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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制造背景下浙江大学的挑战与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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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国 际 趋 势一 、 国 际 趋 势

 产业革命带动科技集成创新加速

第三次工业革命

人工智能引领“第二次机器革命”

（一）科学技术发展的新趋势

人工智能引领“第二次机器革命”

 开放式创新加快科技资源集聚

全球创新资源集聚

学科交叉汇聚融合

 人与自然社会和谐发展

绿色环保科技成为未来方向

大数据及网络技术兴起为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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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探索自身和宇宙的进程提速

生命科学和神经科学密集创新

（一）科学技术发展的新趋势

生命科学和神经科学密集创新

微观粒子和宏观宇宙不断发现

基础研究可能打破科学的沉寂

量子科学的进展：量子信息、量子计算

生命科学的突破：基因编辑、精确医学、智慧农业

宇宙科学的发现：第二地球、上帝粒子

全球正在进入新一轮科技创新活跃期

各国科技竞争更趋激烈
科学发现

以往

（二）新产业革命正在蓬勃兴起

互联网+

互联网与社会经济活动各方面加速融合

颠覆人类的生活、生产、经济、社会形态

科学发现

技术突破

梯
次
发
展

产业革命

科学革命、技术革命、产业革命
呈现融合发展新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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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工程院:《21世纪工程大挑战》

（三）全球性挑战对工程科技人才的能力提出更高要求

GRAND CHALLENGES
FOR ENGINEERING
GRAND CHALLENGES
FOR ENGINEERING

a. a. 能源与环境能源与环境
b. b. 健康健康
cc 安全安全c. c. 安全安全
d. d. 学习与计算学习与计算

二 、 中 国 战 略二 、 中 国 战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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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提出

国务院在今年五月发布《中国制造2025》战略，这

是我国实施制造强国战略第一个十年的行动纲领。主要围

绕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人才为

本五大方针，以“三步走”为发展的战略目标，最终实

向 转现综合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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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国制造面临双重挤压

发展中国家 “中低端分流”发达国家 “高端回流”  

高端制造领域出现向欧美发达国
家“逆向回流”态势，制造业成为全
球经济竞争的制高点 美国等国家纷

印度、越南等发展中国家依靠
在资源、劳动力方面的比较优势，
开始在中低端制造业上发力 以更球经济竞争的制高点，美国等国家纷

纷制定以重振制造业为核心的再工业
化战略。

开始在中低端制造业上发力，以更
低成本承接劳动密集型制造业转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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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三 、 需 求 挑 战需 求 挑 战

依靠集成创新（Innovation through integration ）

工程教育改革背景(一)先进制造背景下高等工程教育的变革需求

实践性实践性

综合性综合性

创新性创新性

回归工程实践（Return to engineering practice ）

面向现实需求（Facing up to real problems in the real world ）

打破学科边界（Breaking  barriers  between disciplines ）

推进创新创业（Promoting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

打造生态系统（Constructing Ecosystem of Education）

在建设世界制造强国进程中亟需大批创新性、实践性、综合性的工程科技人才，尽快承
担起支撑和引领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增长方式转变、提高国际竞争力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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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教育改革背景(二)新常态下高等工程教育的重大挑战

当前相对单一的培养目标及培养模式在

先进制造背景下难以满足市场对不同类型及

不同层次人才的迫切需要，难以满足产业转

1.工程人才供给难以满足市场需要

型升级的迫切需求，难以满足“万众创新，

大众创业”战略的迫切需求。

工程教育改革背景(二)新常态下高等工程教育的重大挑战

高校难以独自承担工程科技人才培

养的重任。以高校为主导的，企业、科

研机构、政府及行业协会等多元主体参

2. 培养主体单一

与的协同培养是大势所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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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教育改革背景(二)新常态下高等工程教育的重大挑战

当前工程教育过于偏重理论学习而

忽视实践训练。而未来工程人才培养必

须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

3.培养方式单一

工程教育改革背景(二)新常态下高等工程教育的重大挑战

4.评价体系单一

当前工程教育中在考核评价中，过分

注重笔试和卷面成绩，忽视了实验、设计、

社会调查等实践能力的考察；过于强调论

文发表，忽视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提升等

等 难以满足当今社会对系统全面的复合等。难以满足当今社会对系统全面的复合

型人才的实际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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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浙 大 举 措四 、 浙 大 举 措

1.综合工程教育改革对象：浙江大学
工程教育高级班

（一）依靠综合创新，推进综合工程教育模式改革试点

工程教育高级班

1994年，根据“以培养具有坚实的自然科学、工

程理论基础、掌握工程设计思想、方法和能力的复合

型人才为目标，同时还要培养具有组织工程，领导项

目才能的组织型人才、领导型人才”的设想，为本科

优秀学生设立了工程教育高级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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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课堂创新活动 现代设计方法

2.�综合工程教育（IEE）改革理念

（一）依靠综合创新，推进综合工程教育模式改革试点

IEEIEE教育理念创新教育理念创新

三重
思想

第一课堂创新活动

第二课堂创新实践

思维创新+技术创新+商业创新

工程攻关+科技创赛+创新发明

现代设计方法

计算机模拟仿真

工程设计训练

设计科学+设计方法+设计实践

综合设计+新颖设计+项目设计

自然科学基础&工程科学基础自然科学基础&工程科学基础

文理综合+理工综合、工程伦理、工程规范、工程师认证

基于三重
强化整合
教研互动
集成创新

教育理念创新 Innovation of education philosophy

3.综合工程教育改革目标

（一）依靠综合创新，推进综合工程教育模式改革试点

•领导素质
•创新思维
•设计能力
•复合背景
•国际视野

• 以培养能够在未来重大

工程科技领域发挥关键

作用的领军人物和具有

•多规格

•多通道

•模块化

•领导部门牵头管理

•工科学院紧密参与

•校企互动下共建产学

合作教育网络

培养KAQ2.0的高素质创
新型工程科技人才

培养工程科技创新拔尖人
才和未来工程科技领导人

搭建创新型人才培养平台 构筑产学合作教育网络

国 野
•远大抱负
•求是创新精神
•数理和工程科学基础
•设计创新能力
•多学科交叉工程意识

国际竞争力的高层次优

秀人才为使命

•宽专交

•开放性

•互动式

合作教育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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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导论

 工程原理（Ⅰ）

 工程原理（Ⅱ）

 数学建模

 系统科学与工程

 数据结构基础

 计算机图形学

 设计思维与表达

 嵌入式系统

4.综合工程教育教学培养方案改革

工程基础模块

强调工程基础

1

2

3

4

工程设计模块

强调工程设计

2 4

工程管理模块

强调工程管理
工程实践模块

强调工程实践
 计算机辅助创新

 领导力开发

 生产与运行管理

 项目管理

 创业管理

 科技管理

 工程研究与实践

 整合与创新设计

 电子系统综合设计

（二）回归工程实践，推进浙江工程师学院建设

1.办学定位与目标

高水平专业型学院

支撑我省乃至全国产业转型升

级的重要工程科技人才培养基

地和工程领域产学研创新平台地和工程领域产学研创新平台

国内卓越、世界一流的工程师

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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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学位生规模

2.人才培养规模

（二）回归工程实践，推进浙江工程师学院建设

学历/学位生规模

 2016年招生300人

 2017年在校学生计划达到1000人左右规模（在电
子与通信工程、集成电路工程、动力工程、光学工
程等4个领域启动招收应届本科毕业生238名）

 2020年计划达到3000人左右规模

工程技术人才培训规模

 面向社会和企业，争取每年培训一线各类工程技
术人才10000人次左右

工程类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相对独立的平台、试验区、样板地，着力解决目前

3.工程师学院在培养模式改革中的角色担当

（二）回归工程实践，推进浙江工程师学院建设

工程类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相对独立的平台、试验区、样板地，着力解决目前

在课程设置、教学理念、培养模式、质量标准和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所存在的问题与不

足。

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桥头堡、中间纽带，主动对接国家和区域重大战略需求，深入

探索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培养模式，培养出更加优秀的工程科技创新人才，进一步巩固

和提高学校在国家人才培养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为国家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做出更显著和提高学校在国家人才培养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为国家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做出更显著

的贡献。

联合紫金众创小镇，作为学校的两翼，有效贯通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科研成果转化体

系，助力我国高等工程教育改革，进一步巩固和提升浙江大学在高等工程教育领域的国

内领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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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部 浙江省 杭州市 拱墅区给予体制机制 人员编制 财

4.办学理念及特色

（二）回归工程实践，推进浙江工程师学院建设

 政府主导

 校企协同

 教育部、浙江省、杭州市、拱墅区给予体制机制、人员编制、财
政投入、办学空间及招生指标的大力支持

 招生专业类别（领域）紧密接轨国家和浙江省支柱及新兴产业

 各院系已有200多家合作企业300多位校外导师
 进一步建设一批多专业类别（领域）共享的综合型实践教学基地、

聘请一批行(企)业专家

 复合交叉

 国际合作

 组建工程师学院，整合各专业学院优质教育资源
 组建教育中心，共建、共享品牌类课程

 已与三所法国最著名的工程类院校正式签约，共同开展创新创业管
理双硕士培养项目合作

 积极与德国柏林工业大学、荷兰埃因霍温理工大学洽谈联合培养
事宜

注重研究生工程实践训练校内配套设施建设，建设校内实训平台。
已建成电气技术与装备、机器人与先进制造、信息与微电子工程、高效清洁低

碳能源等四个实训平台，针对性开发12门实训类课程。

组建工程创新与训练中心，搭建工程实训平台，针对性开发实训类课程

打造高质量、体现专业学位研究生特色的实践教学类课程体系。

2016年8月27日，严建华副校长视察工程创新与训练
中心，检查实验设备

2016年9月4日，金德水书记视察工程创新与训练中
心，为工程创新与训练中心建设提出指导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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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打造学科边界，打造科研联盟

 构建交叉研究公共平台

 设立交叉研究专项经费

 加快实施“16+X”科技联盟工作

 提升面向重大问题的科技创新与服务能力

科技联盟

（三）打造学科边界，打造科研联盟

 目标: 形成创新链与产业链互融的系统解决方案

 依据: 国家目标+区域需求+学校特色+国际化

 支点: 科技创新团队+交叉研究中心+核心学科

 首席专家制

 形式 基础研究 技术研发 技术发明 技术转移 形式: 基础研究+技术研发+技术发明+技术转移

团队作战, 平面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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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X” 科技联盟
• 机器人及智能装备

（三）打造学科边界，打造科研联盟

• 机器人及智能装备

• 航空发动机高温合金材料

• 动态网络安全防御技术与试验系统

• 多功能无人机

• 可折叠柔软电子新器件新材料

• 大数据跨界云服务及其在信息经济中的应用

• 煤炭分级转化清洁发电技术

 认知神经科学、脑机接口与脑疾病

 自平衡互动智能电网

 生鲜食品物流与安全

 饮用水安全与大气污染治理

• 新发突发等重大感染性疾病预防与诊治

• 新型蛋白类生物药研发创制

• 植物工厂与智慧农业

• 水稻及主要经济作物育种

• “一带一路”区域协同的开发开放战略研究

（四）推进创新创业教育，拓展工程教育内涵

全球视野下

逐步形成了
以学生需求为导向、创
新创业素能为核心、创
造价 为 新

把向社会输送更多有志于
担当社会责任、具备企业

创新创业实践教育路径探索创新创业实践教育路径探索

认识 组织 内容目标

重视抓好创新创业人才培养工作

围绕建设

造价值为动力、创新创
业实践为抓手，“学研
产用”相结合分层分类
的教育模式。

担当社会责任、具备
家精神的创新创业精英作
为人才培养的重要目标

模式

围绕建设
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

的目标愿景
把推动大学生创新创业工作
作为培养“时代高才”的

重要组成部分

基于“通识教育”的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体系建设

基于“技术产业化”的创新创业教育方向引领，提升创新创业教育层次

基于“全球国际村”的创新创业教育国际化实验，拓展国际视野

基于“全链条式”的创业教育过程实践：创业意识的激发、创业技能的

培育、创业团队的打磨、天使投资的对接、创业项目的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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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教育载体 学生创业组织 学生创业竞赛 创业支撑平台

浙大创新创业实践教育支撑体系

（四）推进创新创业教育，拓展工程教育内涵

浙大创业苗圃

浙大良渚创业育成中心

浙大创业发展中心

浙大科技创业实验园

浙大创业实践指导中心

浙大创业训练营

浙大创业者联盟

《创业浙大》编辑部

浙大蒲公英创业大赛

浙大“PBE” 创业大赛

浙大天使对接项目大赛

浙大创业点子秀大赛

工业技术研究院

国家大学科技园

创新技术研究院

技术转移中心

浙大创业资本相亲会 浙大未来企业家俱乐部

浙大研究生创新创业中心

省、市大学生创业大赛

“挑战杯”创业计划竞赛浙大创业论坛

浙大创业实践国际平台 浙大“KAB”俱乐部 “新尚杯” 创业邀请赛

… … …

地方合作处

创业项目扶持基金

…

专项经费(SQTP、”985”)

浙江大学创新与创业管理强化班简称强化

（四）推进创新创业教育，拓展工程教育内涵

班（ITP），隶属于竺可桢学院。

强化班旨在培养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强

烈创新意识、优秀创新素质及创新技能的高科

技产业经营管理创业型人才；培养具有国际视技产业经营管理创业型人才；培养具有国际视

野、本土智慧，足以担起民族兴衰重任的未来

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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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率：24 6%

（四）推进创新创业教育，拓展工程教育内涵

截止2016年，ITP班级同学创业率达
创业率：24.6%

就业率：55.8%

24.6%，远超全国1%及浙大4.16%的

创业率。

在创业者当中，有52.38%的ITPer选

择 了 从 事 IT 信 息 行 业 此 外 也 有在校：19.6% 择 了 从 事 IT 信 息 行 业 。 此 外 ， 也 有

12.41%的创业者选择教育行业。

（四）推进创新创业教育，拓展工程教育内涵

ITP同学的部分创业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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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进创新创业教育以来，浙江大学创新创业氛围日益浓厚

 近年来学校毕业生创业率达4.16%以上，位居全国高校第一

（四）推进创新创业教育，拓展工程教育内涵

 浙江大学校友中现任A股上市公司董事长、总经理有77人，管理市值

8540.18亿元，平均市值120.28亿元，公司涵盖26个行业、遍及13个省市。

 浙江大学学生创业呈现了互联网化、高学历、高科技含量、风投资金积

极等特点极等特点。

 浙江大学培育了一大批被称为“创业浙大系”的科技型创业人才，杭州创

业者中，浙大毕业的创业者占比达33%。

（五）面向现实需求，完善成果转化体系

浙大将整合和利用政产学研合作资源，主动、全面打造基于互联网+”的众创
服务平台和知识产权转化交易平台

• 依托三大校区（紫金港校区、玉泉校区、西溪校区）

• 聚焦主城空间（集聚释放、辐射带动）

• 建设紫金众创小镇“特色村落”

 国际村（国际合作）

 研发村（研发总部）

中小企业
创新生态系统

泛浙大

 联创村（校企联合）

 创客村（师生创业）

 学院村（创业学院、工程师学院）

师生联合
创业平台

泛浙大
国际化

产学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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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金众创小镇战略定位

（五）面向现实需求，完善成果转化体系

中小企业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区

国际合作与技术转化的大平台

师生联合创业的梦工场

1.促进政产学
研 金介媒用的深度

2.整合以浙大为核
心的国际产学研合作资

3.以创新创业社
区的新模式快速集聚研、金介媒用的深度

合作，构建社会各方
参与的共融共生、协
同创新体系。

心的国际产学研合作资
源，打造跨地区、跨国
界的知识产权评估、引
进与转化平台。

区的新模式快速集聚
创新资源，引导更多
优秀人才树立创新创
业的生活态度。

集聚浙江大学产学研合作的力量，充分释放高校人才、技术、科研设备平

紫金众创小镇五大功能模块

（五）面向现实需求，完善成果转化体系

台等资源，建立技术转化、项目孵化的市场机制与专业团队，进一步整合

省内高校及国际合作伙伴资源，以“绿色智慧城市”理念打造创新创业社

区—“紫金众创小镇”，融合发展五大功能模块。

国际技术与人才引进平台平

校企协同创新平台

产业技术公共研发平台

项目孵化与转化平台

创新创业教育培训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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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打造生态系统，构建多元化办学体系

 舟山海洋学院，海宁国际校区，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宁波理工学院；

 学科点共用 学科布局各有侧重 统一学术品牌 相同的价值体系； 学科点共用，学科布局各有侧重，统一学术品牌，相同的价值体系；

 分别招生，各自的教育品牌；

 浙大本部：部属大学，国家教育拨款；

 分部校区：地方财政拨款；

 各校独立预算与运行；

舟山校区

浙江大学
本部

海宁国际
校区

医疗服务
体系

各校独立预算与运行；

宁波理工

浙大
城市学院

技术转移
体系

1.舟山校区（海洋学院）

学科型 型学

(六)打造生态系统，构建多元化办学体系

定位：学科型、研究型学院

理念：高起点、强辐射、可持续、国际化

模式：办学新区、办学特区

1. 贯彻落实国家海洋战略

2. 面向国际科技前沿和区域重大需求

3 校地协同创新模式

海洋学院

3. 校地协同创新模式

4.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学科：以工科为主，兼顾理科和文科

选址：舟山（占地800亩）
摘箬山海洋科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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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进展
• 2015年9月，海洋学院师生已进驻舟山校区
• 国家海洋局与浙江大学共建海洋研究院
和多所世界 流海洋学院签约建立合作关系

(六)打造生态系统，构建多元化办学体系

• 和多所世界一流海洋学院签约建立合作关系
• 教学科研装备条件一流

1：浑水动床

2：消声水池

舟山校区实景

1 2

3 4

3：“华家池”号海工平台

4：“紫金港”号教学实习船

2.海宁国际校区（国际联合学院）

定位：

(六)打造生态系统，构建多元化办学体系

• 与世界一流大学及领先学科无缝对接的高水平校区

• 国际化办学理念、教育模式和机制体制探索的特区

• 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成果转化相结合的战略高地

• 国际合作办学和海外高技术在境内转化的示范基地

模式模式：

• 国内首个“一对多”机构性国际合作办学实体

• 完全住宿式书院；联合文理学院

• 多元文化交融：外籍教师占三分之一；留学生3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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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海宁国际校区（国际联合学院）

(六)打造生态系统，构建多元化办学体系

至2022年，在校生规模达到4000
人左右（其中本科生2400人，研
究生1600人，国际生1200人）

3.浙江大学城市学院

(六)打造生态系统，构建多元化办学体系

定位：应用型本科，独立学院

理念：差异化竞争、特色化发展

学科：工科与文科为主

培养目标：高素质应用型 复合型 创新培养目标：高素质应用型、复合型、创新

型人才

特色：国际化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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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宁波理工学院

(六)打造生态系统，构建多元化办学体系

定位：全日制普通本科院校

理念：人才培养应用型、科学研究服务

型、社会服务区域型

培养目标：应用型 复合型 外向型创培养目标：应用型、复合型、外向型创

新人才

选址：宁波高教园区

Thank you for your attentio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