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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5234  车辆工程 

 

一、领域概况 

车辆工程领域依托于机械工程一级硕士学科，起源于 1985 年设立的车辆工程本科

专业，2006 年招收学术型硕士研究生，2011 年开始在车辆工程领域招收工程硕士。本

学科在机械学科的基础上拓宽和发展，涉及动力学与控制、电工电子学、计算机与信

息技术、材料、工业设计及管理等学科，具有多学科交叉的特点。本学科的发展能促

进和带动相关学科的发展，并能促进新兴学科的诞生，是一门涵盖多种高新技术领域

的综合性学科。 

本专业工程硕士的培养，校内依托车辆与动力研究所、省级“先进制造技术”重

点实验室、省级机械工程研究生教育创新中心、校级动力传动综合性能实验室、校级

智能车创新实验室；校外与企业技术中心、研究院所、整车生产厂家等建立了密切的

产学研合作关系并搭建了工程实践平台。学科领域拥有以教授、副教授和博士为主的

校内导师以及研究员、研高工为主导的企业导师师资队伍，具有较强的工程实践指导

能力。学生毕业后主要在车辆、内燃机等行业及相关部门从事技术开发与应用、工程

设计与实施、生产制造与管理、性能检测与试验等工作。 

二、领域覆盖范围 

本校车辆工程领域覆盖汽车产品设计与制造、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开发、特种车辆

技术、汽车产品管理与营销等四个方向。 

1、汽车产品设计与制造 

主要研究车辆结构强度与轻量化，车辆性能分析与优化，车辆先进制造技术，产

品检测与试验，车辆动力学与控制、车辆机电气液综合系统集成技术等。服务于车辆

整车企业和相关零部件配套企业。 

2、节能与新能源汽车开发 

主要研究节能与新能源汽车技术集成、整车性能分析与控制技术、电驱动与能源

管理技术、新能源车辆检测与试验、车身及人机工程等。服务于新能源车辆及关键零

部件企业。 

3、特种车辆技术  

主要研究军民两用车辆、矿用胶轮车、物流车辆、机器人及自主车辆等产品的设

计方法与技术等。  

4、汽车产品管理与营销 

主要研究汽车产品及配件的数据库管理技术，储运物流技术和设备，产品营销与

服务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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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培养目标 

以企业和社会的人才需求为导向，采用学校、企业技术中心和研究院所联合培养

模式，使研究生获得车辆领域工程师的良好训练，掌握解决工程问题的先进技术方法

和现代技术手段。面向汽车及其它车辆行业，培养具有技术开发、系统集成、性能检

测与试验、产品管理与营销能力，能够解决生产科研一线工程问题的高层次复合型工

程技术与管理人才。 

1、具有扎实的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基础知识与应用能力，遵纪守法、诚实守信、

学风严谨、团结协作，具有良好的科学道德和敬业精神。  

2、掌握车辆工程领域专业知识和技术，工程实践能力强，并具有开拓进取、自主

创新的精神。  

3、掌握一门外语技能，能顺利阅读和理解本工程领域的科技文献和资料。  

4、具有健康的体质与良好的心理素质。 

四、培养方式和学习年限 

    (1)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除专业实践环节外采取在校全日制培养方式。 

    (2)课程学习实行学分制。攻读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的研究生，应获得的总学分不

少于 38 学分。 

    (3) 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课程学习、考核及管理，严格执行中北大学的有

关规定。 

    (4)学位论文由校内具有实践教学经验的导师与合作单位内业务水平高、责任心

强、具有高级技术职称的人员联合指导。来自校外的导师由学校按程序办理聘任手

续。 

(5)攻读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学位的学习年限一般为 3 年，其中课程阶

段 1 年，专业实践 0.5 年～1 年（应届本科毕业生的专业实践时间不少于 1 年），论文

阶段 1～1.5 年。 

五、课程设置 

 类别 课程名称 总学时 
授课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授课
方式 

考核
方式 

备注 

必
修
课
（2

2

学

分
） 

公共基础课 

（10 学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外语 

英语口语 

40 

120 

40 

40 

120 

40 

2 

6 

2 

1 

1、2 

1 

讲授 

讲授 

讲授 

考试 

考试 

考试 

 

 

基础理论课 

（4 学分） 

数值分析 

矩阵理论 

数理统计 

工程应用数学 

40 

40 

40 

40 

40 

40 

40 

40 

2 

2 

2 

2 

1 讲授 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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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基础课 

（8 学分） 

车辆系统动力学 

车辆电子学 

车辆测试技术 

车辆现代设计技术 

车辆先进制造技术 

现代控制系统 

40 

40 

40 

40 

40 

40 

20 

20 

20 

20 

20 

20 

2 

2 

2 

2 

2 

2 

2 讲辅 考试  

选
修
课
（5~

7

学
分
） 

公共选修课 

（3 学分） 

自然辩证法概论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全校选修课（任选一门） 

20 

20 

40 

5 

5 

40 

1 

1 

2 

2 

自辅 

自辅 

讲授 

考查 

考查 

考试 

自然辩证
法 概 论 ” 

“ 马 克 思
主义与社
会科学方
法 论 ” 两
门课程任
选一门，
其余课程
学生根据
需 要 选
择。 

专业选修课 

（2~4 学
分） 

车辆结构分析与有限元技术 

车辆轻量化与动态设计技术 

车辆振动与噪声控制技术 

动力传动与控制技术 

复杂机电系统耦合设计技术 

多领域物理建模技术 

新能源汽车技术 

汽车造型与 CAD 技术 

车辆人机工程学 

车辆试验与数据分析技术 

智能车辆技术 

数据库管理与应用 

系统分析与项目管理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20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5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1 

2 自辅 考查  

专
业
实
践
（1

1

学
分
） 

实践课程 

（2 学分） 

文献检索与文献综述 20 10 1 2 

讲
辅 、
实践 

考查  

外文科技写作与实践 20 10 1 2 

讲
辅 、
实践 

考查  

 工程训练、
科技实践 

与创新 

（9 学分） 

企业实习一年 

获得职业证书 

企业专业技术调查报告 

参加企业技改项目 

工程设计(工艺\装备\仿真等) 

参加企业项目立项论证或结题 

企业生产实践活动 

学术讲座 

创新项目立项 

高水平论文 

科技成果 

参加学术会议 

科技赛事获奖 

创新创业讲座 

 

  

4 

4 

2 

2 

2 

2 

2 

1 

2 

1 

1 

1 

2 

1 

  
考查 

考查 

 

 

总学分： 38~40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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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践课程 

1．文献检索与文献综述：由教师讲辅，学生进行文献检索时间。要求查阅一定数量的文献资

料，写出不少于五千字的文献综述报告。 

2．外文科技写作与实践：由教师讲辅，学生进行写作实践。 

二、工程训练、科技实践与创新 

（从所列的条件选修 8 学分，以下条件任何一条若双倍满足，则相应得到的学分乘 2，以此类推） 

1．企业实习一年：到相关企业从事于课题相关的实践活动一年，并提供企业出具的证明。 

2．获得职业证书：获得相关的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3．企业专业技术调查报告：到相关企业从事与课题相关的实践活动，针对企业需要解决的某

一方面的技术问题撰写企业技术调查报告。 

4．参加企业技改项目：参加导师的企业的横向项目。 

5．工程设计：参加工程问题的工艺设计、装备制造或技术仿真等。 

6．参加企业项目立项论证或结题: 参加导师的企业横向项目立项论证或结题。 

7．企业生产实践活动：到企业参加与课题相关的生产时间活动，时间不少于 1 个月 

8．学术讲座：参加 8 次以上学术活动，并主讲 1 次以上学术报告。每次学术活动要有 500 字

左右的总结报告，注明参加学术活动的时间、地点、报告人、学术报告题目，简述内容并阐明自己

对相关问题的学术观点或看法。学校提倡研究生尽可能多地参加跨学科的学术活动 

9．创新项目立项：申报山西省研究生优秀创新项目、中北大学研究生科技立项项目并立项或

导师的其它科研项目立项（在参加项目人员名单中）。 

10．高水平论文：发表学校学位条例要求以外的核心期刊论文并见刊，每发一篇算一学分。 

11．科技成果：取得科技成果（专利、鉴定、专著等），有排名。 

12．参加学术会议：参加与课题相关的学术会议。 

13．科技赛事获奖：参加全国研究生科技赛事并获奖。 

14．创新创业讲座：参加 4 次以上创新创业讲座，每次术讲座要有 1000 字左右的总结报告，

注明参加的时间、地点、主讲人人、题目，简述内容并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形成创新创业的思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