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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 � 

十九大提出的新的三个阶段 � 

当前-2020 � 

 �  �  �  �  �  �  � 统筹推进五位一体，实施科
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乡村振兴战
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
发展战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
等。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   � 

 �  �  �  �  �  �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
础上， � 再奋斗十五年， � 基本实
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 

 � 

2020-2035 � 

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 

2035-2050 � 

 � 
 �  �  �  �  �  � 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
再奋斗十五年，把我国建成富强
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 � 
 � 

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 � 

我国GDP增速的未来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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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 � 

工业化基本实现，信息化水平大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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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 � 

2014年到2025年我国新增劳动力、退出劳动力与劳动力供给估计（万人） 

年度 新增劳动力 
非农产业退出

劳动力 
第一产业退出

劳动力 
净增劳动力 劳动力供给 

2014 1366	   423	   677	   266	   77243  

2015 1309	   432	   756	   120	   77363  

2016 1324	   427	   694	   204	   77567  

2017 1198	   452	   750	   -‐3	   77564  

2018 1243	   636	   859	   -‐252	   77312  

2019 1225	   601	   852	   -‐228	   77084  

2020 1175	   552	   877	   -‐254	   76830  

2021 1154	   548	   779	   -‐172	   76657  

2022 1273	   534	   800	   -‐61	   76596  

2023 1266	   740	   835	   -‐309	   76287  

2024 1308	   821	   695	   -‐208	   76080  

2025 1311	   767	   623	   -‐79	   76001  

引自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李建伟 



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 � 

劳动力供给规模在2017年前后达到峰值后将不断收缩 � 

1 � 

以技术进步为基础的创新驱动是未来我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
无论是技术进步本身，还是由技术进步推动的产业结构升级，都
需要大幅度提升人力资本积累水平 � 

这是国家层面陆续推动“互联网+”“大数据”“新一代人工智
能”的研究与产业布局的战略考虑 � 

2 � 

3 � 



高等工程教育改革的呼唤 � 

1949 1978 2016 

11.7 � 

5
0 86.7 � 

4181.5 � 

高等教育在学规模（万） � 
2016年在学总人数
4181.5万 � 

2016年各类高校 � 
2880所 � 

1 

2 

42.7% 

2016 

接近普及化阶段 



高等工程教育改革的呼唤 � 

国家/地区/经济体 
毕业生总数 
（2012） 

工科毕业生数 
（2012） 

占所在国家（地区） 
毕业生总数比例(%) 

占世界工科毕业生 
总数的比例 (%) 

亚洲 10,691,433 1,826,360 72.1 

中国 3,038,473 964,583 31.7 38.1 
印度 5,469,330 548,907 10.0 21.7 

日本 558,692 87,544 15.7 3.5 

欧盟（含英国） 2,602,040 193,030 7.6 

法国 311,026 22,707 7.3 0.9  

德国 386,090 43,818 11.3 1.7  

英国 389,296 16,435 4.2 0.6 

非欧盟 1,518,411 150,015 5.9 

俄罗斯 1,406,050 142,806 10.2 5.6  

北美 2,404,584 160,066 6.3 

加拿大 168,183 9,471 5.6 0.4  

墨西哥 425,754 67,332 15.8 2.7  

美国 1,810,647 83,263 4.6 3.3  

世界总数 20,433,355 2,534,843 

  高等工程教育规模(中国VS世界) 

*数据来源：美国国家科学委员会《科学与工程指标》（2016） 



高等工程教育改革的呼唤 � 

本科工程教育规模（2016年） 

专业类/专业 �  专业点数 �  高校数 �  在校生数 �  毕业生数 � 

数量 �  31/169 �  18117 �  1139所 �  538万 �  123万 � 

占比 �  - �  32% �  92.1% �  33.3% �  32.8% � 

最大工程教育供给体系 � 

层次分明、类型多样、专业齐全、区域匹配 � 



高等工程教育改革的呼唤 � 

新工业革命呼唤工程教育新范式 



更高的创新创业能力和跨界整合能；	  
更加个性化的工程教育培养模式 

面向新型产业和业态，加快发展新
兴工科专业，关注未来出现的新技术 

新的工科专业 � 

工科新的要求 � 

新工科 � 

高等工程教育改革的呼唤 � 



联盟的组建 � 

教育部 �  工信部 � 

相关文件 � 



联盟的组建 � 

目标 � 

新工科 � 
联盟 � 

愿景 �  创新卓越人才培养体系 � 
助力信息产业超越发展 � 

探索面向产业需求的科技创新模式 � 

培育产学研深度融合育人生态环境 � 

创建大工程观卓越人才的培养范式 � 

形成信息产业创新人才的评价体系 � 

引领我国信息技术专业的跨越发展 � 



黄河燕 � 
北京理工大学 � 

徐晓飞 � 
哈尔滨工业大学 � 

卢苇 � 
北京交通大学 � 

林金安 � 
高等教育出版社 � 

冯宝帅 � 
华为公司 � 

高同庆 � 
中国电信 � 

郑庆华 � 
西安交通大学 � 

吕卫峰 �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 

王巨宏 � 
腾讯公司 � 

刘松 � 
阿里云公司 � 

卢山 � 
中国电子信息 � 
产业发展研究院 � 

唐振明 � 
中软国际 � 

联盟的组建 � 

理事长 � 

副理事长 � 

梅宏院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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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师资 � 
提升计划 � 

联盟的 � 
主要工作 � 

建设在线教育 � 
体系 � 

推动新工科 � 
专业建设 � 

探索产教融合 � 
新模式 � 

建立能力 � 
评价机制 � 

推进实践教学与
创新创业教育 � 



01 面向新经济,重塑信息技术类专业 � 

02 建设多学科交叉复合的新兴工科专业 � 

03 建设一批产业化学院 � 

推动新工科专业建设 � 



04 探索教授技术总监的科研模式 � 

05 探索科研成果多方共享机制 � 

06 推动我国工业技术体系的创新 � 

探索产教融合新模式 � 



07 建设以产学合作为特征的课程资源 � 

08 推进在线教育生态环境建设 � 

建设在线教育体系 � 



10 

统筹企业提供的技术培训资源 � 

11 

统筹企业面向教师的实践岗位资源 � 

实施师资提升计划 � 

09 

统筹企业提供的技术讲师资源 � 



12 建设对接平台，统筹实习实训资源 � 

13 搭建创新创业教育平台 � 

推进实践教学与创新创业教育 � 



15 

建立统一的评测体系 � 

16 

构建面向信息技术产业的 
大学生竞赛体系 � 

建立能力评价机制 � 

14 

编制《信息技术产业新工科 
人才培养质量年度报告》 



开放融合 对接互联 

规范认证 

联盟的评价机制创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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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 � 
90年代初 � 

1996 � 

2000 � 

协助高教司 
成立各学科
CAI协作组 � 

承担了原国
家计委的国
家重点科技
攻关项目 � 

2008 � 

2011 � 

组织开发了“大学物理
计算辅助教学”等一批
优秀的CAI课件，开启
了我国高等教育计算机

辅助教学的先河 � 

“计算机辅助教学软
件开发及应用推广”
项目（简称96-750
项目） � 

承担了教育部 
  “新世纪网络教学工程” � 

组织国内名师、名校成
功研制了300多门基
础课、专业基础课的网

络课程 � 

承担了教育部 
“国家精品课程集成服务项目” � 

建设和运营 
“国家精品课程网” � 

承担教育部 � 
国家精品开放课程共享系统 � 
的核心平台“爱课程”网

建设任务 � 

已上线精品视频公
开课992门，精品资
源共享课2886门，
在线开放课程600
多门，成为惠及高
校师生和社会学习
者的优质课程资源
共享和学习平台 � 

高教社的出版创新 � 



传统出版 � 

数字出版 � 
新形态教材 � 

数字课程 � 

1

2

高教社的出版创新 � 



新形态教材 � 

新形态教材 � 

 �  �  � 纸质教材与互联网 � 

 �  �  �  �  �  �  �  �  �  �  �  �  �  �  �  �  � 深度融合 � 
 



一体化设计，深度融合 � 

数字平台内容丰富，更新快捷 � 

为个性化学习创设了空间 � 

新形态

教材 � 

纸质教材内容更加精练 � 

新形态教材 � 



新形态教材 � 



新形态教材 � 



新形态教材 � 



传统出版 � 

数字出版 � 
新形态教材 � 

数字课程 � 

1

2

高教社的出版创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