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龙江工程师学院 2024年卓越工程师培养项目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船舶工程学院） 
 

一、卓越工程师培养专项班基本情况 

哈尔滨工程大学船舶工程学院前身系哈军工 1953 年创

立的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哈军工）海军工程系造船科。目

前已成为我国船舶工业、海军装备和海洋开发领域科学研究

与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学院设有 1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2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1个博士专业学位授予类别，

3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和 1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

其中船舶与海洋工程学科入选“双一流”学科，第四轮学科

评估中获评 A+，被国际社会誉为世界上该领域最有实力的学

科之一。学院坚持国际化办学，拥有雄厚的师资力量和先进

的实验设备，学院人才培养质量一流，就业率稳居 95%以上。 

学院现有水下机器人技术国家级重点实验室、中国-俄

罗斯极地技术与装备联合实验室、船舶与海洋工程力学国家

级国际联合研究中心等国家级科研平台 3 个，船舶与海洋工

程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船海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中心、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虚拟教研室等国家级教学平台 3

个，以及复杂动力学与控制国家级科技工业创新中心、工信

部极地装备技术重点实验室、教育部船舶与海洋工程技术国

际合作联合实验室等省部级科研平台 8个。 



长期以来，学院与中船集团、上海船舶研究设计院、沪

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公司、哈电集团、中国航空工业空

气动力研究院、中船澄西船舶修造有限公司、上海外高桥造

船海洋工程有限公司等建立了长期稳定的校企合作关系，共

建了《新型船舶设计前沿理论与应用》、《船舶工业软件理

论与实践》等一批校企联授课程、联合编写了《船舶振动、

噪声与控制》《浮式平台设计原理》等系列规划教材，聘请

了一批企业高层和总师担任兼职导师，仅 2023 年就已招收

龙江工程师学院硕士 9人，龙江智能制造博士 1人，中船智

海专项博士 18人，ZZB联培硕士 2 人。  

二、专业领域及专业设置 

研究方向涵盖 2个专业领域： 

军工科技、深海开发专业领域，依托招生专业为 085900

土木水利 

三、研究方向及研究团队 

（一）船舶先进制造 

主要研究内容：船舶先进制造技术与装备研发（团队 1）、

新型特种推进装备设计与研发（团队 2） 

研究团队 1：舰船与海洋平台总体技术研究所（负责人：

袁利毫） 

合作企业：中船 702 所、中船 708 所 

研究团队 2：舰船总体性能跨尺度性能分析团队（负责

人：郭春雨） 

合作企业：哈电集团海洋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研究方向属于智能制造领域，依托招生专业：085900 土



木水利 

（二）跨介质动力学 

主要研究内容：跨介质飞行器水动力学、两栖运载器水

动力性能、运动性能评估。 

研究团队：流体力学“兴海”学术团队（负责人：段文

洋） 

合作企业：中船 701 所、中船 702 所 

研究方向属于军工科技领域，依托招生专业：085900 土

木水利 

（三）环境载荷与结构强度 

主要研究内容：舰船结构状态感知、舰船波浪载荷预报

技术、舰船结构强度与设计、健康检测技术、船舶波浪载荷

模型试验技术、船舶波浪载荷与结构性能计算软件 

研究团队：环境载荷与结构强度“兴海”学术团队（负

责人：任慧龙） 

合作企业：中船 701 所、中船 702 所、中船 708所 

研究方向属于军工科技领域，依托招生专业：085900 土

木水利 

（四）水下爆炸 

主要研究内容：舰船爆炸毁伤与防护（团队 1.团队 2）、

船体模型相似设计方法（团队 1） 

研究团队 1：舰船抗爆与水下发射技术“兴海”学术团

队（负责人：姚熊亮） 

合作企业：中船 701 所、中船 708 所 



研究团队 2.流固耦合技术研究团队（负责人：张阿漫） 

合作企业：中船 701 所、中船 708 所 

研究方向属于智能制造领域，依托招生专业：085900 土

木水利 

（五）深海开发 

主要研究内容：深远海油气、矿产开采与利用技术、浮

式风电装备研发、深海浮式平台设计 

研究团队：深海工程技术学术团队（负责人：康庄） 

合作企业：中船 702 所 

研究方向属于船舶与海洋工程领域，依托招生专业：

085900 土木水利 

（六）海洋机器人技术研发与应用 

主要研究内容：海洋航行器研究与开发（团队 1）、新

型海洋航行器设计与集群技术（团队 1）、海洋航行器集群

声学性能评估（团队 2） 

研究团队 1.海洋无人航行器技术“兴海”学术团队（负

责人：李晔） 

合作企业：哈电集团海洋智能装备有限公司 

研究团队 2.流固耦合技术研究团队（负责人：张阿漫） 

合作企业：中船 701 所、中船 708 所 

研究方向属于深海开发领域，依托招生专业：085900 土

木水利 



龙江工程师学院 2024年卓越工程师培养项目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航天与建筑工程学院） 
 

一、卓越工程师培养项目基本情况 

航天与建筑工程学院具有土木水利、机械两个专业学位

硕士授予权；具有力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土木工程、

航空宇航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设有力学博

士后科研流动站。现有双聘中国科学院院士 1人，教育部教

学指导委员会委员 4 人。近五年（2019-至今）学院科研经

费持续稳定增长，经费到款近 3亿元，发表 SCI论文 500 余

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27项；科研获奖 13项，授权发明专

利 200余项；软件著作权 120余项。 

学校联合企业精心打造一批校企联合实验室，搭建具有

一流水平的工程创新和实践平台，组建一支由高水平企业专

家组成的企业导师队伍。重点围绕军工科技、先进制造、新

材料、深海开发、核能开发领域，建立高端智能装备产教融

合育人联盟，深化产教融合，打造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基地；

助力区域协同，促进东北地区老工业基地振兴。 

与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共建“灾害预警与工程防

御黑龙江省重点实验室”，获批“中国大陆地区地震灾害模

拟与评估”中国地震局优秀科技创新团队，获批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地震科学联合基金项目，共同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与哈尔滨玻璃钢研究院有限公司合作，成立先进海洋材料与



装备联合创新中心，共同承担省重点研发项目。与贝特瑞公

司、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航空弹药研究院、中国航空工业空气

动力研究所等，共同申报军科委创新特区重点攻关课题。 

学院注重工程硕博培养质量，举办工程硕博培养质量论

坛，邀请企业专家担任硕博研究生导师，将专业培养与工程

应用相结合，促进科研与专业的深度结合，加快专业技术的

转化速度。 

二、专业领域及专业设置 

研究方向涵盖 4个专业领域： 

军工科技、结构工程、航空航天、智能制造专业领域，

依托招生专业为 085900 土木水利、085500机械 

三、研究方向及研究团队 

（一）先进船舶复合材料及结构研发与设计 

主要研究内容：船舶复合材料舾装结构技术与装备研发，

舱室减振降噪复合结构，轻质高强透/吸波蜂窝材料，复合

材料结构海洋环境适应性研究。 

研究团队组成（校企导师组）：先进船舶复合材料与结

构研究团队（负责人：吴林志） 

合作企业：哈尔滨玻璃钢研究院有限公司 

研究方向属于军工科技领域，依托招生专业：085500 机

械 

（二）高性能工程结构与新材料 

主要研究内容：FRP筋混凝土组合结构性能研究 

研究团队组成（校企导师组）：高性能工程结构与新材

料团队（负责人：毛继泽） 



合作企业：哈尔滨玻璃钢研究院有限公司 

研究方向属于结构工程领域，依托招生专业：085900 土

木水利 

（三）超材料波动力学与调控 

主要研究内容：复合材料中波的传播、材料缺陷对波的

散射、导波功能性超材料设计、梯度材料导波特性优化。 

研究团队组成（校企导师组）：弹性波动理论及应用研

究团队（负责人：杨在林），企业团队：先进复合材料研制

技术团队 

合作企业：哈尔滨玻璃钢研究院有限公司 

研究方向属于军工科技领域，依托招生专业：085500 机

械 

（四）高性能混凝土材料与结构 

主要研究内容：石墨尾矿混凝土技术、先进复合材料与

结构力学、高性能混凝土及结构 

研究团队组成（校企导师组）：高性能工程结构与新材

料团队（负责人：毛继泽） 

合作企业：鸡西长源矿业有限公司鸡西市贝特瑞矿产资

源有限公司 

研究方向属于结构工程领域，依托招生专业：085900 土

木水利。 

（五）局部地形地震动与结构抗震 

主要研究内容：局部复杂地形地震动、非均匀介质中波

传播特性、地震动与结构相互作用、建筑结构减隔震优化设



计。 

研究团队组成（校企导师组）：弹性波动理论及应用研

究团队（负责人：杨在林），企业团队：地震灾害风险评估

与韧性城乡防灾科技创新团队 

合作企业：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 

研究方向属于军工科技专业领域，依托招生专业为

085900 土木水利 

（六）飞行力学与控制 

主要研究内容：飞行器工作过程中的空气动力学机理、

气热固耦合及压电压磁材料损伤研究、微结构表面防疏冰性

能及复杂控制。 

研究团队组成（校企导师组）：飞行器智能材料与结构

团队（负责人：齐辉），企业团队：飞行器气动力设计团队 

合作企业：中国航空工业空气动力研究院 

研究方向属于智能制造领域，依托招生专业：085500 机

械 

（七）跨介质金属燃料发动机设计技术 

主要研究内容：结合学校三海一核十四五在跨介质方向

的布局与学院的跨介质技术的主要方向，开发跨介质发动机

技术，主要研究跨介质发动机的金属燃料配方技术，金属燃

料药柱成型技术、跨介质发动机的设计与试验技术。 

研究团队组成（校企导师组）：金属燃料与跨介质动力

技术团队（负责人：刘平安） 

合作企业：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航空弹药研究院 



研究方向属于军工科技领域，依托招生专业：085500 机

械 

（八）无人地效翼飞行器研发与设计 

主要研究内容：结合学校三海一核的特色优势与学院进

海入核的战略布局，开发无人地效翼飞行器技术，主要研究

无人地效翼飞行器的控制技术、气动设计与动力匹配设计技

术，以及试验验证技术 

研究团队组成（校企导师组）：金属燃料与跨介质动力

技术团队（负责人：刘平安），企业团队：飞行器气动设计

团队 

合作企业：中国航空工业空气动力研究院 

研究方向属于军工科技领域，依托招生专业：085500 机

械 

（九）跨介质动力技术设计与实验仿真 

主要研究内容：跨介质动力设计技术、实验技术和仿真

技术。 

研究团队组成（校企导师组）：飞行器动力系统实验与

仿真研究（负责人：朱卫兵） 

合作企业：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航空弹药研究院有限公司 

研究方向属于军工科技领域，依托招生专业：085500 机

械 

（十）航天动力学与控制 

主要研究内容：复杂航天器动力学建模与控制、航天器

姿轨一体化动力学与控制、位姿一体化规划、复杂航天系统



效能评估等方向。 

研究团队组成（校企导师组）：航天动力学与控制团队

（负责人：吴限德） 

合作企业：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航空弹药研究院有限公司 

研究方向属于航空航天领域，依托招生专业：085500 机

械 

（十一）航行器可靠性优化与设计 

主要研究内容：航行器可靠性设计与管理 

研究团队组成（校企导师组）：航行器可靠性技术团队

（负责人：盖京波） 

合作企业：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航空弹药研究院、哈尔滨

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研究方向属于军工科技领域，依托招生专业：085500 机

械 

（十二）可靠性及优化设计 

主要研究内容：结构动力学随机响应分析及可靠性分析、 

研究团队组成（校企导师组）：动力学与控制团队（负

责人：陈卫东） 

合作企业：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航空弹药研究院 

研究方向属于军工科技专业领域，依托招生专业：

085500 机械 

（十三）爆炸与冲击动力学 

主要研究内容：爆炸载荷与高速冲击作用下的动力学响

应分析 

研究团队组成（校企导师组）：动力学与控制团队（负

责人：陈卫东） 



合作企业：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航空弹药研究院 

研究方向属于军工科技专业领域，依托招生专业：

085500 机械 



龙江工程师学院 2024年卓越工程师培养项目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 
 

一、卓越工程师培养专项班基本情况 

动力与能源工程学院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

海军工程系的船舶动力装置专业发展而来，是学校历史最悠

久的“三海一核”领域的主体院系之一。现有专任教师 103

名，博士生导师 49 人，硕士生导师 93 人。拥有中国工程院

院士 1人（双聘），国防科技卓越青年人才基金获得者等各

类人才 20多人。 

学院科研实力雄厚。近五年，承担各类科研项目 800 余

项，年均科研经费近 2 亿元，共获得科技成果奖 17 项，其

中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 项，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1 项，省

部级一等奖 12 项，国家授权发明专利 400 余项，发表 SCI

论文 600余篇、EI论文 800余篇。现有博士学位授权点 5个，

硕士学位授权点 4 个，其中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为国防重

点学科，是我校重点建设与发展的五大学科之一；轮机工程

为国家重点学科，已通过 IMarEST-英国轮机工程师学会国

际认证，其所在的一级学科船舶与海洋工程在教育部第四轮

学科评估中获得 A+，名列全国第一。学院建有“先进船舶

动力技术工信部重点实验室”、“船舶动力技术国家级实验

教学示范中心”、“船舶动力技术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

中心”、“全国示范性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黑龙江省船舶动力技术协同创新中心”，是我校“三海一

核”办学特色最具代表性的教学科研机构之一。毕业生进入

国防系统、国内 500 强企业和科研院所的比例和质量一直保

持全校第一。 

近年来，学院与中船集团、哈电集团联合建立全国示范

性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工业和信息化部校企

协同育人基地等多个校企联合实践平台，并与英国南安普顿

大学、英国利兹大学、俄罗斯莫斯科国立鲍曼技术大学等国

外高水平大学开展创新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项目，构建了国

际一流水平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国际交流平台。 

二、专业领域及专业设置 

研究方向涵盖 1个专业领域： 

智能动力专业领域，依托招生专业为 085800能源动力； 

三、研究方向及研究团队 

（一）动力装置减振降噪技术 

主要研究内容：动力装置低振噪设计及现有设备优化 

研究团队组成（校企导师组）：振动噪声控制研究所（负

责人：率志君） 

合作企业：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七一一研究所 

研究方向属于智能动力领域，依托招生专业：085800 能

源动力 

（二）动力装置智能控制技术 

主要研究内容：动力装置智能控制技术 

研究团队组成（校企导师组）：动力装置电控技术研究

所（负责人：刘龙） 



合作企业：中船动力（集团）有限公司 

研究方向属于智能动力领域，依托招生专业：085800 能

源动力 

（三）动力装置智能检测技术 

主要研究内容：动力装置智能检测技术 

研究团队组成（校企导师组）：动力装置电控技术研究

所（负责人：杨晓涛） 

合作企业：哈尔滨电气集团有限公司 

研究方向属于智能动力领域，依托招生专业：085800 能

源动力 

（四）船舶动力系统总体设计 

主要研究内容：船舶动力系统总体设计 

研究团队组成（校企导师组）：燃气轮机技术研究所（负

责人：高杰） 

合作企业：中船重工七 O 三研究所 

研究方向属于智能动力领域，依托招生专业：085800 能

源动力 

 



龙江工程师学院 2024年卓越工程师培养项目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 
 

一、卓越工程师培养专项班基本情况 

智能科学与工程学院是学校科研教学传统主体院系之

一，是国家双一流计划“一流学科”建设项目的核心单位。

学院拥有 2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 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

予权及 3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控制科学与工程”

学科在全国第五轮学科评估中获评 A，学院现有专任教师

195 名，博导 60名，硕导 143人。学院的毕业生 45%在国国

防军工十大集团就业，80%以上的毕业生在工业化、信息化

和国防现代化领域就业。学院毕业生精英辈出，中国科学院

段广仁院士，中国工程院臧克茂院士、刘合院士，加拿大工

程院杨春生院士，海军少将黄文斌、陆铭华、黄新建，百度

技术委员会主席吴华，北京耐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杨

云春等都是学院杰出校友代表。 

学院 2023 年启动“项目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卓越培养

项目，重点在智能交叉领域试点跨学院、跨学科、跨企业的

多专业学位类别协同培养改革模式。首批两个项目均为我国

水面智能舰船和水下无人装备的优势牵头研发团队，依托项

目团队与企业合作的深厚基础和技术创新，聚焦智能交叉领

域“卡脖子”工程技术难题，协同团队中校内船舶、动力、

水声、青岛等学院优势导师力量，联合中船智能化需求较多、



合作基础好的研究所，依托省部级以上重点实验室和校企协

同育人平台共同支撑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 

培养项目中拟合作的企业中中船系列研究所与我校多

年来均有战略合作关系，非中船系列研究所均参与了团队牵

头的科研项目且与学院建有实习实践基地，每个项目团队与

合作企业目前已有的可供研究生培养的科研项目经费均超

过 1 亿元。近三年团队中所有导师均有研究生参与了与合作

企业的科研项目，超过 30 位研究生均有到拟合作企业的实

习经历，5 名研究生在拟合作企业就业。拟合作企业多年来

参与了校内研究生培养，联合授课开展 10 余次，20 余位企

业科研人员受聘学校专硕兼职导师，2024年拟聘任含企业首

席专家、总工程在内 15 位企业高级别专家作为项目合作导

师。 

二、专业领域及专业设置 

研究方向涵盖 2个专业领域： 

军工科技、智能智造专业领域，依托招生专业为 0854

电子信息、085900 土木水利、0858 能源动力 

三、研究方向及研究团队 

（一）船舶数字与智能技术 

主要研究内容 1：船舶智能感知、决策及控制技术 

主要研究内容 2：实海域风浪环境与船舶航行性能虚实

融合建模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 3：船舶数字动力及智慧机舱 

研究团队组成（校企导师组）：船舶数字与智能技术创

新团队（负责人：夏桂华） 



合作企业：中国船舶集团公司第七 0 一研究所、中国船

舶集团公司第七 0 二研究所、中国船舶集团公司第七 0四研

究所、中国船舶集团公司动力院、北京海兰信数据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研究方向属于军工科技、智能制造领域，依托招生专业：

0854电子信息、085900 土木水利、0858 能源动力 

（二）水下无人智能感知与协同控制技术 

主要研究内容 1：水下目标探测技术 

主要研究内容 2：水下目标识别技术 

主要研究内容 3：水下目标协同搜探技术 

研究团队（校企导师组）：海洋装置与控制技术创新团

队（负责人：张伟） 

合作企业：中国船舶集团公司系统工程研究院、中国船

舶集团公司第 701研究所、中国船舶集团公司第 719研究所、

中科院声学所 

研究方向属于军工科技领域，依托招生专业：0854 电子

信息 



龙江工程师学院 2024年卓越工程师培养项目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水声工程学院） 
 

一、卓越工程师培养专项班基本情况 

水声工程学院前身系哈军工声纳专业，目前已成为我国

船舶工业、海军装备和海洋开发领域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的

重要基地。学院设有 2 个博士后科研流动站，2 个一级学科

博士学位授权点，1 个交叉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2 个博士

专业学位授予类别，3 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1 个交

叉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和 2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其中

船舶与海洋工程学科入选“双一流”学科，第四轮学科评估

中获评 A+，被国际社会誉为世界上该领域最有实力的学科

之一。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 62 人，硕士生导师 105 人，兼

职导师 138人。学院坚持国际化办学，拥有雄厚的师资力量

和先进的实验设备，学院人才培养质量一流，就业率稳居 98%

以上。 

水声工程学院于 2022 年起与中国船舶集团系统工程研

究院联合招收专业学位硕士，成立联合培养专项班，目前已

招生 25 人，汇集行业优势科研、教育和人才资源，实现政

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和应用型未

来领军人才。 

水声工程学院与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及中国船舶集

团各下属企业有着多年科研及人才培养合作基础，研究方向



有交叉，为适应国防科技工业进步、国民经济建设及共同发

展的迫切需要，学院与中国船舶集团下属各单位签订了一系

列全面合作协议书，取得了众多校企协同育人的成果。其中，

“哈尔滨工程大学-中国船舶集团系统工程研究院、第 708

所、703 所、719 所船海智能装备领域校企协同育人联合培

养基地”被评为工业和信息化部校企协同育人示范基地。联

合培养研究生方面，校企结合科研项目合作为牵引，联合承

担重大武器装备工程、重大基础研究项目、“卡脖子”关键

技术攻关等重大任务，研究生生深度参与科研项目的研究，

在科研中联合培养研究生。 

二、专业领域及专业设置 

研究方向涵盖 1个专业领域： 

军工科技专业领域，依托招生专业为 085400 电子信息 

三、研究方向及研究团队 

（一）主动声呐信号处理技术 

主要研究内容：声纳发射电子研究设计、声纳基阵信号

采集技术、深海声场建模与探测、目标识别及信号处理 

研究团队组成（校企导师组）：海洋声学研究团队(负

责人：朴胜春) 

合作企业：中国船舶集团第 715研究所 

研究方向属于军工科技领域，依托招生专业：085400 电

子信息 

（二）换能器制作与高频声呐设计技术 

主要研究内容：声纳发射电子研究设计、声纳基阵信号

采集技术、深海声场建模与探测、目标识别及信号处理 



研究团队组成（校企导师组）：深海换能器研究团队（负

责人：蓝宇）、水下目标声学感知技术与装备研究团队（负

责人：周天） 

合作企业：中国船舶集团辽海装备有限责任公司、中国

船舶集团海鹰企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研究方向属于军工科技领域，依托招生专业：085400 电

子信息 

（三）极地声学技术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极地海冰声学导航、极地冰区目标声特

性、极地海底地形探测 

研究团队组成（校企导师组）： 

校内导师：极地声学与仿真技术研究团队（负责人：殷

敬伟） 

合作企业：中船航海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研究方向属于军工科技领域，依托招生专业：085400 电

子信息 

（四）水下小目标探测技术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水下小目标探测与对抗、主动信号回波

高逼真多维模拟技术、超低频探测技术 

研究团队组成（校企导师组）：标声学感知技术与装备

研究团队（负责人：周天） 

合作企业：中国船舶集团第 726研究所 

研究方向属于军工科技领域，依托招生专业：085400 电

子信息 



（五）水下目标声学特性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水声信号处理与应用、水下目标声学特

性分析、海洋声场分析与建模仿真 

研究团队组成（校企导师组）：水声通信及网络技术研

究团队（负责人：乔钢）、水下目标振动噪声及控制团队（负

责人：商德江） 

合作企业：中国船舶集团系统工程研究院 

研究方向属于军工科技领域，依托招生专业：085400 电

子信息 

（六）水下信息技术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声场声信息、水下环境信息感知、海洋

声学技术、水下信息技术、水下航行器、超声学、噪声与音

频声学、语音与智能信息处理、 

研究团队组成（校企导师组）：海洋声学研究团队(负

责人：朴胜春)、海洋环境声学特性研究团队（负责人：黄

益旺）、水下目标振动噪声及控制团队（负责人：商德江）、

水声定位与目标探测研究团队（负责人：梁国龙）、深海水

下信息技术研究团队（负责人：孙大军）、极地声学与仿真

技术研究团队（负责人：殷敬伟） 

合作企业：中科院声学研究所  

研究方向属于军工科技领域，依托招生专业：085400 电

子信息 



龙江工程师学院 2024年卓越工程师培养项目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一、卓越工程师培养项目基本情况 

（一）学院整体情况 

龙江工程师学院 2021 年 9 月 5 日正式挂牌成立，“通

过学院+联盟”的新时代产教融合形式，汇集优势产业、行

业、教育和人才资源，实现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 

龙江工程师学院依托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已开展了

2 年工程硕博士招生，牵引通过共建创新研究院、教师“沉

浸式”入企、校企横向课题合作等方式逐步与军工科技、智

能制造等行业领军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建立深度的校企合

作关系。学院主要与龙江高端智能制造头部企业及专精特新

中小企业，围绕企业转型升级、数字化人才培养等需求进行

招生。 

（二）学院培养特色与优势 

1）实行学校、企业“双导师”制和面向需求的“定制

化”培养。校内导师与企业导师组建导师组，执行“论文选

题、实践教学、工程实践”相融通的校企定制化联合培养方

案，培养过程瞄准企业的真问题，提炼研究生的真课题，产

生助力产业的真成果。 

2）强化理论与实践的有机融合。课程学习阶段在计算机

科学与技术学院进行，聘请企业高水平专家深度参与课程体系



设置和课程设计，开设校企共建课程；实习实践环节在联合培

养企业（产教融合联合培养基地或校企联合实验室等）进行。 

（三）校企联培情况及成效 

学校发挥技术教育优势，截止到目前，我院已选派 14

名学生到北大荒信息进行联合培养，毕业生留企 2 名。校企

合作不仅丰富了本硕博实习经历，也实现了校企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保证高技能人才培养，实现学校与企业的“双赢”。 

目前，我院部分学生将分别派出至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

司第四十九研究所、中国联通黑龙江省分公司、绿盟科技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哈尔滨新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兵器

工业集团航空弹药研究院有限公司等本地企业进行为期 1年

左右的工程实践活动。 

二、专业领域及专业设置 

研究方向涵盖 4个专业领域： 

智能制造、网络安全、智慧农业人工智能、智慧农业领

域，依托招生专业为 085400 电子信息 

三、研究方向及研究团队 

（一）量具质量追踪技术研发与设计 

主要研究内容：通用测量设备质量保障技术研发 

研究团队组成（校企导师组）：计算机科学教学与科研

中心（负责人：张国印） 

合作企业：通用技术集团哈尔滨量具刃具有限责任公司 

研究方向属于智能制造领域，依托招生专业：085400 电

子信息 

（二）网络信息安全与攻防对抗 



主要研究内容：网络空间数据流通中的信息安全攻击、

检测技术 

研究团队组成（校企导师组）：网络技术与信息安全教

学与科研中心（负责人：玄世昌） 

合作企业：绿盟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方向属于网络安全领域，依托招生专业：085400 电

子信息 

（三）新一代网络系统研发与设计 

主要研究内容：新一代网络云池技术与装备研发 

研究团队组成（校企导师组）：网络技术与信息安全教

学与科研中心（负责人：吕宏武） 

合作企业：中国联通黑龙江省分公司 

研究方向属于网络安全领域，依托招生专业：085400 电

子信息 

（四）智慧农业 

主要研究内容：智慧育种平台、智慧栽培、智慧植保、

智慧土壤感知、高端智能装备研发、农业作物模型研究 

研究团队组成（校企导师组）：工业互联网和智能计算

团队（负责人：巩建光） 

合作企业：北大荒信息有限公司 

研究方向属于智慧农业人工智能领域，依托招生专业：

085400 电子信息 

（五）轴承故障检测研发与设计 

主要研究内容：基于多维的数字模型研究轴承故障检测



技术 

研究团队组成（校企导师组）：高性能计算中心团队（负

责人：王宇华） 

合作企业：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航空弹药研究院有限公司 

研究方向属于智能制造领域，依托招生专业：085400 电

子信息 

（六）农作物有机质分析检测方法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植株长势的全程监测及长势预测 

研究团队组成（校企导师组）：高性能计算中心团队（负

责人：王宇华） 

合作企业：哈尔滨新光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研究方向属于智慧农业领域，依托招生专业：085400 电

子信息 



龙江工程师学院 2024年卓越工程师培养项目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机电工程学院） 
 

一、卓越工程师培养项目基本情况 

学院由哈军工海军工程系“舰炮”专业发展而来，多年

来一直围绕水下作业技术与装备、水下智能控制技术、船舶

机械技术和装备、服务机器人等进行研究工作，为我国海军

装备、援潜救生、海洋工程装备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

技术支撑和人才保障。 

学院具有“机械工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机械工程”

一级博士授权点，“机械设计及理论”、“机械电子工程”、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车辆工程”4 个二级博士授权

点；“机械工程”、“设计学”等两个一级硕士授权点；学

院还拥有“机械”工程博士、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学院为海军和国防工业单位培养了 200余名优秀研究生，

绝大多数已成为技术骨干。 

学院下设智能制造研究所、水下作业技术与装备研究所、

船舶特辅装备研究所、机器人研究所、现代机械设计研究所

等 6 个科研机构。具有 1 个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1 个

工信部重点实验室、1 个黑龙江省重点实验室及 1 个黑龙江

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近 5 年，学院承担科研项目 220余项，其中国家重大专

项、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高技术船



舶等项目 40 余项；科研经费超过 1.5 亿元；获国家科技进

步二等奖 1 项，省部级科技奖 13 项，发表论文 700 余篇，

其中 SCI收录 406 篇，高被引论文 17 篇，EI收录 611 篇；

授权发明专利 320 项，专利转化 15 项，出版专著和教材 38

部。 

学院现有教师 191 人，正高级职称 26 人，博士生导师

34 人，副高级职称教师 69人，硕士生导师 78 人。专任教师

博士化率近 87%。 

目前学院建有校企共建产教融合联合培养基地校级基

地 6 个，院级基地 6 个，近 2 年联合招收鸡西贝特瑞专项、

哈电专项、703 所专项龙江工程师学院专班硕士 12人，中船

专班工程博士 3 人。第一批专项招生硕士已入企实习实践。 

二、专业领域及专业设置 

研究方向涵盖 1个专业领域： 

先进制造技术与装备专业领域，依托招生专业为 085500

机械 

三、研究方向及研究团队 

（一）先进设计技术 

主要研究内容：TRIZ 创新方法、概念设计、有限元分析

方法、结构优化设计、人工智能、大型航海设备的控制电路

设计、高精度测量及数据多样化处理、摩擦及减阻等。 

研究团队组成（校企导师组）：先进设计技术团队（负

责人：史冬岩） 

合作企业：中船集团第 703研究所 

研究方向属于军工科技领域，依托招生专业：085500 机



械 

（二）特种机电设备及特辅装备 

主要研究内容：通过实验与数值模拟相结合研究管板类

金属零件的塑性加工工艺、采用数字化技术设计制造金属塑

性加工装备相关机电装置。 

研究团队组成（校企导师组）：特种机电设备及特辅装

备团队（负责人：张艳秋） 

合作企业：中航哈尔滨飞机制造有限公司 

研究方向属于军工科技领域，依托招生专业：085500 机

械 

（三）机器人及智能制造技术 

主要研究内容：机器人设计、复杂机电装备的装配精度

分析与数字化系统研发（针对装备的具体特点，以提高整机

的装配性能需求为目标，研究其装配系统的误差建模方法、

误差累积与传递机理以及公差优化策略，开发数字化装配精

度分析软件系统。） 

研究团队组成（校企导师组）：机器人及智能制造技术

团队（负责人：钟宇光） 

合作企业：中航发东安发动机有限公司 

研究方向属于军工科技领域，依托招生专业：085500 机

械 



龙江工程师学院 2024年卓越工程师培养项目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 
 

一、卓越工程师培养项目基本情况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院源于哈军工海军工程系和炮兵工

程系。学院设有空间信息获取与传输技术研究所、空间信息

处理与对抗技术研究所、光电智能感知技术研究所及电工电

子教学与研究中心四个基层学术组织；拥有信息与通信工程

一级学科博士点、电子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硕士点；拥有信

息与通信工程博士后流动站、国家级电工电子教学基地、国

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先进船舶通信与信息技术工信部重

点实验室。信息与通信工程为黑龙江省重点学科，在全国最

新一轮学科评估结果中，信息与通信工程学科进入全国前 20%

的先进行列，是学校“双一流”国家级重点学科群成员。学

院汇聚了一批富有活力和创新能力、学科和学缘结构合理、

数量充足的师资队伍，其中专任教师 106 人，正高级职称 22

人，副高级职称 56 人。教师中博士生导师 43 人，硕士生导

师 94 人。有国家级教学名师 1 人，国家级人才 3 人，省部

级以上人才 3人，柔性人才 2人，海内外兼职、客座教授 15

人。黑龙江省“头雁团队”1 个，哈尔滨工程大学兴海学术

团队 2个。学院各团队与中国电科、中船重工、航天科工与

科技、华为等 20 余家大院大所共同开展研发设计、联合培

养等相关工作，具有稳定的合作基础。 



学院卓越工程师培养依托学院各团队身后的科研底蕴

与合作院所的研发需求，通过校内导师与企业导师联手，与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九研究所、哈尔滨电气集团海

洋智能装备有限公司、航天恒星科技有限公司开展校企共建

课程、建立校企协同育人产教融合基地，以提供研究生实习

实践机会，共同培养具有技术应用能力的高水平工程师，现

已为国家船舶工业、海军装备、海洋开发和核能应用领域培

养、输送了大批卓越创新人才。 

二、专业领域及专业设置 

研究方向涵盖 1个专业领域： 

数字制造专业领域，依托招生专业为 085400 电子信息 

三、研究方向及研究团队 

（一）智能信息处理技术 

主要研究内容：智能遥感信息感知与处理、新一代传感

器网络技术、机器视觉与智能监测等领域，面向极地海洋环

境监测、隐身目标探测、网络信息交换与多智协同控制技术、

智慧农林业、卫星通信技术等。 

研究团队组成（校企导师组）：智能信息处理技术团队

（负责人：赵春晖） 

合作企业：哈尔滨航天恒星数据系统科技有限公司、哈

尔滨电气集团海洋智能装备有限公司、黑龙江省交通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九研究所、哈尔

滨新光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方向属于数字制造领域，依托招生专业：085400 电

子信息。 



（二）被动雷达寻的技术 

主要研究内容：电子侦察与对抗、被动雷达寻的技术等。 

研究团队组成（校企导师组）：被动雷达寻的技术团队

（负责人：司伟建） 

合作企业：哈尔滨哈玻拓普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研究方向属于数字制造领域，依托招生专业：085400 电

子信息。 

（三）雷达与电子战 

主要研究内容：被动雷达导引、电子侦察、人工智能 AI

等。 

研究团队组成（校企导师组）：雷达与电子战团队（负

责人：陈涛） 

合作企业：哈尔滨海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中国兵器工

业集团航空弹药研究院、哈尔滨玻璃钢研究院。 

研究方向属于数字制造领域，依托招生专业：085400 电

子信息。 

（四）光电智能感知技术 

主要研究内容：光电智能感知技术、微纳智能感知技术等。 

研究团队组成（校企导师组）：光电信息智能处理技术

团队（负责人：单明广） 

合作企业：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九研究所、航

空工业空气动力研究院。 

研究方向属于数字制造领域，依托招生专业：085400 电

子信息。 



（五）电磁频谱认知与管控技术 

主要研究内容：智能动态频谱分配与接入技术、频谱特

征分析与提取、大数据分析、推理和挖掘，机器学习和深度

学习等。 

研究团队组成（校企导师组）：电磁频谱认知与管控团

队（负责人：林云） 

合作企业：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九研究所、中

国兵器工业集团航空弹药研究院。 

研究方向属于数字制造领域，依托招生专业：085400 电

子信息。 

（六）无线电定位与智能对抗 

主要研究内容：通信信号处理、雷达信号处理、电子对

抗技术、图像信号处理、信息融合技术、目标跟踪技术、现

代天线技术等。 

研究团队组成（校企导师组）：无线电定位与智能对抗

团队（负责人：李一兵） 

合作企业：联通(黑龙江)产业互联网有限公司。 

研究方向属于数字制造领域，依托招生专业：085400 电

子信息。 

（七）复杂环境下通信系统与技术 

主要研究内容：电子对抗、卫星通信与导航、人工智能

与机器学习、非线性电路设计等。 

研究团队组成（校企导师组）：复杂环境通信系统与技

术团队（负责人：国强） 

合作企业：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四十九研究所。 



研究方向属于数字制造领域，依托招生专业：085400 电

子信息。 



龙江工程师学院 2024年卓越工程师培养项目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材料科学与化学工程学院） 
 

一、卓越工程师培养项目基本情况 

学院拥有 “材料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

点；“医学材料与工程”目录外二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材料科学与工程”、“化学工程与技术”、“环境科学与

工程”、“生物医学工程”四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具有“材料与化工”全日制工程硕士学位点，其中“材料科

学与工程”为“十二五”黑龙江省重点学科。 

学院现有博士生导师 76 人，硕士生导师 138 人。我院

毕业生就业单位多集中在沿海发达地区，就职于国家、世界

500 强企业毕业生超 50%。近几年，学院硕士毕业生一次性

就业率始终保持在 98%以上，博士毕业生就业率连年百分百。 

学院拟重点服务企业：鸡西贝特瑞、东轻集团、哈焊院、

中航发东安、七台河鑫科；拟重点合作方向：水下电力推动

技术及新材料、表面腐蚀与防护、先进材料热处理及加工技

术、功能材料。 

学院已与鸡西贝特瑞、东轻集团、中航发东安、签署实

践基地，目前已有 15 名硕士、7名工程博士联合培养，目前

学生均在培养中，暂未取得成效。 

二、专业领域及专业设置 

研究方向涵盖 1个专业领域： 

智能制造专业领域，依托招生专业为 085600 材料与化



工 

三、研究方向及研究团队 

（一）先进碳材料及储能技术 

主要研究内容：先进碳材料及储能技术。 

研究团队组成（校企导师组）：校内团队名称（负责人：

王贵领） 

合作企业：贝特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研究方向属于新材料新能源领域，依托招生专业：

085600 材料与化工 

（二）高性能轻合金材料设计与研发 

主要研究内容：特种轻质铝、镁合金设计与研发。 

研究团队组成（校企导师组）：校内团队名称（负责人：

巫瑞智） 

合作企业：东北轻合金责任有限公司 

研究方向属于新材料领域，依托招生专业：085600 材料

与化工 

（三）装备表面强化与防护 

主要研究内容：关键部件表面防护与强化研究。 

研究团队组成（校企导师组）：校内团队名称（负责人：

金国） 

合作企业：哈尔滨东安发动机有限公司 

研究方向属于新材料领域，依托招生专业：085600 材料

与化工 

（四）功能涂料的研发与设计 

主要研究内容：环境友好型船舶防污防腐涂层研制与工



程化应用。 

研究团队组成（校企导师组）：校内团队名称（负责人：

刘琦） 

合作企业：七台河鑫科纳米新材料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研究方向属于新材料领域，依托招生专业：085600 材

料与化工 

（五）金属材料增材制造 

主要研究内容：金属材料增材制造。 

研究团队组成（校企导师组）：校内团队名称（负责人：

果春焕） 

合作企业：哈尔滨焊接研究院 

研究方向属于新材料领域，依托招生专业：085600 材料

与化工 



龙江工程师学院 2024年卓越工程师培养项目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 

一、定制化专班基本情况 

核科学与技术学院前身是 1958 年“哈军工”时期创建

的原子能专业和舰船核动力装置专业，2005 年 12 月成立了

国内第一个核科学与技术学院。目前在校本科生 835 人，硕

士生 374 人、博士生 250 人，留学生 180 人。 

学院现拥有“核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

和硕士学位授权点。现有专任教师 80 人，其中博士生导师

32 人、硕士生导师 64 人。拥有教育部科技创新团队 1 个、

国防科技创新团队 1 个、省“头雁”团队 1 个，省部级及以

上各类人才、荣誉称号获得者 30 余人次。学院教师不仅参

与了从秦山核电站设计、大亚湾核电站引进到“华龙一号”

三代核电研发工作，更参与了我国全部型号核动力的研发工

作，是我国核动力和核能技术领域重要的研发力量。 

学院 80%以上毕业生在我国核科学与技术领域从事研究、

设计、运行和管理等工作，彭先觉院士、宣益民院士、李建

刚院士、“华龙一号”总设计师邢继、核燃料元件领域首席

专家焦拥军等许多毕业生已成为我国核科技发展领军人物，

为核工业强国做出了重要贡献。 

学院与中国核工业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核集团）自

2005年开展全方位战略合作，共建中国核工业核安全与仿真

技术研究院、核科学与技术领域工信部校企协同育人示范基



地，合作招收大院大所联合培养博士生、关键领域急需高层

次人才、工程硕博士改革专项生。双方一直保持密切的合作，

为提高我国核能装备的设计和制造能力、拓展核技术应用领

域、培养核领域紧缺专业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 

学院与中核集团每年联合培养本、硕、博和留学生近 300

名，坚持以服务国家战略为导向，以校企科研合作为依托，

校企双导师联动指导，育人与科研双向做实，紧密结合，在

做“真科研”、解决“真问题”中共同培养可靠顶用之才。 

二、专业领域及专业设置 

研究方向涵盖 1个专业领域： 

核能开发专业领域，依托招生专业为 085800 能源动力 

三、研究方向及研究团队 

（一）核安全与仿真技术 

主要研究内容：反应堆物理热工、关键设备建模及多物

理场耦合技术等；风险监测预测技术、非能动系统可靠性分

析技术等；基于数字孪生的智能运维技术、小型核动力自主

决策技术等。 

研究团队组成（校企导师组）：核动力仿真研究中心（负

责人：赵强） 

合作企业：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 

研究方向属于核能开发领域，依托招生专业：085800 能

源动力 

（二）核动力装置系统性能与优化 

主要研究内容：先进核动力装置非能动安全技术研究与

优化，包括海洋条件下核动力装置系统性能、非能动安全技



术、严重事故条件下源项和核动力装置性能智能优化。 

研究团队组成（校企导师组）：核动力装置研究所（负

责人：丁铭） 

合作企业：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 

研究方向属于核能开发领域，依托招生专业：085800 能

源动力 

（三）新工质新用途反应堆关键技术 

主要研究内容：新型反应堆安全技术研究，包括新工质

冷却反应堆、供暖等新用途反应堆的热工水力、流致振动、

智能预测与控制，以及系统分析等研究工作。 

研究团队组成（校企导师组）：反应堆工程研究团队（负

责人：田瑞峰） 

合作企业：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 

研究方向属于核能开发领域，依托招生专业：085800 能

源动力 

（四）辐射应用与探测技术 

主要研究内容：研究放射性物质实时监测技术和监管方

法；建立辐射剂量数字人模型，基于辐射场监测结果，进行

在不同场景下人员所受辐射剂量的实时评估。 

研究团队组成（校企导师组）：核技术系（负责人：宋

玉收） 

合作企业：中国辐射防护研究院 

研究方向属于核能开发领域，依托招生专业：085800 能

源动力 



（五）核化工与核燃料循环 

主要研究内容：乏燃料后处理技术、后处理关键工艺模

拟与仿真技术、放射性废物处理与固化技术、核设施退役技

术、辐射场模拟与仿真技术等。 

研究团队组成（校企导师组）：核化工系（负责人：张

萌） 

合作企业：中国核电工程有限公司 

研究方向属于核能开发领域，依托招生专业：085800 能

源动力 
 



龙江工程师学院 2024年卓越工程师培养项目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 

（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 
 

一、卓越工程师培养项目基本情况 

哈尔滨工程大学物理与光电工程学院电子信息专业学

位授权点依托“光学工程”一级学科。学科拥有“纤维集成

光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海洋光子材料与器件物理”工

信部重点实验室，“光纤传感科学与技术”黑龙江省重点实

验室、“面向工程应用的微结构功能光纤”教育部创新引智

基地，其中“集成光子信息技术”是工业和信息化部新兴交

叉学科。学科注重前沿科学和工程应用的结合，强调同船舶

海洋与核科学的交叉创新融合发展，形成了纤维集成光学核

心特色优势，光电传感、光电材料、红外技术等方向全面发

展的学科体系，具有重要的国际学术影响力。电子信息专业

学位点拥有硕士指导教师 44 人，其中国家级人才 1 人，黑

龙江省杰青 2人，省教学名师 2人。高质量的人才培养使学

院毕业生受到越来越多企事业单位的欢迎和青睐，毕业生就

业率加升学率一直稳定在 100%。毕业生去向主要为国有企业

或大型民营企业，整体 50%以上进入国防系统就业。 

学院积极落实服务龙江经济发展的战略举措，选派优秀

教师沉浸式入企，与龙江企业深度合作，构建了高质量科技

创新体系和人才培养机制。与哈尔滨新光光电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黑龙江省原子能研究院、哈尔滨空气动力研究所、黑



龙江天有为电子有限责任公司、烟台艾睿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等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 

针对卓越工程师培养目标，学院与龙江智能制造联盟企

业建立了校企联合培养机制，面向社会和国防需求培养电子

信息行业高素质人才。与哈尔滨新光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聘任企业专家为博士和硕士研究生校

外指导教师，开展人才联合培养，并提供实习和实践机会，

提升研究生的创新实践能力和职业素质。 

二、专业领域及专业设置 

研究方向涵盖 1个专业领域： 

光电信息工程专业领域，依托招生专业为 085400 电子

信息 

三、研究方向及研究团队 

（一）自主导航与定位 

主要研究内容：自主导航与定位技术与设备研发 

研究团队组成（校企导师组）：海洋物理场感知与导航

定位（黄玉） 

合作企业：哈尔滨浪矢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研究方向属于光电信息工程领域，依托招生专业：

085400 电子信息 

（二）光学仪器设计与应用 

主要研究内容：光学仪器研发设计及多场景应用研究 

研究团队组成（校企导师组）：先端光子学研究所（孙

伟民） 

合作企业：新光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方向属于光电信息工程领域，依托招生专业：

085400 电子信息 

（三）X射线探测 

主要研究内容：钙钛矿/聚合物复合材料的合成及其 X

射线探测性能研究和新型医用光纤 X射线探测器的设计 

研究团队组成（校企导师组）：先端光子学研究所（孙

伟民） 

合作企业：省原子能研究院 

研究方向属于光电信息工程领域，依托招生专业：

085400 电子信息 

（四）基于白光干涉的漆层厚度测量方法研究 

主要研究内容：漆层光学信号信噪比提升方法与抗强干

扰厚度解调算法的研发 

研究团队组成（校企导师组）：光学极限测量团队（苑

勇贵） 

合作企业：哈尔滨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研究方向属于光电信息工程领域，依托招生专业：

085400 电子信息 

（五）光学轮廓粗糙度测量仪预研 

主要研究内容：轮廓粗糙度测量仪光学探头与解调算法

研发 

研究团队组成（校企导师组）：光学极限测量团队（苑

勇贵） 

合作企业：通用技术集团哈尔滨量具刃具有限责任公司 



研究方向属于光电信息工程领域，依托招生专业：

085400 电子信息 

（六）特种玻璃与光纤 

主要研究内容：核辐射探测与防护技术研究团队 

组成（校企导师组）：特种光纤器件与感测团队（张建

中） 

合作企业：省原子能研究院 

研究方向属于光电信息工程领域，依托招生专业：

085400 电子信息 

（七）智能光电系统设计 

主要研究内容：智能光电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及其嵌入

式实现、信号处理及图像处理的 FPGA与 DSP实现 

研究团队组成（校企导师组）：智能光电技术（张杨） 

合作企业：中国兵器工业集团航空弹药研究 

研究方向属于光电信息工程领域，依托招生专业：

085400 电子信息 



龙江工程师学院 2024年工程管理硕士（MEM）

专项班招生简章 

（经济管理学院） 
 

一、学院整体情况 

哈尔滨工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是学校首批成立的二级

学院之一，源自 1985年的管理工程系，成立于 1996 年。经

过近 40年的发展，已经建成了相对完备的学科体系。 

工程管理学科源于 2003 年设立的项目管理领域工程硕

士，以及 2005年设立的工业工程领域工程硕士和 2010年设

立的物流工程领域工程硕士，累计 400余名学生获得上述领

域工程硕士学位。国家调整工程专业学位类别后，我校于

2021年获批工程管理硕士专业学位办学权。 

本学科点有专任教师 20 余人，另外还聘请一批行业专

家做为兼职导师和实践导师，学科点近五年主持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及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等国家级

和省部级科研项目 50 余项，在 SSCI源、SCI源、EI源及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管理科学部认定的重要期刊发表学术论

文 100余篇，获得省部级及以上科研奖励 10 余项。 

二、学院卓越工程师培养项目基地 

学院工程管理硕士专业学科点与中国一重集团有限公

司、中国国际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中航工业东安发动机有限

公司等若干大中型企业建立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有力支撑



了 MEM 实践教学活动。 

三、校企合作基础 

学科点紧密围绕国家、区域、行业和企业对工程管理领

域人才的需求，依托学校办学特色以及平台优势，重点面向

高端装备制造领域、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领域、经济社会服务

领域的工程管理需求，聚焦工程技术经济论证、大数据智能

管理、工程运营管理、成本系统工程、知识产权管理、标准

化工程等项目管理培养方向，政产学研融合开展人才培养和

社会服务工作，打造工业和信息化领域工程管理高层次人才

的重要培养基地。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