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化学工程系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081700]化学工程与技术 

[01]01 化学工程与技术（清华-东工大联合培养项目） 

一、 适用学科、专业 
适用学科、专业：化学工程与技术（一级学科，工学门类，学科代码：0817） 
适用于清华大学－日本东京工业大学双硕士学位项目学生 
生物化工（二级学科、专业，学科代码：081703） 
（适用于生物反应工程、生物分离工程、环境生物技术、生物催化工程、生物能源工程、

生物医药工程、细胞工程等研究方向） 
 

二、 培养目标与定位 
该项目以培养通晓多语言、多文化的亚洲科技及人文等领域创新领军青年人才为目标和

定位。 

三、 学习年限 
符合《清华大学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要求； 

四、 培养环节与学位要求 
1、制定个人培养计划 
硕士生入学两周内，研究生院和相关院系开设新生学科专业教育系列讲座以加强研究生

综合素质培养。 
硕士生入学后三个月内，在导师指导下完成个人培养计划。内容包括：研究方向、课程

学习、文献阅读、选题报告、科学研究、学术交流、学位论文等方面的要求和进度计划。并

将个人培养计划提交系教学办公室，由系课程学习指导小组对每个同学培养计划中的选课情

况进行审定。 
 
2、选题报告要求 
论文的准备工作应尽早，论文工作计划与选题报告一般应从第二学期起开始。硕士生入

学后应当在导师指导下，查阅文献资料，了解学科现状和动向，尽早确定课题方向，制定论

文工作计划，完成论文选题报告。选题报告的具体完成时间由导师决定，但自选题报告通过

至申请答辩的时间一般不少于一年。 
选题报告包含文献综述、选题背景及其意义、研究内容、工作特色及难点、预期成果及

可能的创新点等。选题报告应当以学术活动方式至少在二级学科范围内公开进行，并由以硕

士生导师及指导小组成员为主体组成的考核小组评审，考核小组一般至少由 3 名副教授或相

当职称以上的专家组成,其中至少包含学位评定分委会成员一名。属于学科交叉培养硕士生

的论文选题报告会应当聘请所涉其他学科的专家参加。经评审通过的选题报告，应当以书面

形式报院系备案。在论文研究工作过程中论文课题有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进行选题报告。 
清华大学方参加该联合培养项目的学生需离开清华赴日前通过选题报告；东京工业大学

方参加联合培养项目的学生需在到清华大学三个月内通过选题报告；对于未通过选题报告

者，则该必修环节考核未达到培养方案规定要求，应予以分流。硕士生可申请退学，否则学

校予以退学处理。 



3、论文工作中期检查要求 
在硕士学位论文工作的中期，在二级学科范围内组织考核小组，对已经开题的硕士生就

论文工作进展情况以及工作态度和精力投入等进行全面考查。评委专家由三至五位具有相应

研究生指导资格的教师组成，其中至少包含学位评定分委会委员一名。考核办法由二级学科

自定并提前通知硕士研究生。对于在考核中不通过者，需报系教学业务办公室备案，并由二

级学科在 2 个月内再次组织考核。若连续两次出现上述情况，将提交化学工程学位评定分委

员会讨论处理。 
 
4、论文工作年度进展报告 
鼓励二级学科范围内组织考核小组对研究生论文工作进展情况进行年度考核，评委专家

由三至五位具有相应研究生指导资格的教师组成，其中至少包含学位评定分委会委员一名。

考核办法由二级学科自定并提前通知硕士研究生。对于在考核中不通过者，需报系教学业务

办公室备案，并由二级学科在 2 个月内再次组织考核。若连续两次出现上述情况，将提交化

学工程学位评定分委员会讨论处理。 
 

五、 课程设置 
攻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在学期间，需获得学位要求课程（包括环节）学分不少于 24 学分，

其中考试学分不少于 17。东工大学生在清华大学需修完专业基础和专业课总学分需≥12 学

分。 
 

1、 学位课程与环节( 不少于  24  学分 ) 
（1） 公共必修课( 不少于  5  学分 ) 
A、 清华大学方参加该联合培养项目的学生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60680012 2 学分 考试 春秋 
自然辩证法概论 60680021 1 学分 考试 春秋 
硕士生英语 64200012 2 学分 考试 春秋 
第一外语类 
B、 东京工业大学方参加联合培养项目的学生 

在总学分满足要求的前提下，公共必修课程选 4 个学分也可，其余 1 学分可由专业课代

替。 
第一外语类 
中国概况课 
（2） 学科专业要求课程( 不少于  16  学分 ) 
A、 由东京工业大学开设、双方承认学分的专业课程 

东工大方参加的学生在导师指导下可以用其所修的东工大相关专业课程替代。 
现代生命科学与生物工程进展 80340502 2 学分 考查 春 
自选课程  
自选课组 2 
B、 由清华大学开设的、双方予以承认的专业基础和专业课程 

清华方学生优先推荐从高等化学反应工程原理 (70340193), 化工传递过程原理

(70340073)、高等热力学(70340063)和化工系统优化与综合(70340153)四门中选择两门课程；

东工大学生可以选择化工系开设其他研究生专业课程。 
高等化工热力学 70340063 3 学分 考试 春秋 
化工传递过程原理 70340073 3 学分 考试 春秋 



生物反应工程 70340102 2 学分 考试 秋 
生物分离工程 70340132 2 学分 考试 秋 
化工系统优化与综合 70340153 3 学分 考试 秋 
高等化学反应工程原理 70340193 3 学分 考试 秋 
环境微生物技术 80340122 2 学分 考试 秋 
细胞培养工程 80340192 2 学分 考查 秋 
分子酶工程 80340222 2 学分 考试 秋 
合成生物学前沿研讨 80340472 2 学分 考试 秋 
纳米生物技术 80340482 2 学分 考试 秋 
现代生命科学与生物工程进展 80340502 2 学分 考查 春 
自选课程  
自选课组 2 
（3） 必修环节( 不少于  2  学分 ) 

学术活动要求按研究生院规定执行。 
文献综述与选题报告 69990021 1 学分 考查 春秋 
学术活动 69990031 1 学分 考查  
（4） 学术与职业素养课（清华大学方学生必修）( 不少于  1  学分 ) 

课程《化学工程伦理》为清华方面学生必修课程；东工大学生可以选择日方开设的相关

课程替代。 
化学工程伦理 60340011 1 学分 考查 春 
学术与职业素养课 

六、 申请学位创新成果要求 
参见本学科（项目）适用于 2020 级研究生申请学位创新成果要求。研究生为第一或第

二作者(导师为第一作者)，作者单位应署名为清华大学或与东京工业大学联合署名。 

七、 学位论文工作及要求 
1、起止时间：自选题报告通过之日起，论文工作时间至少为 1 年。 
2、硕士学位论文要求用中文书写。日方参加该项目的学生允许用英语撰写学位论文，

但要求统一的中文封面和不少于 3000 字的详细中文摘要。 
3、学位论文工作的其他环节及要求按清华大学研究生院统一要求执行。 
 

八、 附录 
补修课程  
对跨学科攻读硕士学位的研究生，一般应在导师指导下补修 2 至 3 门该专业的本科主干

课程。涉及与研究课题有关的专门知识，由导师指定内容系统地补修，可列入个人培养计划。 
补修课程记非学位要求学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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