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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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程实践案例 

(结合申报人实际具体论述) 
职业道德 知识掌握 专业技术能力 

取得的业绩 

(代表作) 

承担或参与行（企）业应用性课题研究项

目；应用先进技术解决企业重大技术难

题；推广应用具有较高水平的新技术、新

工艺、新流程、新设备、新材料等；承担

或参与国家、行业、地方技术标准或企业

主导产品技术标准的制定，技术规范的编

写；参与完成企业新建、扩建或技术改造

项目的研究，包括方案的制定、工程设计、

施工、设备的安装及调试等工作；参与企

业精密、大型、稀有成套设备或关键设备

维护、维修工作；参与企业产品的研究、

设计、工艺、制造和技术管理工作；参与

产品质量评价、检测手段改进、实验方法

更新，技术管理体系建立，设备使用和维

护规程制定等；在勘探开发、技术研发、

生产建设、经营管理等项目中，规划或制

定出一套可行的科学管理方法；完成对行

（企）业项目具有指导作用的有关情报资

料的搜集、整理、汇编，提出系统报告；

完成本专业领域的技术分析和市场分析，

给出合理的分析结论及建议，提出可行的

改进方案和验证方法；参与校企联合实验

室行（企）业课题研究；指导助理工程师

的工作和学习等。 

1.品德修养（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具备爱国

奉献、艰苦奋斗的精神，

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融入

企业文化，遵纪守法、爱

岗敬业、勇于开拓、敢于

担当，具有精益求精、追

求卓越的工匠精神） 

2.科学素质（具有科学严

谨、求真务实、持之以

恒、勇攀高峰的学习态度

和终生学习意识） 

3.职业素养（具备良好的

职业道德、积极的职业心

态、正确的职业价值观；

树立安全、健康及环境友

好等工程伦理意识，掌握

工程伦理规范，具有良好

的市场、质量、职业健康

和安全意识，注重工程与

自然环境、生态保护、社

会和谐与可持续发展的关

系） 

1.基础及专业知识（熟悉

行业技术需求，包括从事

工程构思、设计、实现、

运作所需的相关数学、自

然科学、经济管理等人文

与社会科学基础知识；系

统掌握专业理论知识、专

业技术知识和研究方法） 

2.行业知识[包括行（企）

业采用的新技术、新流

程、新工艺、新方法、新

材料、新设备、先进生产

方式、国内外技术前沿发

展现状与趋势；行（企）

业技术标准、工作流程、

职业规范、政策制度、法

律法规等] 

3.默会性工程知识（专业

实践训练过程中情境性、

意会性等知识积累） 

4.跨专业领域知识（基于

复杂工程问题解决的多专

业领域交叉知识的学习） 

1.环境及岗位适应能力[通过全过程参与行（企）业实际

工程项目建设，包括设计项目建设方案、执行项目计划任

务、应对项目建设突发情况、监督项目建设风险管控等，

能应对压力和挑战，加强自身对环境和岗位的适应力，具

备从事工程技术研究、设计、生产、技术管理决策实战经

验] 

2.参与工程建设所需的基本技能（能综合运用先进仪器

设备、专业软件、企业现场数据采集与算法分析等现代研

究工具和研究方法开展工程建设和项目研究工作） 

3.技术应用创新及工程创新实践能力（技术应用、应用

创新、技术创新能力；综合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复杂工程问

题的能力；参与工程规划、设计研发、实施运作、科学管

理的决策和行动能力；运用现代生产管理和技术管理方法

来独立解决比较复杂的技术问题的能力；对本领域工作进

行设计、过程审核和设计质量把关，有效规避设计质量问

题的能力） 

4.团队协作能力（具有跨多工种、跨专业领域的团队工作

经历，富有团队合作精神，具备良好的人际沟通、组织协

调、激励授权等领导能力；有效指导他人进行项目产品设

计开发和优化提升工作的能力） 

5.工程思维养成（包括问题导向意识、工程创新意识、技

术成果转化意识、批判性思维、系统性思维等） 

6.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竞争与合作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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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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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