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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工*)商*结合的工业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相关问题入手#开展了全方位'多层次的工业

工程教育教学改革的研究#针对机械工程学院和柳工西南再制造工程研究中心校企合作情况#把工程机械

再制造的)工*和物流系统的)商*紧密结合#从而实现)工*)商*结合的工业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改

革与创新#为打造具有重庆工商大学)工*)商*结合特色的工业工程类专业学科点的培养和工商结合的具有

综合素质的工业工程专业技术人才提供了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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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工商大学是/工0/商0结合的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多科性大学#而工业工程是典型的交叉学科#涉及

专业领域宽#因此#我校对创办这一专业具有资源优势. 同时#工业工程主要依托机械工程学院筹建#该学

科点的设置能基于学院机械制造工程的雄厚专业基础#建成众多的工业工程专业中具有我校自己特色的学

科方向#/工0/商0结合的工业工程专业将成为我校创办的最具特色的专业之一%A&

.

A(工商结合的工业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研究

结合重庆工商大学多学科协调发展的实际#发挥重庆工商大学/工0/商0结合的优势#把我校的/制造业

工程技术0和/现代管理科学技术0进行专业和人才培养模式上的/强强联合0#打造具有重庆工商大学名副

其实的/工0/商0结合特色的工业工程专业学科点建设和研究生人才创新培养模式#培养/工0/商0结合的

具有综合素质的工业工程专业技术人才#推动我校学/工0/商0结合特色的重庆市工业工程研究生教育的改

革与发展.

!A" 结合我校/工0/商0结合的特色#进行工业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 根据重庆工商

大学/工0/商0结合的特色与实际工业工程教育综合改革的情况#进行了工业工程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总体

研究与实践#研究了工业工程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中具有共性和综合性的问题#对工业工程高层次人才培



养模式+培养方案改革与创新的研究与实践进行了分析探索#进行工业工程研究生教学管理改革与实践#探

索了适应新时期工业工程研究生培养和教学改革的教学运行管理体制+方法与手段#并对具有我校特色的

研究生教育产学研一体化等教学支撑体系进行了探索与实践.

学科方向目前主要有先进制造系统方向与生产运作管理方向. 我校工业工程方向课程由 ! 大模块构

成%@&

#学生须修满最低学分 !". 基础理论模块共 E 门课#A# 个学分为必修. 管理理论模块为选修#至少选择

@ 门#共 # 个学分. 专业技术模块为选修#至少选择 H 门#共 A" 个学分. 学科和课程设置应结合重庆经济的

特点#强调制造产业+电子产业#重视计算机应用#培养管理和人文的底蕴%!&

. 具体课程设置如表 A 所示.

表 A(重庆工商大学工业工程硕士研究生课程设置

模块 课程名称 课程性质 学时 学分

基础理论模块

A# 个学分

自然辩证法 必修 !E @

基础外语 必修 E" !

专业外语 必修 !E @

运筹学 必修 E" !

工程经济学 必修 !E @

基础工业工程 必修 !E @

选修

AE 个

学分

管理

理论

模块

专业

技术

模块

管理经济学 选修 !E @

管理学基础 选修 !E @

市场营销 选修 !E @

战略管理 选修 !E @

系统工程 选修 !E @

质量工程 选修 !E @

人因工程 选修 !E @

工作研究 选修 !E @

工业工程前沿 选修 !E @

项目管理 选修 !E @

网络与数据库 选修 !E @

先进制造技术 选修 !E @

生产计划与控制 选修 !E @

企业资源计划 选修 !E @

系统仿真 选修 !E @

必修环节
开题报告 必修

论文工作中期报告 必修

最低学分 !"

!@" /工0/商0结合的先进制造系统方向培养模式综合改革与创新的研究. 先进制造系统是国际著名

管理学科学者+日本京都大学人见胜教授在国际上率先提出的一个研究方向#也是当今世界特别是美国许

多著名高校工业工程领域中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

. 先进制造系统涉及制造业的先进管理模式+先进管理

技术+网络技术和管理系统的应用实施策略的研究#是当今管理界研究的重要方向之一. 此方面主要进行

了制造系统及其产品寿命周期全过程的系统集成技术和优化管理及控制与运筹技术的探索和研究#重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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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现代管理技术0和/制造工程技术0相结合#具有重庆工商大学/工0/商0结合特色的先进制造系统方

面的研究. 把我校电子商务与供应链重庆市重点实验室作为研究平台#进行了工程机械再制造供应链网络

设计理论及方法研究#让本学科点研究生亲自参与到项目中#从而真正实现工商结合#促进先进制造系统方

向培养模式改革与创新%H&

.

!!" /工0/商0结合的生产运作管理方向培养模式综合改革与创新的研究. 生产运作管理是对生产运

作系统的设计+运行与维护过程的管理#包括对生产运作活动进行计划+组织和控制%E&

. 此方面主要研究的

内容包括$

$

生产运作系统的设计$包括产品或服务的选择和设计#生产运作设施的定点选择#生产运作设

施的配置#服务交付系统设计和工作设计.

%

生产运作系统的运行$主要是指在现行的生产运作系统中#如

何适应市场的变化#按用户的需求#生产合格产品和提供满意服务. 主要涉及生产运作计划+组织与控制三

方面内容的研究. 为了更好地促进/工0/商0结合的工业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一方面#学校应不

断与企业接洽#为工业工程专业研究生赢得更多的实习机会. 比如#借助与我校合作的西南柳工再制造中

心这一优良的实验平台#让工业工程研究生深入一线企业生产运作层#切身感受制造企业运作的具体流程'

另一方面#邀请企业工业工程专家到学校授课或作专题报告#介绍工业工程专业在企业生产运作管理中的

应用和实践#缩短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距离.

@(工业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创新研究解决的关键问题分析

立足我校实际#推动具有重庆工商大学/工0 /商0结合特色的工业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与创

新# 把重庆工商大学的/制造业工程技术0和/经济管理科学技术0进行/强强联合0#培养具有/工0/商0结

合特色的工业工程专业技术人才#推动具有重庆工商大学/工0/商0结合特色的重庆市工业工程研究生教育

的改革与发展.

进行了制造系统及其产品寿命周期全过程的系统集成技术和优化管理及控制与运筹技术的探索和研

究#解决了如何将/现代管理技术0和/制造工程技术0相结合#具有重庆工商大学/工0/商0结合特色的先进

制造系统综合改革与创新的研究与实践问题.

汲取工业工程研究生教育改革经验对生产运作管理方向培养模式综合改革与创新进行研究与探讨.

对生产运作系统的设计+运行与维护过程综合改革与创新实践进行了探索和研究#包括产品或服务的选择

和设计#生产运作设施的定点选择#生产运作设施的配置+服务交付系统设计和工作设计等方面的探索和

实践.

!(工业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创新研究方法及试点方案研究

围绕/工0/商0结合的工业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沿着/理论研究1实证研究1对策

研究0的思路#可开展具体研究. 因为/工0/商0结合的工业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与创新建设是个

系统工程#涉及学科布局+科研部署+人才引进+经费支持等各个方面#所以#应用系统分析法研究各模块的

资源优化配置#形成合力#促进我校/工0/商0结合的工业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建设和发展. 系统地

总结国内外高校的工业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创新建设的成功经验#梳理出/工程类0建设方案的一

般性规律#用于指导我校工业工程学科建设发展. 以管理科学与工程下设的工业工程二级学科点建设为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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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对象#整合二级点#依托机械工程学院的相关优势资源#进行/工0/商0结合的工业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模

式改革与创新的试点研究%F&

.

针对机械工程学院和柳工西南再制造工程研究中心校企合作情况#把工程机械再制造的/工0和物流系

统的/商0紧密结合#把校企合作关键内容纳入工业工程研究生的培养中. 随着金融危机和低碳经济时代的

到来#对全球废旧工程机械的再制造处理能力和逆向供应链管理能力+回收物流管理能力提出了适应时代

发展的新要求. 而对于企业来说#正面临着极其严酷的生存环境#这也使得企业为了提高顾客满意度#获得

竞争优势而承担起保护环境的社会责任. 目前#政府+企业+消费者和其他相关利益者都十分关心工程机械

的回收处理#以使这些回收产品的价值能进一步体现#进一步给社会带来效益#这必然要求通过供应链物流

对这些物品进行综合的管理#从而形成逆向物流. 为了达到法律法规的要求并获得竞争优势#企业应当采

取合理的应对措施#加强逆向物流的管理#同时#资源的有限性和市场需求的无限性也使得逆向供应链物流

快速发展#因此#有必要对工程机械再制造的供应链物流网络设计进行针对性的研究#提升企业对逆向供应

链物流网络的管理能力. 从而实现/工0/商0结合的工业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ILA"&

.

#(结(论

此研究是/工0/商0结合的工业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是我校/工程类0硕士研究生

培养模式建设和发展的需要#为/工程类0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提供可操作的方案#为职能部门支持学科建

设提供导向和相关依据. 对于机械工程学院和柳工西南再制造工程研究中心校企合作情况#把工程机械再

制造的/工0和物流系统的/商0紧密结合#把校企合作关键内容纳入工业工程研究生的培养中#从而实现

/工0/商0结合的工业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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