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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与通信工程 
(领域代码 085208) 

 

（一）领域简介 

信息产业包括信息交流所用的媒介，如通信、广播电视、报刊图书、以及信息服务；

信息采集、传输和处理所需用的器件设备和原材料的制造和销售，以及计算机、光纤、卫星、

激光、自动控制等。由于其技术新、产值高、范围广而已成为国家或地区的支柱产业。电子

技术及微电子技术的迅猛发展，给新技术革命带来根本性和普遍性的影响，电子技术水平的

不断提高，既出现了超大规模集成电路和计算机，又促成了现代通信的实现。而通信与计算

机越来越紧密的结合与发展，正在构建崭新的网络社会和数字时代。 

电子与通信工程领域涉及了信息与通信系统和电子科学与技术两个一级学科及其通信与

信息系统、信号与信息处理、电路与系统、电磁场与微波技术、物理电子与光电子学、微电

子学与固体电子学等六个二级学科。研究内容包括信息传输、信息交换、信息处理、信号检

测、集成电路设计与制造、电子元器件、微波与天线、仪器仪表技术、计算机工程与应用等。 

我校在遥测遥控系统、智能信息处理与系统水信息获取与处理、水利测量与自动化装

置、数字化仿真、计算机监控系统、信息系统分析与集成等方面具有特色。 

 

（二）培养目标 

培养从事通信与信息系统、信号与信息处理、电路与系统、电磁场与微波技术、计算

机与数据通信、卫星通信、移动通信、多媒体通信、信号与信息处理、通信网设计与管理，

集成电路设计与制造、电子元器件、电磁场与微波技术等领域从事管理、研究、设计运营、

维修和开发的高级工程技术和管理人才。要求学员掌握本领域扎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

知识以及管理知识，较为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掌握解决工程问题的先进技术方法和现代

技术手段，具有创新意识和独立承担工程技术或工程管理等方面的能力。 

 

（三）领域范围 

计算机通信网络及其安全技术；移动通信与个人通信；宽带通信与宽带通信网；多媒

体通信；语音处理及人机交互；图象处理与图象通信；信号处理及其应用技术；集成电路设

计与制造；电子设计自动化（EDA）技术及其应用；通信与测量系统的电路技术；微波技

术及其应用；微波传输、辐射及散射；微波电路；微波元器件；微波工程；电子束、离子束

及显示工程；真空电子工程；电子与光电子器件；微电子系统设计与制备。 

 

（四）培养年限与学分 

工程硕士培养为 3-5年。在职攻读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总学分不少于 32个学分。 

 

（五）学位论文 

学位论文的选题应直接来源于生产实际或具有明确的生产背景和应用价值，具有一定

的技术难度、先进性和工作量，能体现工程硕士研究生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

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可以是一个完整的工程项目策划、工程设计项目或技术改革项目，

可以是技术工程研究专题，也可以是新工艺、新设备、新材料、新产品的研制与开发。学位

论文应包括：课题意义的说明、国内外动态、设计方案的比较与评估、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和途径、本人在课题中所做的工作、理论分析、设计计算书、测试装置和试验手段、计算程

序、试验数据处理、必要的图纸、图表曲线与结论、结果的技术和经济效果分析、所引用的

参考文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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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课程设置 

类别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备注 

学

位

课 

程 

 

公
共
课 

自然辩证法 36 2 一 必修 

外国语 108 3 一 必修 

专业外语 36 2 二  

基
础
理
论  

课 

矩阵论基础 36 2 一 
选修 

二门 
数理逻辑 36 2 二 

数值分析 36 2 一 

专

业

基

础

及

专

业

课 

现代数据管理技术 36 2 一 

选修 

三门 

多媒体通信技术 36 2 一 

传感器原理 36 2 二 

遥测遥控技术 36 2 一 

面向对象技术 36 2 一 

领域专题（一） 36 2 二 必修 

领域专题（二） 36 2 三 必修 

跨

学

科

课

程 

 

信息检索 36 2 一 必修 

知识产权 36 2 一 必修 

管理学 36 2 一 

选修 

三门 

项目管理 36 2 二 

技术经济学 36 2 一 

应用统计 36 2 一 

高级电子商务 36 2 一 

选修 

二门 
计算机网络 36 2 二 

信息获取与信息处理 36 2 二 

必修环节 
文献阅读综述及选题报告  1  

中期进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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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技术 
领域代码（085211） 

（一）领域简介 

计算机技术领域重点研究如何扩展计算机系统的功能，发挥计算机系统在各学科、各类工

程领域和工作中的作用。计算机技术是信息社会中的核心技术，也是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技术之

一。 

作为一门新兴的技术，计算机技术在短短的几十年内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其应用已渗透

到社会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计算机技术的应用不仅正在改变着人类生产和生活的方式，

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许多学科的新发展，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改变着各国综合国力的

对比，是人们竞相发展的重要技术领域。本领域包括计算机软、硬件系统的设计、开发以及

与其它领域（如：水利）紧密相关的应用系统的研究、开发和应用，涉及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学科理论、技术和方法等。 

 

（二）培养目标 

认真学习并掌握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

革开放；热爱祖国，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事业心，遵纪守法，刻苦学习，具有良好的职业

道德，理论联系实际，努力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掌握计算机技术领域较坚实的理论基础和较宽广的专业知识，具有独立从事研究工作

的能力，尤其是工程应用能力、项目组织能力；掌握一门外语，可熟练地阅读本领域工程应

用中所需的外文资料。 

 

（三）领域范围 

计算机技术包括计算机软、硬件系统设计开发技术和计算机应用系统的开发利用技术两个方

面。 

计算机软、硬件系统设计开发技术：包括计算机技术理论基础，计算机系统设计，分

布式计算机系统技术，新型计算机体系结构，计算机语言及其处理系统，操作系统技术，数

据处理技术，算法设计技术，人工智能技术，专家系统技术，图象处理与图形学，计算机网

络与通讯技术，嵌入式计算机技术，专用计算机技术，计算机安全技术，移动计算机技术，

计算机外部设备技术等。 

计算机应用系统的开发利用技术：包括应用系统设计技术，办公室自动化，智能系统，

计算机集成制造系统，项目管理，计算机控制，决策支持系统，计算机网络系统的设计、实

现、开发与应用，计算机辅助设计，各领域计算机应用技术，各领域计算机应用系统的设计

与实现，面向市场的计算机应用系统的设计与实现等。 

 

（四）培养年限与学分 

工程硕士培养为 3-5年。在职攻读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总学分不少于 32个学分。 

（五）学位论文 

结合企业的实际课题进行研究工作，根据研究结果撰写论文。对于新产品设计与开发

的技术成果，论文应该具有设计方案的比较、评估，设计计算书，完整的图纸；对于重大技

术改造和革新的成果，应该具有对原设备与技术的评价，改造和革新方案的评述及结果的技

术和经济效果分析；对于产品质量控制和试验的成果，必须有试验方案、完整的实验数据、

数据处理分析方法、结果分析；对于生产设备管理成果，必须给出新的管理理论体系，对企

业产量和质量作效果分析，并给出创新管理信息系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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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课程设置 

类别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备注 

学

位

课 

程 

 

公
共
课 

自然辩证法 36 2 一 必修 

外国语 108 3 一 必修 

专业外语 36 2 二  

基
础
理
论  

课 

矩阵论基础 36 2 一 
选修 

二门 
数理逻辑 36 2 二 

数值分析 36 2 一 

专

业

基

础

及

专

业

课 

现代数据管理技术 36 2 一 

选修 

三门 

面向对象技术 36 2 一 

计算机网络 36 2 二 

高级软件工程 36 2 一 

人工智能与知识工程 36 2 一 

领域专题（一） 36 2 二 必修 

领域专题（二） 36 2 三 必修 

跨

学

科

课

程 

 

信息检索 36 2 一 必修 

知识产权 36 2 一 必修 

管理学 36 2 一 

选修 

三门 

项目管理 36 2 二 

技术经济学 36 2 一 

应用统计 36 2 一 

高级电子商务 36 2 一 

选修 

二门 
传感器原理 36 2 二 

信息获取与信息处理 36 2 二 

必修环节 
文献阅读综述及选题报告  1  

中期进展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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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工程 
领域代码（085211） 

 
（一）领域简介 

软件工程是利用计算机及电子元器件实施信息的采集、转换、传输、运算、分析、存储、

显示、打印、记忆、反馈、控制等软件的设计、检测和质量控制的工程技术领域。它涉及工

业、农业、国防等各生产领域、生产设备和军事装备的自动化、连续化、智能化，也涉及社

会和其它领域，如管理信息化、城市的数字化、办公室自动化、水利信息化、宣传及其它信

息传媒的智能化等。 

软件的开发涉及计算机语言、软件开发平台和工具、计算数学、建模理论与技术、图形

处理、语音处理、数据库原理及软件开发技巧等。因此，软件工程与计算机技术工程领域密

切相关，同时，由于软件工程，服务于各行各业，因此，它又与众多的工程领域相关。如水

利工程、光学工程、机械工程、控制工程、仪器仪表工程、电子与通信工程、兵器工程、航

天工程、航空工程等。 

 

（二）培养目标 

培养从事软件设计、开发、检测和质量控制、软件应用及软件企业管理的高级工程技术

人才。具备计算机应用技术、软件开发平台和开发工具、建模技术、计算机语言、程序设计、

网络技术与信息安全等方面坚实的理论基础和较宽广的知识面，熟悉软件工程国内外发展过

程、现状和趋势，能独立从事某些工程领域软件设计和开发、软件测试和质量控制、制作和

应用、经营和管理等。具有一定的外语水平，能顺利阅读相关文献。 

 

（三）领域范围 

软件工程领域研究范围主要从服务对象而言，涉及工业、农业、水利、国防、经济、

管理、文化、新闻传媒等各个经济和社会领域；从软件工程技术人员从事的工作而言可分为

软件的理论研究和软件开发工具与平台等基础研究和开发、应用软件设计与开发、软件的制

作、测试和质量控制、软件的工程应用、加密和安全技术管理等。 

 

（四）培养年限与学分 

软件工程硕士学制一般为 2～4 年，其中从事软件工程实践的时间不得少于 1 年。课程总学

分不少于 32 学分。 

 

（五）学位论文 

结合企业的实际课题进行研究工作，根据研究结果撰写论文。对于新产品设计与开发的

技术成果，论文应该具有设计方案的比较、评估，设计计算书，完整的图纸；对于重大技术

改造和革新的成果，应该具有对原设备与技术的评价，改造和革新方案的评述及结果的技术

和经济效果分析；对于产品质量控制和试验的成果，必须有试验方案、完整的实验数据、数

据处理分析方法、结果分析；对于生产设备管理成果，必须给出新的管理理论体系，对企业

产量和质量作效果分析，并给出创新管理信息系统等。需求分析合理，总体设计正确，程序

编制及文档规范，并通过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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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课程设置 

类别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备注 

学

位

课 

程 

 

公
共
课 

自然辩证法 36 2 一 必修 

外国语 108 3 一 必修 

专业外语 36 2 二  

基
础
理
论  

课 

矩阵论基础 36 2 一 
选修 

二门 
数理逻辑 36 2 二 

数值分析 36 2 一 

专

业

基

础

及

专

业

课 

现代数据管理技术 36 2 一 

选修 

三门 

软件项目管理 36 2 一 

计算机网络 36 2 二 

高级软件工程 36 2 一 

面向对象技术 36 2 一 

领域专题（一） 36 2 二 必修 

领域专题（二） 36 2 三 必修 

跨

学

科

课

程 

 

信息检索 36 2 一 必修 

知识产权 36 2 一 必修 

管理学 36 2 一 

选修 

三门 

项目管理 36 2 二 

技术经济学 36 2 一 

应用统计 36 2 一 

高级电子商务 36 2 一 

选修 

二门 
传感器原理 36 2 二 

多媒体通信技术 36 2 二 

必修环节 
文献阅读综述及选题报告  1  

中期进展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