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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申报
（一）基本情况【围绕《浙江工程师学院（浙江大学工程师学院）工程类专业学位研究生工

程师职称评审参考指标》，结合该专业类别(领域)工程师职称评审相关标准，举例说明】

1.对本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技术知识掌握情况(不少于200字)

本人在工程管理领域的理论知识、研究方法及其应用方法上掌握较为扎实。首先，充分学习

了集成产品开发（IPD）理论，在优化企业产品开发流程时，充分应用其在跨职能团队协作

、技术评审与决策制定等方面的能力。此外，掌握了网络层次分析法（ANP）和逼近理想点

排序法（TOPSIS）的项目优先级决策方法，体现了对数学、统计学和优化理论的熟练应用，

该方法的应用增强了企业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最后，系统掌握了流程优化方法及项目管

理方法，包括ASME分析法、ESIA优化法和关键路径法，识别了开发流程中的关键活动路径以

及非增值活动，有效缩短了产品开发周期。这些结果表明，本人能够系统应用多领域交叉知

识来解决复杂工程问题。

2.工程实践的经历(不少于200字)

本人多次应用先进的管理和技术方法解决了企业难题：主导了某公司网络安全产品开发管理

流程优化项目，通过员工访谈和问卷调查识别流程问题，结合工程相关研究方法提出优化方

案，最后选择试点项目验证了方案的有效性，并全面推广新流程的应用。主导了某公司商密

综合安防一体机的产品开发项目，负责提出产品规划，设计产品功能，并协调跨部门合作，

监控项目进度，以及风险决策，最后产品成功发布并上市。参与了某市级公安局视频融合平

台建设项目，协调其中部分网络安全产品的联调测试、现场交付、问题处理，最终完成项目

验收。

3.在实际工作中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案例（不少于1000字)

H公司网络安全产品开发流程优化案例：

H公司是一家成立于2001年的物联网产品研发制造企业，自2016年进军网络安全领域后，陆

续推出防火墙、日志审计系统等核心产品，业务覆盖全国。然而，尽管H公司在物联网安全

这一细分领域积累了一定技术基础，其产品开发却面临严峻挑战：2022-

2023年数据显示，32个开发项目中56%延期交付，平均开发周期比行业竞争对手多出近两个

月，研发成本因延期严重超支，产品上市时间滞后导致市场竞争力不足。为扭转这一局面，

H公司启动了系统性流程优化项目。

优化团队首先将开发流程分解为概念、计划、开发、验证、发布5个阶段，采用ASME流程分

析法量化为61项具体活动，并对活动进行分类评估：增值活动仅占37.7%，而非增值活动（

如需求会签评审、计划审批）与可疑活动（如冗余测试评审）合计占比超62%。问题集中体

现在评审环节，管理层依赖会议资料进行评审，缺乏实时信息导致返工；审批流程受领导时

间限制，延误频发；部分活动如测试计划审批耗时过长，且计划制定过于僵化，难以适应需

求变更。

接下来，优化团队通过关键路径法（CPM）分析并绘制活动网络图，计算各活动的最早、最

晚时间节点。结果显示，总开发周期为154天，关键路径上的活动（如需求分析、编码、测

试）直接决定项目总工期。然而，关键路径上的环节因频繁评审、资源协调不畅而效率低下

，非关键路径则存在大量冗余活动，如多层级审批、重复文档提交，消耗资源却无实际价值

。

针对上述问题，优化团队引入ESIA优化方法，通过消除、简化、整合、自动化策略重构流程

。首先，取消非必要评审环节，如合并需求分析与评审会议，清除需求会签、测试计划审批

等冗余步骤；其次，简化流程，采用敏捷迭代模式提升计划灵活性，并将测试计划融入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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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以减少沟通成本；同时，整合活动如可行性分析与需求讨论，提前协调测试资源；最后

，引入自动化工具，如代码审查系统和测试报告自动生成工具，减少人工操作时间。优化后

的流程活动从61项缩减至46项，总时长缩短61天，增值活动占比提升至47.8%，非增值活动

占比降至4.3%。

为验证优化效果，团队选取了SCVM/X项目进行试点。根据关键路径法测算，原流程下项目周

期预计为154天，优化后预计缩短至116天，理论上可节省38天。实际执行中，SCVM/X项目于

2024年2月26日开工，2024年7月30日完成，SCVM/X项目按期交付。该项目开发周期缩短至14

5天，开发成本降低了104.5万元，团队反馈流程效率显著提升。

此次优化使H公司网络安全产品开发周期缩短25%，研发成本节约25%。流程规范化后，各环

节责任明确，重复性工作减少，协作效率提升。因此，H公司计划将优化后的流程推广至全

产品线，未来可能引入AI工具进一步提升智能化水平。这一案例表明，通过系统性流程优化

（CPM法+ASME法+ESIA法）可有效解决研发效率瓶颈，企业需要将科学的管理方法与实际应

用相结合，方能在竞争中实现降本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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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取得的业绩（代表作）【限填3项，须提交证明原件（包括发表的论文、出版的著作、专利

证书、获奖证书、科技项目立项文件或合同、企业证明等）供核实，并提供复印件一份】

1. 
公开成果代表作【论文发表、专利成果、软件著作权、标准规范与行业工法制定、著作编写、科技

成果获奖、学位论文等】

成果名称

成果类别
[含论文、授权专利（含

发明专利申请）、软件著

作权、标准、工法、著作

、获奖、学位论文等]

发表时间/

授权或申

请时间等

刊物名称

/专利授权

或申请号等

本人

排名/

总人

数

备注

2.其他代表作【主持或参与的课题研究项目、科技成果应用转化推广、企业技术难题解决方案、自

主研发设计的产品或样机、技术报告、设计图纸、软课题研究报告、可行性研究报告、规划设计方

案、施工或调试报告、工程实验、技术培训教材、推动行业发展中发挥的作用及取得的经济社会效

益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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