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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程管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试行）（学位办[2011]34
号）； 

（2） 工程管理硕士专业学位基本要求（试行）（工程管理教指委[2014]1号）。 

+"#,-./0#

工程管理硕士专业学位：培养既具有扎实的工程技术基础，又具备现代管理

素质与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工程管理专业人才的硕士研究生专业学位，英文名称

为Master of Engineering Management，以下简称MEM。 

&"'( )*) +,-./01%

!"#121 34567#

  培养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备

良好的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掌握系统的工程管理理论，以及相关工程领域的基

础理论和专门知识，具有较强的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和决策能力，能

够独立担负工程管理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工程管理专业人才。 

+"#121 89:;<=>?#

jkl0!mnOo6

掌握科学社会主义、自然辩证法等政治理论知识，熟悉相关法律、法规和职

业伦理要求，能够运用外语进行阅读和基本交流；掌握学位课所规定的工程管理

核心知识；依据培养单位办学特色，掌握对应领域所涉及的专业领域知识，了解

相关工程领域技术前沿。 

jpl0!qrOo6

应具备的通用能力包括： 

• 领导能力：包括跨部门团队的有效沟通和协调能力； 

• 社会责任意识和能力：包括具备规范的职业伦理和学术道德意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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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对经济、环境及社会影响的领悟能力和决断能力； 

• 学习能力：包括对终身教育的认知能力及学习能力、对新知识的敏锐

洞察能力。 

应具备的专业能力包括： 

• 识别、归纳并运用现代工程管理的理论、方法、工具解决工程管理实

际问题的能力； 

• 运用数学、科学及工程知识等数理和技术方法进行分析决策的能力； 

• 在现实约束条件下对产品、系统、组织或流程进行设计及优化的能力。 

jsl0!tuOo6

工程素质：具有工程思维及全球化的视野；具备明确的行业背景和工程技术

背景；具备工程实践素质和工程创新素质；初步具备系统运用资源，实现工程活

动的可持续发展的综合素质。 

职业素质：遵守职业道德和工程伦理规范，尊重知识产权，杜绝学术不端行

为；勤奋敬业，诚实守信，尊重他人，具有合作共事的团队精神；具备严谨求是、

进取创新的科学态度；遵纪守法，勇于担负社会责任。 

2"34+,56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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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位论文应密切结合工程活动、工程要素、工程技术的管理需求，识别并提

炼需要研究的问题。此类研究既可以是用管理的理论、方法，解决工程活动、工

程要素、工程技术的问题，也可以是用工程技术的手段解决管理的问题。 

jpl=|&Fx}~��6

 学位论文应选用恰当的理论、方法和工具，并收集、整理和分析真实数据，

深入开展论文研究。 

jslBC��x���,6

 学位论文研究解决的工程管理问题应具有一定的难度、深度和先进性。研究

成果实用，可行可鉴，对类似问题的解决具有借鉴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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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位论文的论点表述应准确精炼，论据充分，论证研究过程严谨、逻辑性强；

论文写作符合学位论文规范。 

j�l:���x����6

 学位论文应具有足够的工作量，论文实际投入工作量不少于 200 小时。论文

主体部分应真实反映作者本人独立承担或独立完成的论文工作。 

+"#:;@)CD>?#

学位论文应以实践性论文的形式呈现，可以是工程管理专题研究类、工程管

理设计类、工程管理案例研究类等多样化论文类型。关于不同类型的学位论文要

求，概述如下： 

jkl :;<=>zBC�|-6

对所从事领域中的工程管理特定问题进行分析、研究、改进、实现，综合应

用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管理知识，进行应用性专题研究。此类论文着重考核和

评价论文内容、研究思路、分析过程、成果实用性、理论工具与方法应用以及写

作规范等。 

jpl :;<=���|-6

对有关产品、系统、设施、流程、方案等进行创新性设计并开展相关问题研

究。此类论文应根据设计对象特点，重点阐述设计背景、需求分析、设计依据、

设计过程及验证结论等。论文的整体篇幅可以适当灵活，但有关方面需要提前对

论文工作相关的设计成果进行评鉴，评鉴书应提供评鉴责任主体、评鉴专家、评

鉴流程、评鉴结论等信息，并作为附录材料放在论文里。 

jsl :;<=��BC�|-6

以成功或失败的工程管理实践为研究对象，进行调研与数据收集、分析、归

纳、整理，发现问题，找出规律，提出建议或解决方案。此类论文应着重阐述研

究的背景、对象选择、内容确定、调研方法、数据分析。论文的整体篇幅可以适

当灵活，但有关方面需要提前对论文工作相关的研究成果进行评鉴，评鉴书应提

供评鉴责任主体、评鉴专家、评鉴流程、评鉴结论等信息，并作为附录材料放在

论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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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保证论文总体要求和提供足够证据的前提下，鼓励师生积极探索以调研报

告、管理诊断等其他形式和特点开展论文研究。 

E"#:;@)FG>?#

工程管理专题研究类论文必须体现实用性、详实性和严谨性要求，深入分析

或解决了工程技术、工程活动、工程要素的管控与优化问题；体现在成果具有一

定的直接或潜在经济和社会效益，或结论对类似问题的解决或相关领域具有借鉴

和参考价值。论文资料应真实、典型和充分，紧扣主题；论文内容充实，工作量

饱满，有一定深度和难度；论文论点表述准确，论据概念清晰、逻辑严谨、结构

合理、条理清楚、数据可靠、格式规范。 

工程管理设计类论文水平评价，应在评鉴设计成果的基础上，重点考查论文

的实用性、逻辑性、完整性和规范性。 

工程管理案例研究类论文水平评价，应在评鉴收集与调研数据成果的基础上，

重点考查论文的启示性、逻辑性、完整性和规范性。 

H"#:;@)$%>?#

学位论文写作要求格式规范、概念清晰、结构合理、层次分明、图文对应、

文理通顺、用词准确、表述规范。学位论文一般由以下几个部分组成：中、英文

封面、独创性声明、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摘要（中、外文）、关键词、论文

目录、正文、参考文献、发表文章和申请专利目录、致谢和必要的附录（如鉴定

分析结论证明）等。 

9":;<=>?@)*)ABC34+,:DEF%

关于 MEM学位论文具体工作的详细要求，可参照《工程管理硕士（MEM）

专业学位论文工作指南》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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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依据《工程管理硕士（MEM）专业学位论文标准》制定本指南； 

2. 综合考虑了MEM 授权单位一段时间以来的培养情况，本指南宜适时更新； 

3. 本指南供培养单位师生和有关评审专家、机构参照。 

&"GH )*) 34+,IJEF%

!"#IJKL8MNOP@)#

工程管理包含了工程管理科学、工程管理技术和工程管理艺术。工程管理往

往涉及工程活动、工程要素、工程技术的管控与优化等。工程管理专题研究类论

文的选题范围十分广泛，建议着重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jkl ��yzF{6

选题应来源于工程管理活动中的实际问题，可以依据工程、技术、管理和人

文社科、艺术等社会化活动的背景，考虑工业生产、工程技术、服务管理等领域

的实际问题。 

jpl ��B,��6

选题最好结合自己岗位工作，可以是各类需解决的工程管理实际问题（如效

率、流程、质量、成本、风险、安全、评价、创新、信息、网络、人力资源、经

济分析等方面的工程管理问题）。 

jsl BC� ¡[6

论文具有可选择的合适的理论、方法或工具（如各类定性或定量分析方法、

系统工程方法、评价技术等），并能高质量地解决所研究的问题。 

j�l :�¢��6

学位论文工作应有不少于 200 小时的实际投入工作量，并且论文的主体工作

是作者独立承担或完成的。 

+"#IJKLQRP@)#

工程管理设计类论文涉及有关产品、系统、设施、流程、方案等的规划、设

计及相应的研究活动。这类论文的目标及产出导向特征明显，选题范围广泛，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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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产品设计与开发，系统分析、仿真与优化，流程分析，方案设计与质量控制

等。此类论文应根据设计对象的特点，重点阐述设计背景、需求分析、设计依据、

设计过程、验证与结论等，要有一定的数据支撑，方案比较和分析计算/校验等。 

E"#IJKLSTNOP@)##

 工程管理案例研究类论文以典型性、代表性工程管理实践为研究对象，通过

调研与数据收集及分析，发现问题，找出规律，提出建议或解决方案，对相似问

题的解决具有明显的启示意义。 

案例研究类论文的素材应优先选择与作者工作相关的，或能够充分了解的相

关管理实践，并且保证案例资料的翔实性和真实性。论文在结构上应包括背景、

案例描述、数据调研、案例分析、研究结论与启示等内容。论文需用管理学科的

相关理论、方法和技术，多角度分析案例反映的问题、过程与结果，评估其优劣

成败、利弊得失，并在此基础上总结相应的经验和教训。 

2":;<=BJKLH+,/,MNOPQCRSEF%

工程管理专题研究类论文需要对相关文献和行业现状进行剖析，确定研究目

标、研究思路、研究过程和所用的理论、方法或工具。 

• 本部分的主要目的是要求作者结合所选实际问题，深入了解相关的理论、

方法、工具的应用及行业最佳实践，确定研究路线。 

• 作者应主要通过专著、论文、专利等的检索和阅读，结合相关理论、方法

和工具，并对其进行深入分析和评价，以指导论文研究。 

• 作者应主要通过调查和分析相关行业的实际案例或技术水平，结合本单位

实际和所选问题，研究达成目标的可行性。 

• 一般情况，文献资料应不少于 30篇。 

注：对于工程管理设计类和工程管理案例研究类论文，建议对有关文献、数据、

行业进行必要的分析，可根据论文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 

9":;<=BJKLH+,=+"TU":VWXYZ1[\EF%

• 应选择适用的理论、方法、工具，以便高质量地解决所研究的问题。 

• 应选择难度适中的理论、方法、工具，要能为行业多数同行所理解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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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能正确地使用所选的理论、方法、工具，论证有力。 

• 论文工作应十分重视收集、整理必要的真实数据作为分析研究的支撑。 

注：对于工程管理设计类和工程管理案例研究类论文，建议选择合适的理论、方

法和工具及收集整理必要的数据等，可根据论文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 

]":;<=BJKLH+,/^_`a%

工程管理专题研究类论文目录结构应包含如下部分（其中论文正文部分的篇

幅在 60 页或 3万字左右）： 

• 中文封面和英文封面 

• 中文摘要和英文摘要 

• 目录 

• 正文部分 

• 参考文献 

• 附录 

其中，正文部分的章节结构大致如下： 

Ø 引言或绪论 

Ø 文献综述与行业分析 

Ø 论文主要研究工作 

Ø 结论 

注：工程管理设计类论文和工程管理案例研究类论文的目录结构，可以参照工程

管理专题研究类论文的目录结构，并可根据论文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正文部

分的篇幅在 40 页或 2万字左右。 

b":;<=BJKLH+,GcRdDEF%

• 论文题目：应简明扼要，一般不超过 25个汉字，应反映论文重要内容，

即研究了什么问题，得出了什么结论，切忌笼统。 

• 论文摘要：应是对研究的高度概括，包含对问题和研究目的的描述，对使

用方法和研究过程的简要介绍及对研究结论的简要概括。论文摘要切忌写

成全文的提纲，尤其要避免“第一章……第二章……”这样的陈述方式。 

• 引言或绪论：大致包含问题的提出、选题的背景与意义、研究内容、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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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安排等。 

• 文献综述与行业分析：应通过对专著、论文、专利的检索和行业最佳实践

与技术水平的调查，对其进行深入的分析和评价，提出论文研究的目标、

思路、拟选用的理论、方法和工具等。  

• 论文主要研究工作：本部分是论文的重点，描述了论文的研究内容、研究

过程和研究成果，综合学生应用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和调查研

究、数据分析、再学习的能力，通常需要 2-3 章的内容结构。 

• 结论：是对研究结果、论点的提炼与概括，应准确、简明、完整、有条理，

阐述论文研究成果的作用和意义及不足。在评价自己的研究成果时，要实

事求是，避免使用“首次”、“领先”、“填补空白”、“创造性地”等词语。 

注：工程管理设计类论文和工程管理案例研究类论文各部分可以参照工程管理专

题研究类论文的写作指南，可根据论文实际情况进行适当调整。 

e"+,EfPghi;EF%

论文工作整个过程的管理，包括论文的指导、评阅、答辩环节，各培养单位

的研究生院一般有统一的规范的文件要求。鉴于 MEM论文跨学科、跨专业较多，

有时会跨不同的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为保证MEM论文质量，本指南另外倡导： 

• 采用匿名评审； 

• 采用预答辩方式，对论文质量把关，及时为作者反馈修改建议； 

• 论文指导方式的创新与探索，加强学校导师队伍的建设和过程管理，推进

论文指导的规范化建设； 

• 切实发挥业界导师的指导作用，优化答辩委员会业界专家的遴选机制。 

6

£¤ ¥¦6:;<=§¨j©ª©l>?@A|-«¬®¯6

£¤ °¦6:;<=§¨j©ª©l>?@A|-±²BCDqr®¯6

£¤ ³¦6:;<=§¨j©ª©l>?@A|-´µyz¶·6

£¤ ¸¦6:;<=§¨j©ª©l¹º@A|-»z)¼½�6

£¤ ªS:;<=§¨j©ª©l>?@A|-��¾¿À6

#



9 
 

j_ kl%:;<=>?@MEMABC34+,mnopq%
 

此表仅供导师、学生和评审专家、评审机构参考。 
 

®&"6 ®Ot6 aÁÂÃ6

论文选题 

l 问题导向，直接来源于工程管理实践 
l 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与先进性 
l 具有一定的难度，属于硕士专业学位层次水平 
l 足够独立承担或完成的工作量 

15% 

文献综述 
l 文献资料的质与量 
l 对行业及国内外研究动态了解、跟踪与评价 
l 文献资料的引用、标注、分析与综述水平 

10% 

内容与方法 

l 研究目标明确，思路清晰（逻辑、体系、结构） 
l 研究内容与过程合理（理论指导） 
l 研究方法正确（合适的方法与工具） 
l 分析论证规范（详实调研与数据分析） 

30% 

成果与应用性 

l 研究成果的可验证性 
l 研究成果的应用性，对实践具有指导意义 
l 成果的新颖性与先进性 
l 有较好的（潜在的）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 

20% 

基础知识、技

术与理论应用 

l 基础知识扎实，能正确并灵活运用基础理论、专业知识

和工程管理知识 
l 技术上的先进性或理论上的新颖性 
l 严谨科学作风，研究步骤和过程科学规范 

15% 

写作规范性 

l 结构合理，系统性、逻辑性强 
l 文字表达准确，摘要简洁、完整，结论明确 
l 写作规范，图表、公式、引文标注规范 
l 引用文献真实性、权威性和规范性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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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表仅供导师或评审专家在评审学位论文时参考。 
 

®&"6 ®Ot6 aÁÂÃ6

观察与发现问题

的能力 

l 具有实用性，是急需解决的工程管理实际问题 
l 具有可达性，知识、经验可达，资源、条件具备 
l 具有参考性，有一定普遍意义和推广价值 

10% 

提炼论文题目和

研究内容的能力 

l 依据问题导向，善于从复杂系统/工程的管理中聚焦/
提炼研究的问题 

l 选定的问题具备客观的研究条件 
l 研究生具备开展此项研究的综合能力 

10% 

调研、跟踪、总

结和查阅文献资

料并进行评述的

能力 

l 调研行业、国内外研究动态，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并做

出正确评价 
l 课题所涉领域，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应用的总结

与评价 
l 国内外新的实践案例的总结与评价 

10% 

制定研究计划的

能力 

l 以清晰的思路，界定了明确的目标 
l 细化研究内容，确定了正确的技术路线与流程 
l 制定了合理可行的论文工作计划 

20% 

研究工作中的综

合业务能力 

l 调研与数据获取能力 
l 系统优化能力，对拟研究问题进行规划、设计和优化 
l 定量分析能力，能熟练运用定量分析方法进行系统分

析、过程优化和管理决策 
l 解决实际问题的综合能力，正确识别问题，采用合适

技术，运用现代工具 

20% 

总结、凝练与评

价能力 
l 对论文意义、主要内容、取得的研究成果或创造性工

作，能准确、简明、完整和有条理地进行提炼和概括 
10% 

规范写作论文的

能力 

l 概念清晰，结构合理，逻辑与层次分明 
l 表述规范，文理通顺，用词准确 
l 写作规范，图、表、公式、引文规范 
l 参考文献标注规范 

10% 

论文答辩 PPT 制

作与表达能力 

l PPT 制作清晰、简明、美观 
l 报告阐述清楚，重点突出 
l 回答问题正确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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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统计信息基于对 2016 年至 2018 年底 156篇全国范围内随机抽查和单位

推荐的论文分析得出，供师生参考。今后需要不断进行更新。 

kÄ6|-»zyz6

• 论文虽来自工程或管理的实际问题，但缺乏从实际问题中抽取或提炼的、

确需深入研究和探索的主题，目标不明确。 

• 题目太大，内容太空泛。 

• 题目太小，不值得研究，不适合做研究生硕士论文选题。 

• 选题不是来自学生从事的部门或岗位，论文很难做下去。 

• 选题不属于工程管理的范畴。 

pÄ6|-«¬Å:�¢yz6

• 论文要达到的目标不清楚，逻辑关系不明确，研究内容不具体。 

• 调研不充分，缺乏详实、真实的数据分析，也缺乏认真的文献资料收集与

分析。 

• 为验证某种理论或方法而选题，本末倒置。特别是应用一些评价理论和方

法的论文，没有真正理解，分析的重点不正确。 

• 论文实际工作量较小，论文篇幅太少，特别是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的工作

量较少，且水平不高。 

• 有的论文，一无数据支撑，二无理论指导，三无方法应用，全是叙事性的

论述。 

• 有的论文，题目是重大工程建设项目实施中的管理，或重要复杂新产品、

设备、装备在开发、制造生产过程中的管理，或是技术创新、技术改造、

转型转轨、与国际接轨的管理，或我国产业、工程和科技重大布局与发展

战略的意见与管理，是需要一个团队完成的，而研究生本人参与多少，具

体工作较难考核。 

• 参考文献中列出的许多文献，学生并没有看过，特别是外文文献。 

sÄ6|-&Fyz6

• 缺乏及时指导，导师忙于其他工作，指导的积极性不高，很少主动与学生

沟通联系，放任自流现象严重。 

• 学生缺乏主动性，很少主动与学校导师联系、汇报论文工作。 

• 企业导师形同虚设，平时很少对学生有认真的指导，甚至有的根本没有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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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导师，要申请答辩了，随便写一个挂名。 

�Ä6@DÆ�ÇÈyz6

• 学生投入不足，抓得不紧，论文不能按时完成，拖延现象普遍。 

• 有的学生工作岗位变动，原来的选题无法进行，又没有新的合适题目，拖

没了信心，或自动放弃。 

• 学生的自学能力不足，碰到问题无从下手。 

�Ä6|-Ç()yz6

• 论文题目名称不规范。 

• 中、英文摘要不规范。 

• 文献引用或标注不规范。 

• 论文中的图、表、公式、图片不规范 

• 论文排版不规范。 

• 论文结论部分写作不规范。 

ÉÄ6|-u¢Ê®yz6

• 缺乏MEM论文统一的质量评价标准或指南。 

• MEM论文与MBA、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甚至工学硕士论文趋同严重。 

• 论文的学科属性、技术属性明显，而管理属性较弱。 

• 有些论文，看似像特定工程领域的纯技术问题，或属于人文社科范畴，较

难把握。 

ËÄ6|-/8Ì;<=yz6

• MEM论文涉及工程领域和学科门类众多，而论文评审分属不同学科群的

分学位委员会，对 MEM 论文不正确、不公平的认识和评价时有发生，

需引起重视。 

• MEM管理的创新问题。 



13 
 

j_ ~l%:;<=>?@MEMA��34+,IJ����%

下面统计信息基于对 2016 年至 2018 年底 156篇全国范围内随机抽查和单位

推荐的论文分析得出，所列分类并非基于一个标准，可能存在重叠，仅供师生参

考。今后需要不断进行更新。 

kÄ6DÍÊ3ÎÏ½:;Ê<=6

产品设计与开发、流程分析与优化、精益生产、智能制造、数字化工厂、实

验设计与工艺优化、生产线平衡、设备维修与管理、系统集成、质量工程、标准

化设计与管理、可靠性与安全工程、物流工程与供应链管理等。 

pÄ6:;Ð:?Ï½ÑÒÓÔÊÕÖ×Ø6

系统工程理论与方法、运筹学、系统结构化模型、系统仿真、博弈论、决策

分析、综合模糊评价、层次分析法等。 

sÄ6²ÙÚÛ<=Ê®×Ø6

项目管理与评价、资源管理、风险管理、市场与经营过程管理、服务运作与

管理、投资决策与经济评价、金融与互联网+、安全与管理、公共事务与政府部门

工程决策与管理等。 

�Ä6:;a�<=6

工程项目的策划、融资、设计、施工、进度、质量、投资、安全、风险等方

面的现代工程管理，采掘类矿业工程的矿建、土建、安装、环境等的工程建设管

理。 

�Ä6ÜÝ×ØÊ<=ÜÝÏ½6

管理信息系统、数据库、数据挖掘、大数据、人工智能、BIM建筑信息管理平

台等。 

ÉÄ6ÞßÏ½à�Ê<=6

ËÄ6áâÏ½��WÕÖÊãäå<=6

æÄ6]ç:;Wè8:;ÑÒ��Ê<=6

éÄ6êëì?íîïðñ/:;òóÊ<=6

kôÄ6õö*Êu¢:;6

kkÄ6÷øÌ;<=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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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Ä6ùúÊBû<=6

ksÄ6ÆüòóÊ÷ý®6

k�Ä6þ.:;Êÿ!"ä,6

k�Ä6"#Ö:;#$/BCÊ�%6

kÉÄ6��ä,&'z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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