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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工程领域 

（学科代码：085222  授予工程硕士学位） 

 

一、学科专业和研究方向 

为满足我国经济建设和交通运输系统快速发展对交通运输工程领域规划、设计、管理人

才的需求而设置，主要培养掌握交通运输工程领域现代科学技术的高级专门人才。 

主要研究方向包括： 

1．运输组织技术 

主要研究运输需求理论和方法，运输产品设计与开发，运输枢纽总体规划及设计，运输

方式分工及协调，港站设计及港站作业能力，运输组织中的新理论与新方法，运输计划编制

现代化的理论与方法，现代货物运输技术，特种货物运输技术与管理，现代旅客运输组织，

运输过程的生产组织管理，载运工具的运用与管理等。 

2．城市交通工程技术 

主要研究现代交通需求管理及交通可持续发展理论与政策，城市与区域交通规划理论与

方法，城市道路交通管理与控制，城市轨道交通规划、设计与运营管理，城市公共交通管理

理论与方法，数字城市交通技术，城市交通安全理论与技术等。 

3．运输与物流技术 

主要研究运输物流系统的规划及设计理论和方法，运输物流系统的运作理论和方法，运

输物流系统组织理论与方法、运输物流节点布局及节点设计理论及方法，快捷货物运输组织

理论与方法，供应链管理与优化技术，运输物流信息技术与管理等。 

4．智能运输系统技术 

主要研究交通运输信息系统的规划与设计，交通运输信息系统的集成与开发，交通运输

信息管理与信息化工程，交通运输业电子商务，智能交通规划，智能调度平台设计，智能交

通监控系统，综合交通智能化管理的有关理论与方法等。 

5．综合交通运输技术 

主要研究综合运输系统规划理论与方法，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建设与国民经济发展的理论

与政策，交通运输对环境的影响，在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前提下交通运输发展政策及模式。 

6．交通安全工程技术 

主要研究各种运输方式的安全系统分析、设计、评价，交通安全检测与事故诊断技术、

交通事故模拟分析，安全技术在交通系统的应用与推广等。 

二、培养目标 

面向交通运输工程领域的发展及实际问题，培养具有持续的知识获取能力、学术鉴别能

力、科学研究能力、工程实践能力、学术创新能力、学术交流能力以及合作能力、组织协调

能力的高级工程应用型人才。 

1．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崇尚科学，身心健康。具有较强的事业心、责任感和献身科

学的精神，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学术修养、严谨的治学态度、良好的合作精神与创新精神，

积极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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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掌握交通运输工程领域某一种运输方式或工程实践活动需要的坚实基础理论和宽广

的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工程实践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良好职业素养以及把自己的

思想和研究成果清晰地用语言和文字表达的能力。能够承担本领域的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 

3．能够比较熟练运用一种外语阅读本学科的文献资料，具有较好的听说和写作能力，

并能进行国际学术交流。 

三、培养方式及学习年限 

1．培养方式 

（1）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以下简称“专业学位硕士生”）采取课程学习与专业

实践相结合的培养方式，其中实践教学可采用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 

（2）专业学位硕士生实行双导师制。来自学校的导师一般为第一导师，来自工程现场

具有丰富工程实际经验和责任心强的技术专家为第二导师，共同承担对研究生的理论学习、

工程实践、研究工作与论文写作等环节的指导工作。 

2．学习年限 

基础学制为 2 年，在校学习年限最长不超过 4 年。 

四、课程设置及学习要求 

（一）课程设置及学分 

专业学位硕士生课程全部实行学分制，学习阶段最少修满 32.0 学分，学分要求如下： 

公共课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2 学分），自然辩证法概论（1 学分），

专业英语（2 学分），信息检索（1 学分），知识产权（1 学分）；基础理论类课程：工程数学、

工程领域专业基础（2 学分）；专业技术类必修课程：工程领域专业课程（不少于 4 学分）；

专业技术类选修课程：工程领域需要具备的理论、技术课程（不少于 14 学分）；专业实践（5

学分）。 

每学分对应 16 学时，每门课程原则上不超过 2 学分。课程教学一学年分为四个时间段

安排，每学期分为上半学期与下半学期，课程学习一般应在 0.75 学年时间内完成。 

（二）课程学习要求 

学习过程中，应重点强调以下“三类课程”和“二个训练”： 

1．结合专业的工具性课程：学会学以致用，具备专业领域工程实际问题的工具软件运

用能力。  

2．结合专业文献阅读的专题研讨课程：对核心研究领域文献的阅读数量是学位论文水

平的基础，在课程学习时应特别注意。 

3．结合项目及研究领域的研究方法论研讨课程：拓展思路和提高写作能力，除专门的

研究方法论课程讲座外，在专业基础和专业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应贯穿研究方法论的思想。 

4．强化专业英语训练：开展国际交流，增强国际视野，提高竞争能力。 

5. 注重研究实际问题的意识和创新能力的训练：增长实际工作经验，缩短就业适应期

限，提高专业素养及就业创业能力。 

五、科学研究与实践 

在学期间，除积极参加课程学习，完成课程要求的工作外，还应参与科学研究和工程实

践活动。参与科学研究和工程实践是对专业学位硕士生进行科学研究训练、培养创新能力和

解决工程实际问题能力的主要途径，是硕士研究生毕业的必要条件。具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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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至少全过程参与一项工程实践科研项目或任务的研究工作。 

2．积极参加学术会议、学术前沿讲座等学术活动。 

3．一般应在工程现场进行实习，培养必要的工程实践技能，时间一般不少于 6 个月。

专业实践是重要的教学环节，根据工程领域特点，通过实践课程、实验、实习等方式组织实

施，并对专业实践实行全过程的管理，确保专业实践质量。 

4．专业学位硕士生应在第一、第二导师的共同指导下完成实习总结报告，作为学位申

请的必要条件。 

六、学位论文要求 

1．论文选题 

专业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应来源于工程实践的实际问题，必须有明确的工程背景和应用价

值，一般应在第三学期确定论文选题。论文内容的研究、实践和写作可以采取在校内或企业

两种方式。 

2．论文形式 

学位论文须独立完成，要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具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和工作量，具有先进

性与创新性，能体现研究生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学位论文

内容可以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产品研发：指针对生产实际的新产品研发、关键部件研发及对国内外先进产品的

引进消化再研发；包括各种软、硬件产品的研发。 

（2）工程设计：指综合运用工程理论、科学方法、专业知识与技术手段、技术经济、

人文和环保知识，对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工程项目、设备、装备及其工艺等问题开展的设计。 

（3）应用研究：指直接来源于工程实际问题或具有明确的工程应用背景，综合运用基

础理论与专业知识、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开展应用性研究。研究成果能解决特定工程实际问

题，具有实际应用价值。 

（4）工程/项目管理：项目管理是指一次性大型复杂任务的管理，研究的问题可以涉及

项目生命周期各个阶段或者项目管理各个方面，也可以是企业项目化管理、项目组合管理或

多项目管理问题。工程管理是指以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为基础的工程任务，可以研究工程的

各职能管理问题，也可以涉及工程的各方面技术管理问题等。 

3．开题报告 

确定论文选题后应形成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在第三学期完成。开题报告内容一般应包括： 

（1）选题来源和依据。 

（2）选题领域研究与实践的现状综述：对国内外近年来的有关文献进行阅读、分析和

总结。 

（3）研究方案：阐明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关键问题与创新点、研究方法、技术路线、

实验方案等。 

（4）研究工作基础：说明已经具备的研究条件、研究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及

其可能的解决办法和措施。 

（5）论文研究和写作的时间安排。 

论文开题和中期考核时，由不少于 3 名以上具有工程实践经验的高级职称教师或硕士研

究生导师组成考核小组，对研究生选题的科学性进行讨论，指出其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帮助

研究生合理优化科学研究及论文内容；同时，从政治思想及品德、业务学习、科研及实践能

力三部分，对其综合能力做出评价，做出是否通过开题报告的评审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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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开题报告，继续完成论文研究工作；不通过开题报告，做出修改后重新申请开题。

开题报告程序按研究生院有关规定执行，原则上开题通过 1 年后方可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4．论文答辩等环节和要求 

论文答辩一般应在第四学期末进行。专业学位硕士生在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应完成培

养方案中规定的所有环节，且成绩合格。 

通过匿名送审的论文，进入答辩环节，答辩委员会应由 3～5 位具有工程实践经验的高

级职称教师或硕士研究生导师组成（其中至少包含一名来自于现场的专家）。 

评价学位论文水平应着重审核作者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工程实际问

题的能力；论文工作的技术难度和工作量；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新思想、新方法和新进展；

采用的新工艺、新技术和新设计的先进性和实用性；创造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达到以上

要求的，均为合格的学位论文。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的专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批批准授予工程

硕士学位。 

论文答辩按照《北京交通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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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课程设置附表与其他要求 

交通运输工程领域工程硕士课程 

课程类别/专业领域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时间 备注 

秋 春 

公共课 

21009307 自然辩证法概论 36 2   

7 学分 

2100930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18 1   

22004347 专业外语 32 2   

25009310 知识产权 16 1   

25999301 信息检索 16 1   

基础理论类课程 
21008306 统计方法与计算 32 2 √  

≥2 学分 
24004373 数据分析方法及软件应用 32 2 √  

专业技术

类必修课 

轨道交通 
22004354 铁路运输组织优化理论与技术 32 2 √  

≥4 学分 

22004353 轨道交通网络化运营组织理论与技术 32 2 √  

城市交通 
22004324 城市交通分析与设计 32 2 √  

22004316 交通枢纽规划与设计 32 2 √  

运输物流 
22004323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32 2   

22004321 现代物流技术与管理 32 2 √  

智能运输 
22004310 智能交通系统 32 2 √  

22004317 网络信息系统的分析与设计 32 2 √  

选修课 

轨道交通 

24004307 铁路运输能力计算 32 2 √  

在轨道交

通、城市交

通、运输物

流、智能运

输四个领

域至少选

修 10 学分 

 

 

 

 

其他至少

选修 4学分 

24004353 城市轨道交通运营 32 2  √ 

24004308 铁路车流组织理论与方法 32 2  √ 

24004361 高速铁路运营管理 32 2  √ 

24004352 重载运输 32 2 √  

24004366 特定运营条件的运输组织优化 32 2  √ 

城市交通 

24004363 交通行为分析 32 2  √ 

24004310 交通需求管理与政策分析 32 2 √  

24004372 城市公共交通规划与运营理论 32 2 √  

22004320 道路交通管理与控制 32 2 √ √ 

24004305 交通经济理论 32 2 √  

24004359 交通应急处置 32 2  √ 

运输物流 

22004337 电子商务物流模式与集成技术 32 2 √  

24004317 物流配送及其优化方法 32 2 √  

24004311 现代货物运输技术 32 2   

24004368 物流企业运营管理 32 2   

24004367 铁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管理 32 2  √ 

24004374 物流系统设计与优化 32 2 √  

智能运输 

24004364 交通运输控制系统与技术 32 2 √  

22004319 空间信息处理方法与技术 32 2 √  

22004309 交通仿真技术 32 2  √ 

24004362 交通信息采集与物联网技术 32 2  √ 

24004372 城市公共交通规划与运营理论 32 2 √  

22004320 道路交通管理与控制 32 2 √ √ 

其他 

22004308 预测理论与方法 32 2 √  

24004306 项目评估与管理 32 2 √ √ 

24004323 风险评估与管理 32 2 √  

24004371 综合交通系统规划编制技术 32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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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04357 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16 1 √  

24004376 现代物流服务模式及案例分析 32 2   

24004377 综合交通建模 32 2 √  

24004378 网络营销理论与实践 32 2 √  

24004381 交通运输工程国际课程Ⅰ 32 2 √ √ 

24004382 交通运输工程国际课程Ⅱ 32 2 √ √ 

24004383 交通运输工程国际课程Ⅲ 16 1 √ √ 

14004309 交通运输工程国际课程Ⅳ 16 1 √ √ 

23004311 创新创业实践 16 1   附注一 

专业实践 

 专业前沿技术专题研讨  1   

5 学分  专业实践 6 个月 2   

 交通软件应用与实践  2   

附注一：参与学科科技竞赛获国家级三等奖或省部级二等奖以上，或参加暑期社会实践获校级三等奖以上，由学

院考核通过后计 1 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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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工程领域 

（学科代码：085240  授予工程硕士学位） 

 

一、学科专业和研究方向 

为现代物流、交通运输及国民经济相关行业培养物流系统规划、设计及运营管理与技术

管理的高级专门人才。 

主要研究方向包括： 

1．物流系统规划与设计 

主要研究物流系统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物流市场需求分析预测方法、物流节点与物

流园区规划与设计方法、物流网络系统构建设计方法、物流系统发展战略与决策分析等。 

2．物流系统运作优化技术 

主要研究物流资源运用整合技术及优化配置方法、物流产品开发及营销策略、物流服务

方案设计与优化、物流运营质量控制与绩效考核、第三方物流企业发展及运作模式、运输企

业向现代物流企业拓展模式、物流产业政策等。 

3．现代物流信息技术与管理 

主要研究物流信息管理与决策技术信息系统建模与自动化技术、物流信息平台分析设计

与集成技术、物流系统仿真与优化技术、互联网及智能调度优化技术、现代物流与物联网技

术等。 

4．供应链管理与优化技术 

主要研究企业经营管理模式及核心竞争力理论、企业物流管理及物流战略调整、供应链

管理技术与方法、采购管理与供应商选择评价方法、库存管理与库存控制方法、供应链网络

构建与战略运营、物流企业客户管理方法、供应链活动绩效管理与评价方法、供应链风险防

控等。 

二、培养目标 

面向物流工程领域的实际问题，培养具有持续的知识获取与转化能力、学术鉴别能力、

科学研究能力、工程实践能力、学术创新能力、学术交流能力以及合作能力、组织协调能力

的高级工程应用型人才。 

1．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崇尚科学，身心健康。具有较强的事业心、责任感和献身科

学的精神，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学术修养、严谨的治学态度、良好的合作精神与创新精神，

积极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服务。 

2．掌握物流工程领域某一专门方向或工程实践活动需要的坚实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

知识，具有较强的工程实践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良好职业素养以及把自己的思想和

研究成果清晰地用语言和文字表达的能力。能够承担物流工程活动的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 

3．能够比较熟练运用一种外语阅读本学科的文献资料，具有较好的听说和写作能力，

并能进行国际学术交流。 

三、培养方式及学习年限 



 8 

1．培养方式 

（1）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以下简称“专业学位硕士生”）采取课程学习与专业

实践相结合的培养方式，其中实践教学可采用集中实践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 

（2）专业学位硕士生实行双导师制。来自学校的导师一般为第一导师，来自工程现场

具有丰富工程实际经验和责任心强的技术专家为第二导师，共同承担对研究生的理论学习、

工程实践、研究工作与论文写作等环节的指导工作。 

2．学习年限 

基础学制为 2 年，在校学习年限最长不超过 4 年。 

四、课程设置及学习要求 

（一）课程设置及学分 

专业学位硕士生课程全部实行学分制，学习阶段最少修满 32.0 学分，学分要求如下： 

公共课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2 学分），自然辩证法概论（1 学分），

专业英语（2 学分），信息检索（1 学分），知识产权（1 学分）；基础理论类课程：工程数学、

工程领域专业基础（2 学分）；专业技术类必修课程：工程领域专业课程（不少于 4 学分）；

专业技术类选修课程：工程领域需要具备的理论、技术课程（不少于 14 学分）；专业实践（5

学分）。 

每学分对应 16 学时，每门课程原则上不超过 2 学分。课程教学一学年分为四个时间段

安排，每学期分为上半学期与下半学期，课程学习一般应在 0.75 学年时间内完成。 

（二）课程学习要求 

学习过程中，应重点强调以下“三类课程”和“二个训练”： 

1．结合专业的工具性课程：学会学以致用，具备专业领域工程实际问题的工具软件运

用能力。  

2．结合专业文献阅读的专题研讨课程：对核心研究领域文献的阅读数量是学位论文水

平的基础，在课程学习时应特别注意。 

3．结合项目及研究领域的研究方法论研讨课程：拓展思路和提高写作能力，除专门的

研究方法论课程讲座外，在专业基础和专业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应贯穿研究方法论的思想。 

4．强化专业英语训练：开展国际交流，增强国际视野，提高竞争能力。 

5. 注重研究实际问题的意识和创新能力的训练：增长实际工作经验，缩短就业适应期

限，提高专业素养及就业创业能力。 

五、科学研究与实践 

在学期间，除积极参加课程学习，完成课程要求的工作外，还应参与科学研究和工程实

践活动。参与科学研究和工程实践是对专业学位硕士生进行科学研究训练、培养创新能力和

解决工程实际问题能力的主要途径，是硕士研究生毕业的必要条件。具体要求： 

1．至少全过程参与一项工程实践科研项目或任务的研究工作。 

2．积极参加学术会议、学术前沿讲座等学术活动。 

3．一般应在工程现场进行实习，培养必要的工程实践技能，时间一般不少于 6 个月。

专业实践是重要的教学环节，根据工程领域特点，通过实践课程、实验、实习等方式组织实

施，并对专业实践实行全过程的管理，确保专业实践质量。 

4．专业学位硕士生应在第一、第二导师的共同指导下完成实习总结报告，作为学位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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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的必要条件。 

六、学位论文要求 

1．论文选题 

专业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应来源于工程实践的实际问题，必须有明确的工程背景和应用价

值，一般应在第三学期确定论文选题。论文内容的研究、实践和写作可以采取在校内或企业

两种方式。 

2．论文形式 

学位论文须独立完成，要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具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和工作量，具有先进

性与创新性，能体现研究生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学位论文

内容可以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产品研发：指针对生产实际的新产品研发、关键部件研发及对国内外先进产品的

引进消化再研发；包括各种软、硬件产品的研发。 

（2）工程设计：指综合运用工程理论、科学方法、专业知识与技术手段、技术经济、

人文和环保知识，对具有较高技术含量的工程项目、设备、装备及其工艺等问题开展的设计。 

（3）应用研究：指直接来源于工程实际问题或具有明确的工程应用背景，综合运用基

础理论与专业知识、科学方法和技术手段开展应用性研究。研究成果能解决特定工程实际问

题，具有实际应用价值。 

（4）工程/项目管理：项目管理是指一次性大型复杂任务的管理，研究的问题可以涉及

项目生命周期各个阶段或者项目管理各个方面，也可以是企业项目化管理、项目组合管理或

多项目管理问题。工程管理是指以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为基础的工程任务，可以研究工程的

各职能管理问题，也可以涉及工程的各方面技术管理问题等。 

3．开题报告 

确定论文选题后应形成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在第三学期完成。开题报告内容一般应包括： 

（1）选题来源和依据。 

（2）选题领域研究与实践的现状综述：对国内外近年来的有关文献进行阅读、分析和

总结。 

（3）研究方案：阐明研究目标、研究内容、关键问题与创新点、研究方法、技术路线、

实验方案等。 

（4）研究工作基础：说明已经具备的研究条件、研究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及

其可能的解决办法和措施。 

（5）论文研究和写作的时间安排。 

论文开题和中期考核时，由不少于 3 名以上具有工程实践经验的高级职称教师或硕士研

究生导师组成考核小组，对研究生选题的科学性进行讨论，指出其中可能遇到的问题，帮助

研究生合理优化科学研究及论文内容；同时，从政治思想及品德、业务学习、科研及实践能

力三部分，对其综合能力做出评价，做出是否通过开题报告的评审意见。 

通过开题报告，继续完成论文研究工作；不通过开题报告，做出修改后重新申请开题。

开题报告程序按研究生院有关规定执行，原则上开题通过 1 年后方可申请学位论文答辩。 

4．论文答辩等环节和要求 

论文答辩一般应在第四学期末进行。专业学位硕士生在申请学位论文答辩前，应完成培

养方案中规定的所有环节，且成绩合格。 

通过匿名送审的论文，进入答辩环节，答辩委员会应由 3～5 位具有工程实践经验的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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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职称教师或硕士研究生导师组成（其中至少包含一名来自于现场的专家）。 

评价学位论文水平应着重审核作者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解决工程实际问

题的能力；论文工作的技术难度和工作量；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新思想、新方法和新进展；

采用的新工艺、新技术和新设计的先进性和实用性；创造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达到以上

要求的，均为合格的学位论文。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的专业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由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批批准授予工程

硕士学位。 

论文答辩按照《北京交通大学学位授予工作实施细则》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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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课程设置附表与其他要求 

物流工程领域工程硕士课程 

课程类别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时间 备注 

秋 春 

公共课 

21009307 自然辩证法概论 18 1   

7 学分 

2100930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6 2   

22004347 专业外语 32 2   

25009310 知识产权 16 1   

25999301 信息检索 16 1   

基础理论类课

程 

21008306 统计方法与计算 32 2 √  
≥2 学分 

24004373 数据分析方法及软件应用 32 2 √  

专业技术类必

修课程 

22004321 现代物流技术与管理 32 2 √  
≥4 学分 

22004323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32 2   

选修课 

22004306 交通规划理论与方法 32 2 √  

≥14 学分 

22004308 预测理论与方法 32 2 √  

22004317 网络信息系统的分析与设计 32 2 √  

22004337 电子商务物流模式与集成技术 32 2 √  

24004311 现代货物运输技术 32 2   

24004315 第三方物流理论与实践 32 2 √  

24004316 物流园区布局规划理论与方法 32 2   

24004317 物流配送及其优化方法 32 2 √  

24004355 物流管理软件应用与实践 32 2 √  

24004357 职业发展与就业指导 16 1 √  

24004362 交通信息采集与物联网技术 32 2  √ 

24004367 铁路危险货物运输安全管理 32 2  √ 

24004368 物流企业运营管理 32 2   

24004374 物流系统设计与优化 32 2 √  

24004376 现代物流服务模式及案例分析 32 2   

24004378 网络营销理论与实践 32 2 √  

24004381 交通运输工程国际课程Ⅰ 32 2 √ √ 

24004382 交通运输工程国际课程Ⅱ 32 2 √ √ 

24004383 交通运输工程国际课程Ⅲ 16 1 √ √ 

14004309 交通运输工程国际课程Ⅳ 16 1 √ √ 

23004311 创新创业实践 16 1   附注一 

专业实践 

23004302 专业实践 6个月 2   

5 学分 23004309 专业前沿技术专题研讨  1   

23004310 交通软件应用与实践  2   

附注一：参与学科科技竞赛获国家级三等奖或省部级二等奖以上，或参加暑期社会实践获校级三等奖以上，由学

院考核通过后计 1 学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