡   邓雅红   李传兵   余成龙   张劲松     

庞  剑   詹樟松   赵  会   杨金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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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特汽车公司：【1 人】（车辆工程） 
韩维建 

 

上海加冷松芝汽车空调股份有限公司：【1 人】动力工程及热物 

理   
黄国强 

 

重庆超力高科技有限责任公司：【5 人】动力工程及热物理 
陈苏红   秦  健   师胜杰   顾  毅  刘道川 

 

重庆望江工业有限公司：【2 人】机械工程 
宋永乐   袁隆华   

 

重庆大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5 人】机械工程 
吴传友   李春宏   任开华   盛  陈   吴文勇 

 

上汽依维柯红岩商用车有限公司技术中心：【8 人】车辆工程 
袁子高   邓显斌   奉志坚   彭华东   曾采德   魏明清   郑广勇    

苏  宇 

 

西南铝业（集团）有限公司：【1 人】材料工程 
林林 

 

重庆国际复合材料有限公司：【1 人】材料工程 
曾庆文 

 

中国长安汽车工程研究总院：【3 人】车辆工程 
吴存学   何举刚   李  旭 

 

重庆小康工业集团：【1 人】车辆工程 
刘承科  

 

重庆车辆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1 人】车辆工程 
刘青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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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恒通客车有限公司：【2 人】车辆工程 
万  昶   达永东 

 

重庆红江机械有限责任公司：【1 人】机械工程 
王勇智  

 

西南计算机有限责任公司（789 厂）：【1 人】计算机软件与理

论 
徐  萍  

 

中国汽车工程研究院股份有限公司：【4 人】车辆工程 
张  浩   梅宗信   甘海云   谢  飞 

 

重庆集诚汽车电子有限责任公司：【1 人】电子、通信与自动控

制 

技术 
曾家黔 

 

4.6.3  博士研究生校外指导教师名单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11 人】车辆工程 
黎  予   庞  剑   朱华荣   马  军   罗明刚   赵  会   陈  方     

季方胜   许春铁   Ren-Jye Yang       苏  岭    

 

重庆理工大学：【2 人】 
石晓辉（车辆工程）   许洪斌（机械工程） 

 

美国福特汽车：【2 人】 
吕建波   韩维建 

 

4.6.4  海外导师 

 
序 号 姓名 职称 单位 

1 Amir Khajepour 教授 加拿大滑铁卢大学 

2 Andre L. Boehman 教授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Ann Ar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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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Chen Yifan 高级工程师 福特汽车研究与创新中心 

4 Clifford C. Chou 高级工程师 Ford Motor Company 

5 Hong Tae Kang 副教授 密西根大学迪尔伯恩分校 

6 Jacob Zindel 高级工程师 美国福特研究与创新中心 

7 Johnson Go 高级工程师 
Novelis Global Research & 

Technology Center 

8 Maik Broda 短聘教授 Fraunhofer IST 

9 Mehdi Ahmadian 教授 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 

10 Peiran Ding 高级工程师 ANSYS Ann Arbor 

11 Rokus van Iperen 高级工程师 
Bosch Transmission 

Technology 

12 ROBERT PARKER 教授 佐治亚理工大学/重庆大学 

13 周恩序 教授 福特汽车（德国）/重庆大学 

14 曹东璞 教授 滑铁卢大学 

15 吕建波 高级工程师 美国福特研究与创新中心 

16 张  毅 教授 密歇根大学迪尔本分校 

17 赵一帆 讲师 英国克兰菲尔德大学 

18 CHIN Cheng Siong 副教授 纽卡斯尔大学（新加坡） 

19 郭余宝 教授 德国亚琛工业大学 

20 韩  明 首席科学家 新加坡淡马锡理工学院 

21 关健雄 教授/学部主任 新加坡淡马锡理工学院 

22 贾俊波 教授 新加坡淡马锡理工学院 

23 高祖昌 高级工程师 新加坡淡马锡理工学院 

24 王谷城 
中心主任/高级工

程师 
新加坡淡马锡理工学院 

25 王  磊 高级工程师 新加坡淡马锡理工学院 

 

4.6.5 高校青年教师到协同企业培养工程素养 46 人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及职称 互聘互派单位 

1 詹振飞 重庆大学/教授 长安汽车 

2 王  科 重庆大学/副教授 长安汽车 

3 胡晓松 重庆大学/教授 长安汽车 

4 杜  雄 重庆大学/教授 长安汽车 

5 褚志刚 重庆大学/教授 中国汽研 

6 王  攀 重庆大学/副教授 中国汽研 

7 阳小光 重庆大学/讲师 中国汽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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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及职称 互聘互派单位 

8 张志飞 重庆大学/副教授 中国汽研 

9 卢少波 重庆大学/副教授 中国汽研 

10 帅  旗 重庆大学/讲师 中国汽研 

11 张财志 重庆大学/研究员 中国汽研 

12 胡明辉 重庆大学/教授 长安汽车 

13 高  峰 重庆大学/教授 中国汽研 

14 孙棣华 重庆大学/教授 中国汽研 

15 孙东阳 重庆大学/讲师 青山工业 

16 刘瑶璐 重庆大学/讲师 青山工业 

17 贾志宏 重庆大学/教授 青山工业 

18 张志清 重庆大学/教授 青山工业 

19 胡建军 重庆大学/教授 青山工业 

20 胡明辉 重庆大学/教授 青山工业 

21 刘永刚 重庆大学/副教授 青山工业 

22 曹玲飞 重庆大学/教授 重庆超力高科 

23 郑  江 重庆大学/教授 西南铝业 

24 叶  明 重庆理工/技术骨干 长安汽车 

25 胡远志 重庆理工/技术骨干 长安汽车 

26 刘  西 重庆理工/技术骨干 长安汽车 

27 冯仁华 重庆理工/技术骨干 长安汽车 

28 郝建军 重庆理工/技术骨干 长安汽车 

29 邹喜红 重庆理工/技术骨干 青山工业 

30 施  全 重庆理工/技术骨干 青山工业 

31 张志刚 重庆理工/技术骨干 青山工业 

32 胡远志 重庆理工/技术骨干 青山工业 

33 赖晨光 重庆理工/技术骨干 中国汽研 

34 黄  江 重庆理工/技术骨干 中国汽研 

35 蒋建春 重庆邮电/技术骨干 长安汽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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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及职称 互聘互派单位 

36 徐  洋 重庆邮电/技术骨干 长安汽车 

37 李永福 重庆邮电/技术骨干 长安汽车 

38 冯明驰 重庆邮电/技术骨干 长安汽车 

39 朱  浩 重庆邮电/技术骨干 长安汽车 

40 刘  琳 重庆邮电/技术骨干 中国汽研 

41 梁站维 重庆邮电/技术骨干 中国汽研 

42 冯  松 重庆邮电/技术骨干 中国汽研 

43 曾素华 重庆邮电/技术骨干 中国汽研 

44 陈  阔 重庆邮电/技术骨干 中国汽研 

45 李  锐 重庆邮电/技术骨干 西南铝业 

46 李嫄源 重庆邮电/技术骨干 西南铝业 

 

4.6.6  学位分委会名单 

 
秦大同   贺岩松   王家序   孙冬野   郭  钢   胡玉梅   谢卫东     

朱才朝   黎予生   徐中明   郑  玲   张  力   舒红宇   郑朝蕾     

陆  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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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论文选题  
4.7.1 长安发布企业课题题目 

序号 领域 
项目与校方联系

人 
课题名称 需求学历 需求人数 需求专业 

一、研究总院需求    26  

1 CAE 昝建明、赵蕾 
基于稳态流场模拟的侧窗湍流脉动压力载荷和

声载荷评估方法研究 
博士 1 流体力学 

2 CAE 昝建明、毛显红 数字路面模拟技术研究 博士 1 
力学专业/车辆专业/测量专业（熟悉

采集设备及数据处理） 

3 CAE 昝建明、周云平 载荷等效技术研究 博士 1 
力学专业/车辆专业/测量专业（熟悉

采集设备及数据处理） 

4 CAE 昝建明、毛显红 发动机悬置衬套耐久性能衰减研究 博士 1 力学专业/车辆专业 

5 CAE 昝建明、毛显红 基于整车 VPG 仿真技术的耐久数字轮胎研究 博士 1 力学专业/车辆专业 

6 CAE 昝建明、张松波 全景天窗性能控制指标研究 博士 1 力学/车辆工程/机械设计 

7 CAE 昝建明、王卓 CAE 稳健性优化设计研究 博士 1 力学/车辆工程/机械设计 

8 CAE 昝建明、王卓 CAE 模态减缩子结构技术研究 博士 1 力学/车辆工程/机械设计 

9 NVH 贺岩松 车用发电机声品质开发与控制技术 硕士 2 车辆工程 

10 可靠性 董益亮 载荷谱分析技术研究 硕士 1 

车辆工程/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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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造型设计 李长存 微型电动车 硕士 2 工业设计（交通工具设计方向） 

12 造型设计 李长存 未来新车型造型设计 硕士 2 工业设计（交通工具设计方向） 

13 造型设计 李长存 汽车概念创意设计 硕士 3 工业设计（交通工具设计方向） 

14 造型设计 李长存 汽车概念创意设计 硕士 2 工业设计（交通工具设计方向） 

15 造型设计 李长存 汽车概念创意设计 硕士 1 工业设计（交通工具设计方向） 

16 造型设计 李长存 造型数字化设计 硕士 3 工业设计（交通工具设计方向） 

17 造型设计 李长存 模型设计 硕士 1 工业设计（交通工具设计方向） 

18 造型设计 李长存 造型数字化设计 硕士 1 工业设计（交通工具设计方向） 

二、商用车事业部

需求 
   46  

1 性能开发 黄娟 整车性能与车身功能尺寸研究 博士/硕士 3 车辆工程 

2 NVH 薛旭升 车身气密性与车内外气压平衡研究 博士/硕士 2 车辆工程、机械设计与制造、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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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新工艺 薛旭升 铝合金连接性能研究 博士/硕士 2 
车辆工程、材料工程、焊接工艺、机

械设计 

4 NVH 薛旭升 特殊激励下的顶盖振动特性研究 博士/硕士 2 车辆工程、机械设计与制造 

5 CAE 薛旭升 后驱变速器车身安装托架性能研究 博士/硕士 2 
车辆工程、机械设计与制造、热动专

业 

6 CAE 刘敏 密封条排气孔对关闭力影响研究 博士/硕士 2 
车辆工程、机械设计与制造、材料专

业、力学 

7 CAE 唐小川 
四门两盖行驶过程中的振颤异响 CAE 分析研

究 
博士/硕士 3 

车辆工程、机械设计与制造、材料专

业、力学 

8 CAE 刘敏 玻璃升降过程中阻尼力计算、平衡分析研究 博士/硕士 2 
车辆工程、机械设计与制造、材料专

业、力学 

9 底盘 刘强 
《底盘行驶性能客观测试精细化工程及主客观

性能对应体系建设》 
博士 1 动力学 

10 机车匹配 陈升 ORVR 系统匹配 

硕士 1 汽车及发动机相关专业 

博士 1 汽车及发动机相关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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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机车匹配 夏海宝 新能源汽车动力经济性试验方法 博士 1 新能源汽车相关专业 

12 机车匹配 周渝 HCU 软件开发 博士 2 汽车及发动机相关专业 

13 机车匹配 熊茂臣 电机控制器软件开发 博士 2 新能源汽车相关专业 

14 传动系统 谭雪林 换挡性能提升分析及优化能力建设 博士 1 变速器设计 

15 传动系统 谭雪林 直齿结构倒档机构性能提升 博士 1 变速器设计 

16 总布置 

潘罗 眩目分析软件开发 博士 2 软件开发、车辆工程 

潘罗 人机台架开发（多功能车） 博士 4 
机电专业、电气信息工程、软件开

发、机械设计 

17 平台研究 

杨英杰 平台规划 
硕士及以

上 
1 车辆工程 

杨英杰 新能源平台规划 
硕士及以

上 
1 车辆工程 

18 
内外饰

CAE 
王超 仪表板仿真分析 硕士 1 力学 

19 
内外饰

CAE 
王超 内外饰零部件的拓扑优化 

硕士、博

士 
2 力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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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内外饰非

金属高分

子材料 

王超 汽车用环保型聚氨酯发泡材料的应用研究 
硕士、博

士 
2 材料学（聚氨酯发泡材料研究方向） 

21 
内外饰非

金属模具 
王超 汽车内外饰模具运动仿真分析 

硕士、博

士 
2 模具工程 

22 空调 李京苑 双蒸空调系统回油匹配研究及优化 博士 1 
制冷与低温、热能与动力、工程热物

理 

23 空调 李京苑 TXV 啸叫匹配研究及优化 博士 1 
制冷与低温、热能与动力、工程热物

理 

三、动力院需求    7  

1 NVH 余波 变速器齿轮参数与啮合接触性能的灵敏度研究 博士 1 机械、力学 

2 尺寸工程 谌伦武 发动机尺寸公差分析 
本科及以

上 
2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动力机械及工程 

热能与动力工程 

3 

整车动力

经济性分

析子族 

张晓龙 
基于实际用户使用道路工况及发动机瞬态工况

的油耗分析； 
硕士 2 发动机、车辆、机电等专业 

四、工艺部需求    19  

1 表面处理 范梅梅 —— 硕士 1 化学工程 

2 冲压 何星 —— 硕士 2 材料加工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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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赵永俊 —— 硕士 2 机械电子工程 

4 王泊然 —— 硕士 2 材料加工工程 

5 
智能 

颜先洪 —— 硕士 1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6 刘铸斌 —— 硕士 2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7 总装 吉兴光 —— 硕士 5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8 
新工艺 

黄艳 —— 硕士 2 机械工程、工业工程 

9 林兆富 —— 硕士 1 材料学 

10 机加 彭勇 —— 硕士 1 机械工程、工业工程 

五、电商专责组需

求 
   4  

1 电商 吴卫杰 汽车电商金融、保险业务设计及开发 硕士 2 电子商务 

2 电商 吴卫杰 汽车电商运营方案的设计及实施 硕士 2 电子商务 

合计    102  

备注： 1.课题内容用于学生选毕业论文题目方向   

2.需求学历填写硕士或博士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申报                                                                                      教学成果应用及效果证明材料 

 113 

4.7.2 中国汽研人才培养深化合作课题 
序

号 

项目名

称 
主要研究内容 需求简述 拟达到的目标 

中国汽研 

联系人 

重庆大学 

联系人 

1 

新一代

汽车电

子电器

架构

（EEA）

开发与

测试 

 

1.满足智能网联汽

车、L3 及以上级自动

驾驶汽车的新一代电

子电器硬件和网络架

构设计； 

2.满足高实时性和可

靠性的车载以太网总

线设计； 

3.满足 ISO 26262 和

AUTOSAR 的新一代

车载软件架构及操作

系统可靠性设计； 

4.新一代电子电器架

构网络与信息安全设

计； 

需要高校解决高实时性和可靠性

的车载以太网总线技术、智能网

联汽车信息安全防护技术难题，

需要博士团队引进； 

合作方式可以为合作开发、技术

入股、共建研发机构等 

突破车载以太网总

线的高实时性、可

靠性关键技术；突

破智能网联汽车网

络架构、ECU、T-

Box、IVI、云平

台、APP 和无线

电的攻击检测与防

护关键技术，开发

相应中间件和安防

软件、专用测试设

备、安全测试用例

数据库、漏洞数据

库和防护策略等，

为整车厂和零部件

厂提供测试评价服

务。 

杜晓科 

18580875516 

duxiaoke@caeri.com.cn 

蔡岳平 

13308322376 

caiyueping@cqu.edu.cn 

 

2 

基于合

成射流

控制的

卡车主

动减阻

技术研

究及设

备开发 

通过计算流体力学与

风洞试验相结合的方

法，采用主动控制减

阻技术的流动控制方

式，控制卡车关键气

动部位，尤其是尾流

场的流动结构，探讨

射流减阻的减阻机理

及措施，并开发满足

需要高校提出有效的卡车主动射

流 CFD 仿真方法、提供成熟可靠

的卡车主动射流风洞实验方法及

相应的试验条件，并结合先进的

智能优化技术，对主动流动控制

减阻机理进行深入解析。拟通过

合作开发的方式与高校进行深入

合作。 

突破卡车传统减阻

方法在减阻效果与

实际气动布置上的

局限，形成基于合

成射流控制的卡车

气动性能优化关键

技术，开发射流发

生与控制装置，实

现合成射流控制技

王庆洋 

15811043159 

wangqingyang@caeri.com.cn 

李夔宁 

13983266698 

leejn@cqu.edu.cn 

谢翌 

mailto:caiyueping@cqu.edu.cn
mailto:leejn@cq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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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车工程需要的射流

发生与控制装置。 

术在卡车产品上的

实际应用。 

3 

新能源

汽车监

控数据

挖掘分

析 

数据挖掘 

与汽车及大数据板块的数据挖掘

团队形成固定合作机制，联合开

展新能源汽车监控数据挖掘分析 

开发新能源汽车数

据产品 

高金燕 18523914779 

gaojinyan@caeri.com.cn 

胡晓松 

13618209956 

杨亚联

13193145610、冯飞 

4 

中国汽

车健康

指数 

 

从车内挥发性有机

物、车辆电磁辐射、

车辆在浓颗粒物环境

下对驾乘人员的保

护，以及车内接触性

和吸入性致敏风险角

度，研究车辆与人体

健康的关联，设计健

康车辆的评价方法 

1 合作开展车内有毒有害物质的

检测方法开发及摸底测试 

2.合作推动健康指数 VOC 规程与

国标相关法规的相互支撑； 

3.合作推动健康指数关注物质或

辐射对生物体的毒理效应研究，

部分物质通过体外替代试验建立

健康关联，并通过其建立与毒理

领域研究机构和专业人士的沟通

渠道； 

4.合作推动健康指数与公共卫生

的强关联挂钩，从流行病学等公

共卫生研究领域寻求健康指数必

要性和重要性的事实依据，并通

过其建立与公共卫生领域研究机

构和专业人士的沟通渠道 

5.合作推动电磁辐射生物危害与

汽车关联的研究，并通过期间里

与生物电磁领域研究机构和专业

人士的沟通渠道 

帮助夯实健康指数

的技术底蕴，明确

和强化指数相关板

块的健康关联，并

合作推动健康指数

数据、测试设备、

测评软件等关联应

用 

雷剑梅 15923028806 

leijianmei@caeri.com.cn 

黎学明（化工） 

13883051368 

周志明（化工） 

13500373538 

曾文（材料） 

13658376869 

陈忠礼（城环）

18323499572 

 

5 
智能网

联汽车

针对智能网联汽车发

展过程中面临的道路

网联汽车的通信信道建模及暗室

内的信道场景实现、通信安全性

形成一套基于整车

级电波暗室的智能

雷剑梅 15923028806 

leijianmei@caeri.com.cn 

韩庆文 15213194407 

hqw@cq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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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联性

能暗室

测试关

键技术

研究与

应用 

测试场地资源匮乏、

测试环境可控性差、

信道场景难以稳定再

现、缺乏网联性能边

界测量手段等行业难

题，研究车辆网联应

用问题与网联性能的

关联逻辑、道路测试

网联场景的信道特

点、网联性能极限测

试的环境要求以及整

车级电波暗室在提供

稳定可控测试环境方

面与网联测试需求的

匹配性，突破网联测

试通信信道的建模技

术和被测车辆网联性

能差异的边界量化技

术，提出电波暗室内

整车级网联应用的信

道场景模型，建设基

于整车级电波暗室的

网联应用测试环境和

测试系统，形成整车

级网联应用问题的排

查定位流程与车辆网

联性能的暗室测试流

程。 

理论与技术研究 网联标准化测试体

系（智能网联汽车

的非道路测试体

系） 

 

6 电动车 1.纯电动车在典型碰 合作开发或解决电动车电安全评 突破电动车动力电 史爱民 詹振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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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碰

撞工况

下电安

全评价 

撞工况下电芯、模

组、电池包的力学行

为表征 

2.动力电池系统碰撞

工况的有限元建模方

法研究 

3.电动车电安全仿真

评价体系研究 

4.典型碰撞工况下高

压系统评价指标边界

及评价研究 

价的技术难题 池系统在典型碰撞

工况下的仿真评价

关键技术，形成电

动车电池系统、高

压系统安全综合解

决方案 

13637759022 

shiaimin@caeri.com.cn 

18580722167 

7 

齿轮噪

声预测

和控制 

1.齿轮系统主要结构

设计参数（啮合错

位、传动误差等）对

齿轮噪声的影响分析

及控制； 

2.齿轮系统加工（齿

形齿面误差、端面跳

动、节圆误差等）及

装配参数对齿轮噪声

的影响分析及控制； 

3.齿轮系统与齿轮箱

耦合振动噪声分析与

控制 

1.系统分析齿轮结构参数、加工

参数及装配参数对齿轮噪声影响

分析 

2.准确评估齿轮系统的振动噪声

水平 

 

1.形成齿轮系统

NVH 正向开发能

力 

2.结合电机电磁形

成电驱系统 NVH

正向开发能力 

3.技术支持各齿轮

系统供应商进行

NVH 性能优化，

提供解决方案，同

时支撑部门项目工

作开展 

陈景昌 18083017915 

chenjingchang@caeri.com.cn 

刘长钊 

18725768782 

lczcq@qq.com 

 

魏静: 

13629752837 

363381581@qq.com 

8 
电机噪

声控制 

1.主流车用电机（永

磁、感应、磁阻等）

电磁噪声、机械噪声

等影响因素及控制措

施 

1.系统分析电机结构参数、控制

方式对电电机噪声影响分析 

2.准确评估电机的振动噪声水平 

1.形成电驱系统

NVH 正向开发能

力 

2.技术支持电机供

应商或主机厂进行

陈景昌 18083017915 

chenjingchang@caeri.com.cn 

贺岩松 

13527518067 

hys68@cqu.edu.cn 

刘长钊、杨诚 

mailto:lczcq@qq.com
mailto:hys68@cq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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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电机的主要方式

（矢量控制、直接转

矩等）对电机电磁噪

声的影响 

3.电机电磁噪声及结

构的耦合仿真分析及

控制 

NVH 性能优化，

提供解决方案，同

时支撑部门项目工

作开展 

9 

摩擦噪

声机理

研究 

1.高分子材料的摩擦

异响特性，以及高分

子材料表面能、表面

粗糙度、表面附着力

等相关敏感参数对材

料摩擦异响的影响； 

2.橡胶材料与金属材

料的摩擦特性，以及

温度对橡胶材料摩擦

特性的影响； 

需要高校研究高分子材料在不同

条件（温度、正压力等）下产生

的 Stick-slip 现象以及如何控制的

技术难题、共建试验数据库平

台，以及研究如何对高分子材料

进行表面改性，从而消除摩擦异

响。 

1.要突破汽车内饰

摩擦异响技术瓶

颈、形成高分子材

料摩擦异响控制的

关键技术； 

2.开发各材料兼容

性筛选软件以及提

供由于兼容性差而

导致的异响问题的

解决方案； 

龚小平 15696280780 

gongxiaoping@caeri.com.cn 

孟凡明 

13983981735 

段方利 

 

 

4.7.3  超力高科 2014 年人才培养课题任务 

姓名 职称/职务 所在学院/实验室 联系电话（手机） 电子邮箱 拟承担项目 

唐枋 
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通信工程学院 

集成电路实验室 
18716241877 frankfangtang@gmail.com 3.SCR（选择性催化还原）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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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夔宁 教授/系主任 
动力工程学院/车

用空调研究中心 
13983266698 leekn@cqu.edu.cn 

7、9（已与超力高科签订开发合同，并得到学

校种子基金支持） 

杨吉云 副教授/系主任 计算机学院 13983793873 yangjy@cqu.edu.cn 1.车联网应用技术开发（软硬件） 

刘朝/解

辉 
教授/副教授 动力工程学院 13983832486 liuchao@cqu.edu.cn 2.机械增压（及可能的涡轮增压）技术开发 

徐肖肖/

刘朝 
副教授/教授 动力工程学院 18523114261 xuxiaoxiao@cqu.edu.cn 7.汽车空调热泵技术开发 

张力 教授 机械工程学院 13032343496 zhangli20@cqu.edu.cn 
2、机械增压（及可能的涡轮增压）技术开发 

10、前端冷却模块技术开发 

曹华军 教授 

机械工程学院/机

械传动国家重点

实验室 

13594179248 Hjcao@cqu.edu.cn 2、机械增压（及可能的涡轮增压）技术开发 

詹振飞 研究员 
机械学院/汽车工

程系 
18580722167 zhenfeizhan@cqu.edu.cn 10.前端冷却模块技术开发 

刘晓明 教授（博导） 

重庆大学通信测

控实验中心（教

育部重点实验

室） 

13983099959 13983099959@126.com 1. 车联网应用技术开发（软硬件） 

曾令秋 副教授 计算机学院 13883247302 zenglq@cqu.edu.cn 1. 车联网应用技术开发（软硬件） 

韩庆文 副教授 通讯工程学院 15213194407 hqw@cqu.edu.cn 1. 车联网应用技术开发（软硬件） 

宋立权 教授 机械学院 13527416532 Lqsong5236@hotmail.com 
汽车空调热泵技术开发(车用空调：旋叶式压

缩机，有 4 项国家发明专利) 

吴映波 副教授/系主任 

软件学院企业计

算与软件服务工

程实验室 

13594686661 wyb@cqu.edu.cn 1. 车联网应用技术开发（软硬件） 

mailto:yangjy@cqu.edu.cn
mailto:Hjcao@cqu.edu.cn
mailto:zhenfeizhan@cqu.edu.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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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彬 博士 
动力学院/低温与

制冷实验室 
15923061696 liubin15923@163.com 

9.换热器性能计算模型开发 

10.前端冷却模块技术开发 

王平 
副教授 

（硕导） 
电气工程学院 13594156999 cqu_dq@163.com 车联网应用技术开发（软硬件）(自理题目) 

卞煜 工程师 动力学院 13594647359 bianyu841011@163.com 
9.换热器性能计算模型开发 

10.前端冷却模块技术开发 

宋永端 教授/院长 自动化学院 18623051890 ydsong@cqu.edu.cn 车联网应用技术开发（软硬件） 

王磊 讲师 自动化学院 
18623051890 

13627697978 
leiwang08@cqu.edu.cn 

汽车热系统 CAE 分析：振动耐久，压力交变

耐久和温度交变耐久 

段其昌 教授/室主任 
自动化学院罗克

韦尔实验室 
13452377697 qcduan@cqu.edu.cn 车联网应用技术开发 

蹇开林 教授 航空航天工程 13220275685 cqjian@cqu.edu.cn 
6. 汽车热系统 CAE 分析：振动耐久，压力交

变耐久和温度交变耐久 

曾忠 教授 航空航天学院 13638333680 zzeng@cqu.edu.cn 换热器性能计算模型开发 

张红辉 副教授 光电 15922980428 Hhzhang@cqu.edu.cn 2(和/或 9) 

唐文新 教授 材料学院 18817236602 wenxintang@cqu.edu.cn 3 SCR 选择性催化传感器 

叶延洪 讲师 材料学院 13608395501 yhye1996@163.com 4 油冷器真空焊接工艺 

张志清 副教授 材料学院 18502308345 zqzhang@cqu.edu.cn 5 冷凝器换热性能及耐腐蚀性能提升 

温彤 副教授 材料学院 13018363383 wentong@cqu.edu.cn 8 扁管挤压制造工艺开发 

王梦寒 副教授 材料学院 13637957075 Wmh9792@163.com 10 前端冷却模块技术开发 

唐倩 教授/副院长 机械工程学院 13983664650 tqcqu@cqu.edu.cn 7 汽车空调热泵技术开发 

汤宝平 教授 机械工程学院 13658319901 bptang@cqu.edu.cn 车联网应用技术开发（软硬件） 

阮登芳 教授 机械学院 13527561249 ruandf@cqu.edu.cn 机械增压技术开发 

mailto:cqu_dq@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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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4 2016年企业发布人才培养课题 
序

号 
企业课题 提出企业 

校内导

师 

1 方向盘摆振性能优化与控制技术研究 长安汽车 胡玉梅 

2 铝合金悬置动态冲击断裂力学特性研究 长安汽车 张志飞 

3 
基于产品生命周期管理的产品审计指标评

估体系及评估标准 
长安汽车 郭钢 

4 汽车内外饰精细化工程 长安汽车 郭钢 

5 车内声品质设计 长安汽车 贺岩松 

6 空调噪声控制 长安汽车 王攀 

7 车内声音主动控制 长安汽车 郑玲 

8 发动机半主动悬置 长安汽车 张红辉 

9 
增压直喷汽油机燃烧系统设计和进气混合

过程优化 
长安汽车 郑朝蕾 

10 新能源汽车动力耦合系统分析 长安汽车 舒红 

11 
新能源汽车动力传动系统的策略开发、匹

配控制 
长安汽车 杨为 

12 全自动驾驶系统开发 长安汽车 孙棣华 

13 节能型自适应巡航系统开发 长安汽车 孙冬野 

14 
铝板的生产关键工艺（轧制、拉延、包

边、烘烤、涂装等）研究 
长安汽车 贾志宏 

15 新型耐热低成本镁合金材料研究与验证 长安汽车 郑江 

16 成形性镁板材料和工艺的研究 长安汽车 蒋斌 

17 SCR（选择性催化还原）传感器 超力高科 唐枋 

18 汽车空调热泵技术开发 超力高科 李夔宁 

19 车联网应用技术开发 超力高科 杨吉云 

20 机械增压（及可能的涡轮增压）技术开 超力高科 刘朝 

21 
新一代汽车电子电器架构（EEA）开发与

测试 
中国汽研 蔡岳平 

22 
基于合成射流控制的卡车主动减阻技术研

究及设备开发 
中国汽研 李夔宁 

23 新能源汽车监控数据挖掘分析 中国汽研 胡晓松 

24 中国汽车健康指数 中国汽研 黎学明 

25 
智能网联汽车网联性能暗室测试关键技术

研究与应用 
中国汽研 韩庆文 

26 电动车典型碰撞工况下电安全评价 中国汽研 詹振飞 

27 齿轮噪声预测和控制 中国汽研 刘长钊 

28 电机噪声控制 中国汽研 贺岩松 

29 摩擦噪声机理研究 中国汽研 孟凡明 

30 纯电动轻卡电池支架轻量 庆铃汽车 詹振飞 

31 纯电动皮卡电池支架轻量化 庆铃汽车 陈泽军 

32 轻卡厢式运输铁厢轻量化 庆铃汽车 张志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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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轻卡减壳轻量化方案评价 庆铃汽车 贾志宏 

34 减震器质量提升 东风小康 胡玉梅 

35 后桥噪音解决 东风小康 郑玲 

36 转向系统故障解决与提升 东风小康 张根保 

37 换挡沉重、发卡改善与提升 东风小康 胡玉梅 

 

4.8  实验平台 
序号 平台名称 平台功能 

1 智能车辆试验测试平台 
智能车辆车载雷达、车载视觉系统以及其他传感

器的安装与标定。 

2 车门密封间隙测试试验平台 
车门密封间隙测试硬件条件具备车门密封间隙测

试分析能力。 

3 
传动轴动、静态扭矩测试试

验平台 

传动轴静、动态扭矩测试硬件条件具备传动轴静

态、动态扭矩测试分析能力。 

4 
汽车镁合金零部件制备加工

平台 

汽车镁合金零件成型平台具备汽车轻量化零部件

批量加工能力。 

5 变速器 NVH 测试试验平台 
变速器用整车转毂半消声室具备变速器搭载整车

环境的 NVH 测试验证能力。 

6 快速声源诊断试验平台 
车辆噪声源快速诊断能力硬件，具备车辆噪声源

快速识别分析能力。 

7 动力电池试验台 
动力电池试验台具备开展动力电池测试验证能

力。 

8 探头声源定位试验平台 
车辆噪声源定位能力硬件具备车辆噪声源定位分

析能力。 

9 
整车传动系统动平衡测试分

析试验平台 

整车传动系统动平衡测试能力硬件具备整车传动

系统动平衡优化分析能力。 

10 汽车镁合金零部件检测平台 

汽车镁合金零部件测试检测平台具备汽车镁合金

零部件力学性能、尺寸测量、耐蚀性能测试等分

析检测能力。 

11 
控制器和驾驶员在环的虚拟

测试平台 

虚拟测试平台能够用于驾驶辅助系统的功能性测

试。 

12 整车四驱系统试验平台 
整车四驱 NVH 性能试验室硬件条件具备四驱车辆

NVH 测试验证能力。 

13 
整车高低温 NVH 测试试验

平台 

整车高低温半消声室硬件条件具备高低温环境的

NVH 测试验证能力。 

14 车载信息终端平台 
车载信息终端平台能够为车载 App 提供运行环

境，实现数据无线传输和远程服务功能。 

15 
长安汽车数字化工厂仿真平

台 

数字化工厂仿真平台对汽车生产制造过程和生产

布局方案进行模拟、仿真、验证、优化，突破传

统的靠经验进行规划的局限，确保生产工艺最

优，设备利用率最高，工厂运行状态最稳定，产

品质量最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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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实践研习 

4.9.1  学生国内实践研习 

重庆大学汽车协同创新中心 
汽车中心〔2016〕4 号 

 

汽车领域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工程研究实践管理办法 

 

工程研究实践是汽车领域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过程中重要

的教学和科研训练环节，充分的、高质量的工程研究实践是汽车领域

专业学位教育质量的重要保证。为保证汽车领域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工程研究实践工作的顺利进行，切实有效地对研究生的专业实践过程

进行全过程管理、服务和评价，确保实践教学质量，根据《教育部关

于做好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若干意见》（教研〔2009〕

1号）的要求，特制订本办法。 

一、工程研究实践的基本要求 

1、汽车领域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工程研究实践必须是面向汽

车领域的实际工作，内容包括科学研究、专业调研、专业实验等。 

2、汽车领域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参加工程研究实践的

累积时间应不少于三个月且不超过一年。 

3、汽车协同创新中心成立汽车领域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工程研

究实践领导小组。领导小组由中心负责人、校内指导老师、管理人员

等组成，全面负责研究生工程研究实践环节的相关工作。 

二、工程研究实践的方式 

工程研究实践的组织工作应贯彻和体现“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

相结合、“校内实践和企业实践”相结合、“工程研究实践与论文工

作”相结合的原则。工程研究实践可采取以下几种方式灵活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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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托于汽车协同创新中心与协同车企间建立的校企联合人才

培养基地，由中心统一组织和选派学生去车企进行工程研究实践。 

2、校内导师结合自身所承担的与汽车相关的科研课题，安排学

生的工程研究实践环节。 

3、研究生本人结合自己的就业去向，自行联系与汽车相关的工

程研究实践单位。 

三、工程研究实践的工作流程 

1、研究生选择由汽车协同创新中心统一组织和安排的工程研究

实践，则需按照以下流程进行： 

2、若研究生依托校内导师或自行联系与汽车相关的工程研究实

践单位，则需要该生在汽车协同创新中心备案，并填写相关表格，经

中心审批后，方可进入工程研究实践环节。 

 

 

四、工程研究实践的过程管理 

1、研究生实践开始时需填写“重庆大学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

究生专业实践计划表”，由导师（组）审核通过后，方可进入实践环

节。 

企业、
学生双向选
择并签订三
方实践协议 

组建导师
组，拟定从实
践至毕业答辩
间的详细计划 

严格
按照拟定
计划执行 

学生
毕业答辩 

中心
反馈学生
报名情况 

中
心发布
实践岗
位信息 

企业
提供实践
岗位需求

信息 

企业
组织报名
学生面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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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研究生或汽车协同创新中心需与研究生工程研究实践单位签

署相关协议，明确双方的职责和义务、研究生工程研究实践期间的安

全和有关知识产权等方面的问题。 

3、研究生参加工程研究实践环节期间，应填写“重庆大学全日

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工作日志”。 

4、汽车协同创新中心应定期对研究生工程研究实践进行跟踪与

管理，了解和掌握研究生的实践情况和思想动态，以便及时发现和解

决问题。 

5、在工程研究实践期间，研究生的出国、医疗等按学校相关规

定执行。 

6、汽车领域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工程研究实践的经费来源、支

出范围及使用按重庆大学《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毕业实践专项

经费管理及使用办法》（重研院[2010] 39 号）文件执行。 

五、工程研究实践的考核 

1、汽车领域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工程研究实践环节的考核采用

学分制。该环节累计工作量不得少于 320 学时（工作一天按 8 学时

算），计总学分为 12学分。 

2、工程研究实践活动结束后，研究生应撰写不少于 5000字的工

程研究实践报告，并填写《重庆大学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

实践环节考核登记表》，内容包括实践的目的和意义、实践内容和实

践计划执行情况等，经实践指导教师或导师审阅并给定成绩，最后由

责任导师审核，实践单位（实验室）签署意见。 

3、汽车协同创新中心组织由校内外专家、现场工程研究实践单

位负责人参加的专业实践专题报告会，由学生本人汇报自己的工程研

究实践工作，指导教师可根据学生的现场实践工作量、综合表现及现

场实践单位的反馈意见等，按“优、良、中、及格和不及格”五个等

级评定成绩。此项成绩在及格及以上的学生均可获得 12 学分，不及

格者不计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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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工程研究实践环节是汽车领域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的一

个特色和重要环节，研究生不参加工程研究实践或工程研究实践考核

未通过，不得申请毕业和学位论文答辩。 

本办法自 2013 级汽车领域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开始执行，汽车

协同创新中心负责解释。 

 

汽车协同创新中心               2016年 4月 13日印发 

 

4.9.2  学生海外研习 
 

姓名 学校 学习时间 年份 

罗大威 密歇根大学 一年 
2014 

吴骁 密歇根大学 两年 

黄画宇 福特汽车 半年 

2015 

吕鼎 韦恩州立大学 一年 

舒雅静 韦恩州立大学 一年 

陶虹君 密歇根大学 一年 

杨雷爱

心 
密歇根大学 一年 

姚浪 密歇根大学 一年 

王婷婷 密歇根大学 一年 

李世清 Fraunhofer institute 一年 

2016 

何小龙 密歇根大学迪尔伯恩分校 一年 

刘函羽 密歇根大学安娜堡分校 一年 

冉洪亮 密歇根大学迪尔伯恩分校 一年 

李君明 韦恩州立大学 一年 

焦广宽 弗吉尼亚理工大学 一年 

林愈 密歇根大学迪尔伯恩分校 一年 

刘子雄 McMaster University 一年 

刘如学 Ford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Center 一年 

叶翠 福特公司 半年 

李文博 福特公司 一年 

袁康 滑铁卢大学 10 个月 

2017 

彭韵寒 密歇根大学 10 个月 

徐江 密歇根大学 10 个月 

杨彩霞 克兰菲尔德大学 6 个月 

胡乾静 克兰菲尔德大学 6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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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祥军 克兰菲尔德大学 6 个月 

曾霞 查尔姆斯理工大学 11 个月 

郑玲玲 密歇根大学 10 个月 

苏智卓 利兹大学 10 个月 

武大鹏 新加坡淡马锡理工学院 7 个月 2017 

魏振兴 新加坡淡马锡理工学院 7 个月 2017 

 

4.10  实习基地  
4.10.1  重庆市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序号 名称 
获批 

时间 
负责人 

1 
重庆大学-东风柳州汽车有限公司研究生联合培养基

地 
2020 年 张志飞 

2 
重庆大学-襄阳达安汽车检测中心有限公司研究生联

合培养基地 
2020 年 贺岩松 

3 
重庆大学-招商局检测车辆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机械

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2021 年 

张财志 

汤宝平 

4 
重庆邮电大学-重庆长安汽车股份（集团）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2021 年 蒋建春 

5 
重庆邮电大学-大陆汽车研发（重庆）有限公司控制

工程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2019 年 程安宇 

6 
重庆邮电大学-重庆利龙科技产业（集团）有限公司

电子信息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2020 年 袁荣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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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0.2 汽车协同中心实习基地 
协同中心实习基地：长安汽车、中国汽研、西南铝业、上汽依维柯红岩、东

风小康工业、超力高科、中国汽研、长安汽车、长安新能源、重庆商社汽贸、长

安福特、纳铁福传动、深渝北斗、青山工业、博耐特等。 

（http://qczx.cqu.edu.cn/xksl/yjjd.htm） 

 
 

4.11  人才培养国际合作项目 

4.11.1 重庆大学-密歇根大学迪尔本分校联合培养协议 

 
  

http://qczx.cqu.edu.cn/xksl/yjjd.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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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2  重庆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合作协议 

 
 

4.11.3  重庆大学-都灵理工大学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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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4  重庆大学-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合作协议 

 
 

4.11.5  重庆大学-新加披淡马锡理工学院联合培养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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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综合素养、国际视野 

4.12.1  研究生讲坛（代表性 8 讲） 
第一讲--“学生讲、师生听、导师评”人才培养出新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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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讲--体验世界汽车先进技术和文化--2014年汽车专业硕士班赴美国底

特律福特汽车夏令营交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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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讲--首届汽车协同专业硕士毕业生培养成果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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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讲--从体验到思考自主品牌汽车如何与世界汽车先进技术和文化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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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讲--“学生讲、师生听、导师评”人才培养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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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讲--协同创新研究生讲坛福特汽车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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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讲--汽车协同创新研究生讲坛第七讲顺利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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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讲--研究生德国海外汽车夏令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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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2 海外夏令营（代表性 6 项） 
（1）2014 年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夏令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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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5 年美国、德国夏令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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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6 年美国、欧洲汽车夏令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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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17 年汽车协同创新中心暑期海外夏令营活动顺利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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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018 重庆大学汽车领域硕士研究生德国海外夏令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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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019 重庆大学汽车领域硕士研究生德国海外夏令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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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汽车领域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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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6 中心新闻-汽车协同创新中心人才培养工作会顺利召开 

http://qczx.cqu.edu.cn/info/1019/1059.htm 
 

 
 

9.3.7 中心新闻-汽车专业硕士班创新教学模式，成效显著 

http://qczx.cqu.edu.cn/info/1019/1088.htm 
 

 

http://qczx.cqu.edu.cn/info/1019/1088.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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