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Ø 机械工业是指生产机械产品的工业部门。



神舟飞船是中国自行研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达到或优于国际第三代载人飞船技术的飞船。 神舟号飞船是采用
三舱一段，即由返回舱、轨道舱、推进舱和附加段构成，由13个分系统组成。

机械前沿

Ø载人航天



中国的航空工业经过多年

的发展，几代人的努力。

最近几年出来了很多达到

世界先进水平的航空产品。

机 械 前 沿

Ø航空 武 直 1 0 歼 2 0 战 斗 机

C 9 1 9 大 型 客 机 运 2 0 大 型 运 输 机



机械前沿

Ø大型船舶

世界最大邮轮：海洋和悦号，耗资8亿欧元（约14

亿美元），共有16层甲板和2700个客舱，最多可

搭载6360名游客和2100名船员。

世界最大半潜船：新光华号载重量为9.8万吨，服

务航速为14.5节，甲板面积达13500平方米，与两

个标准足球场的面积一样大。

辽宁号航空母舰（代号）：001型航空母舰，舷号

：16，简称：辽宁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

隶下的一艘可以搭载固定翼飞机的航空母舰，也是

中国第一艘服役的航空母舰。



机械前沿

Ø机器人
机器人被誉为“制造业皇冠顶端的明珠”，其研发、制造、应用是衡量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和高
端制造业水平的重要标志。

软体机器人

外 骨 骼

工业机器人

仿生机器人

群体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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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前沿

Ø高铁

中国高铁 ,是当代中国境内建成

使用的重要的一类交通基础设施。

目前我国高铁网在100万以上人

口城市覆盖率为94.7%。 

中国高速铁路列车最高运营速度

350千米/小时,居全球首位,全国

铁路营业里程14.6万公里,高速

铁路运营里程达3.8万公里,稳居

世界第一



机械前沿

Ø能源 电的发现和应用极大的节省了人类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使人类的力量长上了翅膀，使人类
信息的触角不断延伸。



机械前沿

Ø先进制造
先进制造工艺是加工制造过程中基于先进技术装备的一整套技术规范和操作工艺，它是在传统
机械制造工艺基础上逐步形成的一种制造工艺技术，并随着技术的进步不断变化和发展。



机械前沿

Ø计算机仿真技术



机械前沿

Ø工程师队伍结构性过剩与短缺并存

p 世界级工程领军人才和拔尖人才不足，大国工匠紧缺

p 基础、新兴、高端领域工程科技人才短缺

p 工程技术人才支撑制造业转型升级能力不强，传统工程人才相对过剩

p 人才结构过剩和短缺并存、企业“用工荒”与毕业生“就业难”并存





专业历史沿革

Ø2.1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历史沿革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

1998年 1998年

2000年1998年

Ø 1959年采矿系矿山机电专业

Ø 1996年采矿系机械设计专业

Ø 1955年冶金机械专业

Ø 1983年机械设计及制造专业

Ø 1992年重庆建筑大学工程机械专业

Ø 1974年重庆建筑大学建筑机械专业

Ø 1983年机械制造工艺设备及其自动化专业

Ø 1952年机械系

Ø 1935年工学院



专业历史沿革

Ø2.1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历史沿革

2007年

首批国家特色

专业建设点

2012年

通过全国工程教育

专业认证

2014年

“高端装备与动力系统”获批

重庆市特色学科专业群

2011年

成为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

育培养计划试点专业

2013年

首批重庆市“三特行

动计划”特色专业

2019年

国家一流专业建设

(中央赛道)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

自动化专业



专业概况

Ø2.2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总体概况

ü 现有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

动化、 国际化实验班、智

能制造三个方向，每年招

收本科生200人左右

ü 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

2个、博士学位授权点1个

ü 现有教师95人，其中教授34人，副教授42人，讲师19人

Ø 国家级人才 1人

Ø 国家级青年人才 3人

Ø 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1人

Ø 教育部新世纪人才支持计划入选者  6个

Ø 教育部首批虚拟教研室负责人1人

Ø 重庆英才·优秀科学家2人

Ø 重庆英才·创新领军人才1人

Ø 重庆英才·创业创新团队负责人1人

Ø 重庆英才·青年拔尖人才2人

Ø 重庆市巴渝学者特聘教授5人

Ø 重庆市巴渝学者青年学者1人



专业概况

Ø2.3 专业优势

Ø 全国专业排名：5/537；

Ø 五星级专业；

Ø 2007年获国家首批高等学校特色专业建设点；

Ø 2019年获国家首批一流专业建设点；

Ø 2012年、2020年通过全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Ø 国家教学团队：机械基础系列课程

Ø 国家特色专业：机械工程及自动化

Ø 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3门）：工程制图、机械原理、机械基础实验

Ø 重庆市精品课程（4门）：机械设计、机械制造技术基础、现代质量工

程 、机械电气控制及自动化

Ø 教育部创新团队（2个）：高性能机电传动、高效低碳制造系统

Ø 重庆市高校创新团队（3个）：三维打印增材技术、先进制造技术



专业概况

国家级平台与基地

Ø 机械工程国家一级重点学科

Ø 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

Ø 机械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点和博士后工作站

Ø 国家工科机械基础教学基地

Ø 机械基础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

Ø 机械基础及装备制造国家虚拟实验教学中心

Ø 教育部首批虚拟教研室

Ø “制造系统工程”、“材料表面精密加工及成套装备”等9个重庆

市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Ø2.3 专业优势





• 专业定位：扎根重庆、立足西南、面向全国；在机械工程及其相关领域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为国家和地方科技发展

和经济建设服务，建成“国家一流”本科专业。

• 预期毕业5年后，可达到以下目标：

• 能以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驱动，运用多学科知识解决国家和社会需求中与机械工程相关的工程技术问题；

• 能依托机械工程知识构架，进行独立思考，采用批判性思维分析、研究、解决机械工程领域的复杂问题，成为机械工程相

关领域研究机构和企业的技术骨干；

• 能不断提升自身的创新意识、国际视野、工程实践和团队合作能力，可以组织机械工程及相关领域新产品、新技术、新服

务和新系统的开发、设计和实施，成为所在领域的管理骨干，或在研究生阶段展现良好的科研与创新能力；

• 能以机械工程专业为基础，通过继续教育或其他终身学习途径，不断提升自身和职业发展能力；

预期目标

• 培养目标：培养适应现代科技发展和国家经济建设需求的，数理基础扎实，专业知识构架清晰，创新意识强，知识、能

力、素质全面发展，能够在装备、制造、交通、能源、航空航天等领域从事机械工程的科学研究、产品开发、设计制造、

技术经济管理等工作的高素质创新型人才。

Ø3.1专业定位、培养目标



本专业课程体系及必修
课（含专业模块课）先
后修关系图

Ø3.2 课程体系



• 按机械工程人才培养“大工程观”形成过程构建课程体系（豹子架构）：公共基础→专业基础→专业课形成骨架；实践

体系形成肌肉；终身学习（人文素养、学科前沿等）得道。

• 按工程链的基本规律构建理论课程体系：设计→制造→使用→回收的逻辑顺序。

• 按工程链的实践规律构建实践体系：工程学导论→机械创新实践→制造综合实践→机械创新实践；

Ø3.2 课程体系





• 构建了机自专业人才跨界交叉创新实践能力培养体系，通过多学科交叉创新实验、跨学科跨行业创新项目训

练和机械创新学科竞赛，提升学生的创新实践能力。

获2018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Ø4.1 机自专业人才创新能力跨界协同培体系



• 推动人才培养从单一专业领域向跨界多学科交叉能力培养；

• 培养学生树立大工程观的创新意识、创新思维素养；

一、课程名称：工程学导论 

二、开课学期：大一（上）

三、课程英文名称：Introduction to Engineering

四、课程性质：必修课程

Ø4.2 机自专业人才培养供给侧改革——以《工程学导论》课程为例



• 依托“机械传动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科机械基础教学基地”等国家级平台，开展机械专业实践教学

模式改革，通过课堂讲授、实物制作、赛场竞技等方式，提升学生创新创业能力。

• 近5年，本专业学生完成实践作品600余件，获国家级比赛奖励60余项，其中2018年获全国机械创新大赛一

等奖4项，2020年获全国机械创新大赛一等奖4项

国家级
60余项

省市级
200余项

Ø4.2 机自专业人才培养供给侧改革



• 打造出系列优质教学资源，建成3门国家精品课、3门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国家级虚拟仿真

实验项目1项、5门重庆市精品课，21门校级精品课程。

• 出版高水平机械基础系列课程教材38本，其中国家级规划教材18本。

• 自主开发100多个精品在线实验教学资源，在27个省市200多家高校销售2000多套。

Ø4.3 教学资源自主创新开发计划



• 强化顶层设计、分层次、分领域开展多方

位合作的国际化发展思路，力争实现教师

访问、学生交流、科研合作、国际办学的

全面国际化。

• 与美国、英国、意大利、新加坡等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多所高校、机构建立了广泛的

国际合作关系，开展本科生/研究生培养和

国际科研合作。

• 合作高校包括新加坡国立大学、新加坡南

洋理工大学、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

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

校、德国亚琛工业大学等。

Ø4.4 国际合作培养



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交流 比利时安得卫普大学

参观宝马生产线 参观福特汽车生产线

Ø4.4 国际合作培养



通过产学研融合，校企合作，探索校

企联合培养人才的模式和方法，优化

机械专业创新能力培养课程体系。获

批“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重庆大学-长安汽车国家级工程实践

教育中心”，开设企业课程12门，为

企业培养了近200名卓越工程人才；建

成重庆固高长江研究院-重庆大学机器

人创新培育中心，完成工程项目（本

科毕业设计）近50项，培养新工科人

才70余名。

Ø4.5 校企合作培养





近5年，本专业每届毕业生进入国内高等学府继续攻读硕

士学位的比例超过35%，为中国机械行业发展的未来培

育了一大批高学历人才。毕业生国内读研主要去向除本

校外还包括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西安

交通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理

工大学等著名高校。

近5年，本专业本科毕业生中每年有20余人出国留学深

造，重大机自专业学生的足迹遍及德国、美国、日本等

地，力求学习国外先进机械设计制造技术，贡献中国机

械行业发展。

Ø5.1国内外升学情况



• 主要在装备、制造、交通、能源、航空航天等领域从事机械工程的科学研究、产品开发、设计制造、技术经

济管理等工作

• ◆主要入职中国兵器装备集团 、上汽集团、华为、中国航空工业集团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中国重汽 、中

国电子科技集团、中国建筑集团、中国航发集团、中国船舶集团等

• ◆本专业近5年平均就业率95.6%；约60%进入华为、西门子等知名企业工作。

• ◆部分同学毕业后选择独立走向社会，开始自己的创业路，以自己的方式为社会做贡献。

• ◆对毕业1~5年的学生调查显示，在世界500强、国有大中型企业、选调生等就业人数逐年增加；近50%以上

为单位技术骨干及以上职位，职位晋升比例达到90%，月收入涨幅比例达到113%。

• ◆对近5年毕业生跟踪调查结果表明：88%的学生具有优良的创新意识与能力；90%的毕业生具有运用多学科

知识解决机械工程相关技术问题的能力；90%的毕业生拥有良好的团队合作能力；84%的毕业生拥有解决机

械工程领域复杂问题的能力。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毕业生

Ø5.2 就业情况



Ø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Ø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Ø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专家

Ø 重庆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

王时龙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哺育了一代又一代莘莘学子，培养了一批又一批优秀校友，

他们在各行各业发光发热，践行重大精神，为地方经济社会建设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Ø 重庆机床（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总经理

Ø 重庆英才-优秀科学家

Ø 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专家

李先广

毕业前景

Ø5.3卓越校友



感谢您的聆听

重庆大学 机械工程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