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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水利（0859）专业学位类别简介

一、专业学位类别概况

20多年来，我国工程专业学位教育不断探索，以立德树人为核心，走

过一条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改革发展之路，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工程

专业学位教育体系，为实现研究生教育强国做出了重要贡献。培养近百万

名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为行业企业输送大批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高

层次工程技术人才，为我国由工业大国迈向工业强国提供了坚强有力的人

才支撑。

1997年，为适应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对高层次专门人才的需要，

完善具有中国特色的学位制度，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置工程硕士专业

学位。工程专业学位瞄准工业产业需求，主要按工程领域培养研究生，1997

年设置机械工程等 34个工程领域，2002年至 2006年陆续增列至 40个工程

领域。

2009年，改革过去仅面向在职人员攻读工程硕士为主的培养模式，开

始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启动工程专业学位综合改革，深

入推进实践基地、联合培养、课程建设、教育认证、类别调整等工作。

2011年，为适应创新型国家建设需要，完善我国工程科技人才培养体

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设置工程博士专业学位，结合国家科技重大专

项的重点领域，设置先进制造、电子与信息、能源与环保、生物与医药共 4

个工程领域。

2018年，为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更好服

务国家工程科技与产业发展需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决定统筹工程硕士和

工程博士专业人才培养，将工程专业学位类别调整为电子信息（代码 0854）、

机械（代码 0855）、材料与化工（代码 0856）、资源与环境（代码 0857）、

能源动力（代码 0858）、土木水利（代码 0859）、生物与医药（代码 08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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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代码 0861）8个专业学位类别。37个工程硕士领域、4个工程

博士领域对应调整到 8个工程专业学位类别中，工程硕士领域中的项目管

理、物流工程、工业工程 3个领域调整到工程管理专业学位类别（代码 1256）

中。

自 2020年起，按照调整后的 8个专业学位类别进行招生、培养和学位

授予。2018年调整前，全国共有工程硕士培养单位 430个，工程硕士专业

学位授权点 3296个；工程博士培养单位 24个，工程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47个（其中电子与信息领域 17个、先进制造领域 14个、能源与环保领域

11个、生物与医药领域 5个）。

截至 2022年底，全国共有 491家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单位、

2012个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类别授权点；全国共有 100家工程类博士专业

学位研究生培养单位、289个工程类博士专业学位类别授权点。

工程专业学位类别调整后，原工程硕士涵盖的建筑与土木工程、水利

工程、农业工程、船舶与海洋工程、测绘工程等工程领域，以及工程博士

涵盖的能源与环保工程领域统筹对应调整为土木水利类别。

2021年受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委托，全国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指导委员会印发了《关于电子信息等 8种专业学位类别专业领域指导性

目录的说明》（工程教指委〔2021〕1号），土木水利类别涵盖土木工程、水

利工程、海洋工程、农田水土工程、市政工程、人工环境工程等 6个领域

方向。

截至 2022年底，全国现有土木水利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单位 225

家，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单位 27家。

土木水利专业学位类别是研究各类土木水利工程设计、建造和运维的

专业学位类别。它既包括工程建设的对象，即建造在地下、地上、水中等

的各类工程设施；也指其所应用的材料、设备和所进行的规划、勘测、设

计、施工、管理、运维等专业技术。



3

土木水利专业领域的发展历史悠久，并伴随着社会文明进步和科学技

术发展而不断注入新的内涵。远古时代，人类从树栖、洞居走进房屋，通

过架木为桥和临水而居等方式，以满足简单的生产生活需要；后来，为了

适应不断进步的更多更高要求，兴建了城池、运河以及其他工程设施；近

代以来，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土木水利工程类别作为一门综合性的科学

技术进入了定量分析和工程实践阶段，促进了人类生产生活前所未有的巨

大变革。以现代生产力发展为动力，以计算机、测试技术、控制技术等现

代科学技术为手段，土木水利工程类别已进入高速发展的新时代。

当前，世界正面临资源短缺、气候变化、灾害防御、生态保护、战略

技术竞争的巨大挑战，以及人类向高空延伸、向地下发展、向海洋拓宽、

向太空迈进的探索与发展机遇，因此，土木水利工程类别的发展趋势，在

空间域上，从单纯单体工程分析发展到对整体系统网络和环境的综合与控

制；在时间域上，从单纯使用阶段的安全设计发展到工程系统全寿命周期

的设计与可靠性管理；在尺度上，从米级宏观尺度向微细观和超高、超长

两端发展；在深度上，从单纯依靠单一学科深化到依靠多学科交叉与综合。

此外，信息技术、材料科学、人工智能迅猛发展并多方位融入土木水利工

程类别，新思想、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新材料、新设备、新工艺，

以及新的管理模式相继涌现，土木水利工程类别的内涵不断丰富、发展和

跨越。

土木水利专业学位类别是与土木水利行业任职资格相联系的专业学位

类别。为满足建筑建材、交通运输、水利水电、生态环境、安全防护、农

林牧渔（设施）、海洋等相关行业的工程规划与勘测、工程设计与施工、产

品研发与应用、系统调试与运维、技术攻关与改造、工程调研与管理等方

面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迫切需要一大批理论基础扎实、专业知识宽广、

综合素质全面、工程实践能力强，并具有一定创新能力的应用型、复合型

高层次土木水利工程技术与工程管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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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专业学位类别内涵

土木水利专业学位类别主要涵盖土木工程、水利工程、海洋工程、农

田水土工程、市政工程和人工环境工程等专业领域。

1．土木工程主要面向土木工程重大基础设施（房屋、桥梁、隧道、道

路、市政等）的设计、建造、运维等各个环节，主要包括岩土工程、结构

工程、防灾减灾工程及防护工程、桥梁与隧道工程、土木工程材料、土木

工程建造与管理等。

2．水利工程主要面向重大水利水电水运工程的设计、建造、运维等各

个环节，主要包括水文与水资源工程、河流治理工程、水工结构工程、水

利水电工程、港口航道工程、城市水务工程、节水技术、生态水利、智慧

水利等。

3．海洋工程主要面向海岸和海洋资源开发利用保护各环节，主要包括

海岸和海洋工程、海岸带保护修复、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海上风电与海洋

能、海洋环境保护、海洋工程装备等。

4．农田水土工程主要面向灌区建设与现代化管理各环节，主要包括农

田灌溉排水工程、灌区水土资源高效利用、农田与设施农业水土环境保护、

土地整治与水土保持工程等。

5．市政工程主要面向水的社会循环的各个环节，主要包括城镇给水排

水、建筑给水排水、工业给水排水、水资源利用与保护、智慧水系统以及

城市固体废弃物处理与处置工程等。

6．人工环境工程主要面向如何创造适合人类生活与工作的人工环境、

满足产品生产与科学实验要求的工艺环境，以及满足特殊应用领域要求的

人工环境（地下/水下工程环境、极端气候工程环境、运载工具内部空间环

境、地外空间人居环境等），主要包括供热、供燃气、通风及空调工程等。

培养单位应具有土木水利专业领域相关的支撑学科，具有本专业领域

重大科技攻关能力和工程科技研发能力，师资力量较强，科研经费充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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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设施完备，能够为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科研能力训练提供有力支撑。

在学风建设、学术道德、工程伦理等方面具有健全的规章制度及有效的防

范机制。

培养单位应与相关的重点行业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为研究

生配备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行业企业导师，与企业共建研究生联合培养基

地，建有满足专业实践教学、培养专业实践能力所需要的场地和设施，积

极探索产教融合、校企协同育人的研究生培养模式，有效提高研究生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

三、专业学位类别服务面向

土木水利专业学位类别的毕业生主要面向土木、水利、海洋、农业、

市政、交通、能源、资源、环境、生态、土地、国防等诸多行业领域，从

事上述行业领域内的工程规划、勘测、设计、施工、维护与管理等专门技

术岗位工作。

土木水利专业学位类别的毕业生应熟悉行业领域相关标准、规范，具

备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工程伦理意识、科学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求真务实的

工作作风，能够综合运用先进科学技术理论、方法和手段，独立解决复杂

工程技术问题，组织大型工程项目的实施，进行工程技术创新。

土木水利专业学位类别与土木水利行业任职资格紧密相连，毕业生具

备从事土木工程、水利工程、海洋工程、农田水土工程、市政工程和人工

环境工程等相关行业职业所必须的基础理论、专业知识和技术能力，可以

通过学历认定、资格考试、专家评定和职业技能鉴定等方式，获得从事相

关岗位的职业资格。

四、培养目标

工程类硕士博士教育以培养爱党报国、敬业奉献的卓越工程师后备人

才为目标，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夯实基础理论，强化系统思维，提

升工程实践能力、实践创新能力和工程管理能力，增强可持续发展意识、



6

人文素养和国际视野，积极投身国家重大工程建设。

1．土木水利硕士培养目标：面向经济社会发展和行业产业创新发展需

求，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工程技术和工程管

理人才。具体要求为：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服务国家和

人民的高度社会责任感、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创新创业精神、科学严谨和求

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身心健康。

（2）掌握土木水利专业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熟悉

土木水利行业领域的相关规范，在土木水利行业领域的某一方向具有承担

产品研发、工程设计、工程研究、工程开发、工程实施、工程管理等专门

技术工作的能力，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和国际视野的应用型专门人才。

2．土木水利博士培养目标：紧密结合土木水利行业领域国家重大战略

需求，培养造就政治素质过硬，基础理论功底扎实，专业技术能力和水平

突出，具备较强工程技术创新创造能力，善于解决复杂工程技术问题的土

木水利行业领域高层次应用型未来领军人才。具体要求为：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祖国，遵纪守法，有服务国家和人

民的高度社会责任感、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创业精神、科学严谨的学习态度

和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身心健康。

（2）在土木水利专业领域掌握坚实宽广的理论基础和系统深入的专门

知识，具备独立解决复杂工程技术问题、进行工程技术创新、组织工程技

术研究开发工作等能力，国际视野宽广，在推动土木水利相关产业发展和

工程技术方面做出创新性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