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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术学位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交通运输工程（载运工具运用工程、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学科专业名称（中文）：交通运输工程（载运工具运用工程、交通信息工程及控） ；

（英文）：Communic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 (Vehicle operation engineering/ Traffic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and Control )

专业代码： 0823（082304/082302） ； 学位授权类别： 工学博士

一、学科简介

上海海事大学商船学院交通运输工程专业主要包括载运工具运用工程和交

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2 个学科。载运工具运用工程学科于 2003 年 9 月获得博士学

位授予权，主要涉及船舶运用工程。船舶运用工程主要研究船舶的运行品质、可

靠性与安全性、与交通环境的相互影响以及船舶的检测维修等理论和技术，以适

应重载、高速和高效船舶以及安全水上运输发展的需要，同时研究海洋结构物的

运行效能、可靠性与安全性，以及研究为交通物流系统、海洋工程系统创造良好

的管理与制度环境。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学科于 2005 年 10 月获得博士学位授予

权，主要侧重于水上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主要研究水上交通控制与管理，海上

交通模拟和环境评价，海上通信工程以及智能船舶系统等。涉及交通运输信息系

统理论与技术，交通信息采集、传输与处理技术，交通系统建模、仿真、性能分

析预评估理论与技术，海上通信系统理论与技术，船舶通信导航理论与技术等相

关领域。

学科拥有一艘 4.8 万吨级远洋教学实习船，设有“航运技术与控制工程交通

行业重点实验室”和“上海智能海事搜救与水下机器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一

批研究基地，设有“航海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和“航海国家级虚拟仿真实

验教学中心”等实验教学中心。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培养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符合海洋强国、交通强国

战略需求的专业领域人才，具备专业和人文社科素养、具有优良品德和社会责任

感。

1. 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树立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遵纪

守法，品行端正。

2. 应具有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作风，在船舶运用工程、航海科学和水上

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等方面具有坚实而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

3. 深入了解本学科发展趋势、动向和学术研究前沿，具备本学科领域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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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分析和研究能力，能主持和组织实施科研和生产所需要的实验、检测、分析

和研究，并取得创造性研究成果。

4. 至少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具有外文论文

写作能力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能力。

5. 培养端正的学术态度，严遵学术规范，具备基本的学术道德。

6. 具有良好的心理素养和思想品德。

三、主要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智能航行理论与技术 航线优化理论与方法、智能了望与避碰系统、船岸通信与远程驾驶

航运系统信息与控制 智能助导航技术与系统、智慧海事监管系统、航运系统韧性理论

海事安全与保障技术
人因工程与海事调查、船舶通航风险评价与控制、关键水域船舶航

行安全

四、学习年限与学分要求

学术型博士：学制 3年，最长学习年限 8 年。总学分：19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不少于

17 学分，必修环节（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2学分。原则上 1 学分 16 学时。

五、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程代码 课 程 名 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开 课

单 位

博士

学位

课

（13

学分）

20111001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必修） 32 2 一 马克思主义学院

23081996 高级学术英语（必修） 16 1 一二 外国语学院

23101001 现代数学（必修） 48 3 一 理学院

20012022 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必修） 16 1 一 商船学院

20012006 论文写作指导（必修） 16 1 二 商船学院

20011040
交通运输工程学科研究前沿

（必修）
32 2 二 商船学院

20031001 高级人工智能 32 2 一 信息工程学院

23011001 现代海事信息学 32 2 二 商船学院

20011030 航海智能理论与技术 32 2 一 商船学院

23011002 智能船舶 32 2 二 商船学院

20011029 安全与可靠性理论 32 2 一 商船学院

博士

非学

位课

（4学

20011036 船舶交通与安全系统模型 32 2 二 商船学院

20011037 属性决策理论及其应用 32 2 二 商船学院

20011038 现代信息处理 32 2 二 商船学院

20011032 海上交通环境评价 32 2 一 商船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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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20011039 船舶现代电子系统 32 2 二 商船学院

20011033 交通物联网技术 32 2 一 商船学院

20011031 船舶避碰决策系统 32 2 一 商船学院

20011041 智能交通理论 32 2 二 商船学院

必修

环节

（2学

分）

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
10

次
2

二~

六

博士生在学期间至

少参加 10 次校内外

学术讲座或学术会

议，其中参加学术会

议不少于 2 次，作学

术会议或讲座报告

不少于 2 次。由导师

负责考核。

跨学

科补

修备

选课

程

对有必要加强基础的学生，在导师指导下确定 2-3 门补修课程，不计学分。

补修课 1：《船舶值班与避碰》推荐学习网址：

http://mooc1.chaoxing.com/course/95984239.html?headFid=25417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船舶值班与避碰》，出版社：大连海事大学，2021 年

补修课 2：《航海学》推荐学习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WHUT-1001863002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航海学》，出版社：上海浦江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2017 年

补修课 3：《船舶操纵》推荐学习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DLMU-1003469013?tid=1471412452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船舶操纵》，出版社：上海交通出版， 2012 年

其他

要求

备注：博士学位研究生必须取得 19 个学分，并完成培养计划中必修环节要求的内容，方可申

请论文答辩。公共英语免修（不免考）相关政策见《上海海事大学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公共英语

课程教学管理规定》。

六、必修环节

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2 学分。博士生在学期间至少参加 10 次校内外学术讲座或学

术会议，其中参加学术会议不少于 2次，作学术会议或讲座报告（面向全校学生或以上规模）

不少于 2 次。由导师负责考核。

七、科研和学位论文要求

科研要求：至少满足《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学位授予成果要求》中规定的学术分要求（四

年内毕业≥8+4；四年后毕业≥4+4）。

学位论文开题、中期考核、预答辩、答辩等环节要求参照相关文件执行：

http://mooc1.chaoxing.com/course/95984239.html?headFid=25417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WHUT-1001863002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DLMU-1003469013?tid=1471412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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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题报告：第二学期末或第三学期初，由学科组织，包括资格审核等，具体要求见相关

文件；

中期考核：第三学期末，由学科具体组织；

预答辩、答辩：第六学期；

学位论文开题、中期考核、预答辩、答辩等环节要求参照相关文件执行；

学位论文研究内容应属于本学科领域，主要研究成果有本学科相关期刊论文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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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学科专业名称（中文）：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英文）： Transport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专 业 代 码： 082303 ； 学位授权类别： 工 学

一、学科简介（300 字左右）

交通运输在国民经济中发挥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和服务型作用。水路运输、铁路运

输、公路运输、航空运输和管道运输以及相互之间的协调、配合，是现代社会交通运输的永

恒主题。管理、经济、安全、信息、控制、材料和环境等领域高新技术又为交通运输的发展

注入了新的活力和要求。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学科立足上海海事大学特色，是交通运输学院的主体学科。主要研

究港口、航运、物流以及综合交通领域相关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以满足交通运输在效率、

经济、节能、环保、安全等方面目标要求。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学科 1981 年获硕士学位授

予权，1998 年获博士学位授予权，1996 年被评定为交通部重点学科，2007 年被列为国家重

点（培育）学科。目前，该学科的科研水平在国内领先。近年来，先后承担过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省部级项目以及各类横向项目 500 多项，其中一部分项目达到国家先进水平。

二、培养目标（300 字左右）

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服务国家“交通强国”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瞄准交通领域学术前沿，融合港口、

航运、交通等多专业，培养具有港航专业知识背景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水平交通人才。

具体要求为：

培养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具备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热爱祖国，遵纪守法，

有较强的事业心和献身精神，具有积极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服务良好品德的优秀人才。

培养具有严谨的学风，实事求是和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深入了解交通运输规划与管

理学科发展趋势、动向和学术研究前沿，具有坚实而宽广的基础理论和深入系统的专业知

识，具备独立分析和研究问题的能力，善于理论联系实际，既掌握严密的逻辑思维、又具

有很强创新能力的高层次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人才。培养掌握一门或一门以上外语，其中

一门必须具有听、说、读和写作能力，能适应国际化发展趋势的人才。

三、主要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名称 主 要 研 究 内 容

水路交通运输治理

与管理

系统优化

港航政策

发展战略及策略

预测与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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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路交通运输系统

规划与设计

港口系统规划、运营与调度

航运系统规划、运营与调度

港航系统智能协同

水路运输系统

数字化与信息化

仿真与数字孪生、智能决策、区块链、大数

据、港口无人化技术与方法

港航交通运输

安全与环境

绿色低碳、运输网络韧性、系统安全评估、

事故应急防控、基础设施运维

四、学习年限与学分要求

学术型博士：学制 3 年，最长学习年限 8 年。总学分：19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不少于

17 学分，必修环节（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2 学分。原则上 1学分 16 学时。

五、课程设置

课程类

别
课程代码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开 课

单 位

博 士 学

位课

（13 学

分）

20111001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32 2 一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081001 高级学术英语 32 1 一 外国语学院

20061011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研

究前沿
32 2 二 交通运输学院

20062048 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 16 1 一 交通运输学院

20061002 论文写作指导（必修） 16 1 二 交通运输学院

20061003 高等运筹学 32 2 一 交通运输学院

20061007 运输战略与规划 16 1 二 交通运输学院

20101001
（2选 1）

现代数学 48 3 二 文理学院

20101003 泛函分析 48 3 一 文理学院

博 士 非

学 位 课

（ 4 学

分）

20061004 高级统计学 32 2 二 经济管理学院

20061005 决策技术 32 2 二 交通运输学院

20061006 运输现代化管理 16 1 二 交通运输学院

20061008 物流学 16 1 二 交通运输学院

20061009 交通投资决策 16 1 二 交通运输学院

20061010 研究方法论 32 2 二 交通运输学院

必 修 环

节 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 10次 2

二~

六

博士生应参加本学科

及相关学科的国际或

国内学术活动；参加学

院学科组织的学术活

动并做学术报告。由导

师负责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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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 学 科

补 修 备

选课程

对有必要加强基础的学生，在导师指导下确定 2-3 门补修课程，不计学分。

补修课 1：《统计与预测》：

教材：《统计预测和决策》（第六版），徐国祥主编，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23 年

《统计学习方法》，李航，清华大学出版社，2022 年

补修课 2：《水运概论》：

教材：《水运概论》，徐大振，刘红，沈志江，人民交通出版社，2005-11 出版

补修课 3：《交通运输工程学》：

教材：《城市交通规划》，邵春福，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22 年

其 他 要

求

备注：博士学位研究生必须取得 19 个学分，并完成培养计划中必修环节要求的内容，方可申

请论文答辩。公共英语免修（不免考）相关政策见《上海海事大学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公共英语

课程教学管理规定》。

学位点负责人： 学院主管院长： 分委员会主席：

六、必修环节

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2 学分。博士生在学期间至少参加 10 次校内外学术讲座或学

术会议，其中参加学术会议不少于 2次，作学术会议或讲座报告（面向全校学生或以上规模）

不少于 2 次。由导师负责考核。

七、科研和学位论文要求

科研要求：博士研究生在博士学位论文送审前，个人成果计分须大于等于 6+3（每一分

值均指单项论文成果分值）；鼓励高水平代表作，取得单篇 12分以上的论文成果，不再要求

篇数；对拿到学校资助项目（境外访学或各类资助基金）的博士生，个人成果以项目中要求

的等级和数量为准。

学位论文要求：通过学位论文的撰写，使博士研究生在本学科的专业领域具备大量的理

论知识并有深入的理解和思考，同时具有相当水平的独立科学研究能力。

学位论文能够为学科领域提出独创性的见解和有价值的科研成果。论文应贯彻理论与实

际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原则，必须立论正确，逻辑严密，论证充分，材料

详实，文字通畅，格式规范，图表精确，数据和计量单位正确。

博士研究生申请学位论文必须通过“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TMLC2）”检测，

并达到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对学位论文的有关要求后，方可答辩。

※ 未尽事宜以《上海海事大学博士、硕士学位审核授予工作细则》的规定为准。

开题报告：第二学期末或第三学期初，由学科组织，包括资格审核等，具体要求见相关

文件；

中期考核：第三学期末，由学科具体组织；

预答辩、答辩：第六学期。具体要求见学校文件。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B1%B1%BE%A9%BD%BB%CD%A8%B4%F3%D1%A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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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国际生）

Transport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PHD Doctoral Candidate

Development Programme
Major : Transport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Major Code: 082303
Degree Authorization Classification： PHD of Engineering_____

First: Synopsis of subjects
Transport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is the main subject of College of Transport and
Communications of SMU. It was authorized to confer master degrees in 1981 and then PHD
degrees in 1998. The subject was listed as Key Discipline by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 in 1996. At
present, the subject is known in China for its leading research capability. Faculty of this major
have successively undertaken more than 500 research projects, including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Projects, projects of provincial level and other application projects, some of which
have achieved most advanced level in China.

Second: Educational objectives
Successful graduates need to possess a spirit of seeking truth from the facts, a determined pursuit
of innovation and a scrupulous academic attitude. They are fostered as high-level talents
specifying in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equipped with a broad and sound
understanding about basic theories and a thorough and systematic knowledge about the subject.
They excel in logical thinking and show the capability of putting theory into practice and making
innovation. A good command of one or more foreign language is required, including the skills of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Third: Main research area
Name of Research Area Main Research Topics

Study on Transport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Transport Industry Market Competition Strategy
Theory and Method
Transportation Development Strategy Research
Transportation Pre-decision Method and Application

Modern Management of
Transportation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Transportation System Simulation
Restructuring of Transportation Practice Procedure

Logistics System
Design and
Management

Logistics System Design and Optimization
Optimization and Evaluation of Logistics Operation
System
Management of Logistics Operation System

Decision-making
Theory and Application
for Transportation
Management

Transportation Enterprise Operation Decision
Analysis
Transportation System Optimization
Transportatio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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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Application
Fourth: Requirements on school year and credits

3-year system, no longer than 8 year. Total credits: 23 credits, including no less than 21 credits
for courses and 2 credits for compulsory part (academic activities, etc.). In principle, 1 credit
indicates 16 class hours.

Fifth: Course design

Course
Categories

Course Name Hours Credits
Hours

Responsible Institute

Degree
Courses
(15 credits)

Chinese
Culture

32 2 First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Public Chinese 64 2 First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Modern Mathe 48 3 First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
Data Analysis 48 3 Second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
Transportation
Mathematical
Modeling

48 3 First
College of Transport and
Communications

Research
Methodology

32 2 Second
College of Transport and
Communications

Non-degree
Courses
(6 credits)

Frontiers in
Transportation
Studies

32 2 Second
College of Transport and
Communications

Shipping
Finance

32 2 Second
College of Transport and
Communications

Maritime
Transportation
Network
Analysis

32 2 Second
College of Transport and
Communications

Other
Compulsory
Parts
( 2 credits)

Academic
Activities and
Symposium

10
times

2

Second
to
Sixth

Interdisciplin
ary Elective
Courses

For students who need to strengthen their founda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ir
mentors, they can choose 2-3 elective courses for remediation, which will not be
counted for credit.”
Here are the details of the elective courses:
Course 1: “Statistics and Forecasting”
Textbooks:
“Statistics, Forecasting, and Decision-Making” (6th edition), edited by Xu
Guoxiang, published by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Press in
2023.
“Statistical Learning Methods” by Li Hang, published by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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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2022.
Course 2: “Introduction to Water Transport”
Textbook:
“Introduction to Water Transport” by Xu Dazhen, Liu Hong, and Shen Zhijiang,
published by People’s Communications Press in November 2005.
Course 3: “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
Textbook:
“Urban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by Shao Chunfu, published by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in 2022
Interdisciplinary Elective Courses

Other
Requirement

Note: Any PHD candidate can only apply to start his degree dissertation after he
has obtained 24 credits and fulfilled all the other compulsory sections as required in
the development program. HSK3 is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all the candidates
who apply master’s degree.

Sixth: Research and Dissertation Requirements
Research: In prior to the final submission of doctoral dissertation, the achievements score

shall be no less than '6 + 3' points, and each point refers to 1 single academic achievement. High
level representative work that corresponds to more than 12 points are encouraged, and requirement
on the number of paper can be exempted accordingly. For PhD candidates who have obtained
University-Funded projects (overseas visiting or etc), the points are calculated based on the
college documents.

Dissertation：The dissertation is expected to make a new and creative contribution to a field
of study and to demonstrate the PhD candidates' expertise. The dissertation is a formal, stylized
document used to argue the thesis.

The thesis must be significant, original and it must extend the state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In the dissert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should be combined together to solve the problem, both
qualitative analysis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are required, and the it should be correct, logical,
well demonstrated, smoothly written and formatted.

Thesis proposal： Conducted at the end of 2nd semester or beginning of 3rd semester,
organized by the academic committee. See the documents for details.

Mid-term Assessment: Conducted at the end of 3rd semester, organized by the academic
committee. See the documents for details.

Rehearsal and Defense: Conducted at the end of 6th semester. See the documents for details.

Seventh: Postgraduates' practical ability development for this course
The development principle of the program is “to emphasize on both theoretic innovation and
practical ability”. In view of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country’s
economic development demand, the program focuses on the overlapping and integration of
different disciplines. Such teaching methods as laboratory simulation and case analysis are
employed. Students are actively encouraged to engage i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echnological
service and are given careful instructions. Different measures are taken to construct a platform of
practice for students to foster postgraduates’ innovation awareness and practical ability.

https://zhuanlan.zhihu.com/p/618211618
https://zhuanlan.zhihu.com/p/61821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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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工程（物流工程与技术）

学科专业名称（中文）： 物流工程与技术 ；（英文）： Logistics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专业代码： 0823Z1 ； 学位授权类别： 工学

一、学科简介（300 字左右）

上海海事大学一直是我国物流领域高级管理、科研及教学人才的主要培养基地之一，目

前是教育部物流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单位，在国内同类学科中享有较高声誉。依托学校

的优势资源，组建了一支年龄结构和知识结构都合理的教师队伍。近年来，先后承担和完成

了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科研课题，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上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及多项

省部级科技进步奖。本学科开展了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并与十多家国内外著名企业建

立了产学研合作研究基地。

交通运输工程（物流工程与技术）主要研究方向是物流系统决策与智能化信息研究、物

流装备与系统自动化和智能控制。研究内容涵盖物流系统智能化信息理论与方法、系统决策

与管理、港口自动化作业系统关键技术、物流装备与系统智能控制等。毕业生主要从业领域

为大型物流公司、交通与管理和规划部门、高校、研究所等。

二、培养目标（300 字左右）

本学科主要为高校、研究机构、企业高层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具有良好的管理素

质、完善的知识结构、独立从事研究工作的能力和较强创新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本学科博

士学位获得者应具备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掌握本专业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并能正确地运

用管理学、经济学、物流工程技术、数学、计算机等学科的理论、技能和方法解决物流工程、

物流管理及相关领域的理论和实际问题，同时应具备良好的科学素质和科学研究能力，善于

理论联系实际，拥有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并具有较强的理论创新能力。

三、主要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名称 主 要 研 究 内 容

物流系统决策与智

能化信息研究

物流系统智能化信息理论与方法

物流系统决策与管理

物流装备与系统自

动化和智能控制

港口自动化作业系统关键技术

物流装备与系统智能控制

四、学习年限与学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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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型博士：学制 3 年，最长学习年限 8 年。总学分：19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不少于

17 学分，必修环节（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2 学分。原则上 1学分 16 学时。

五、课程设置

课程类

别
课程代码 课 程 名 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开 课

单 位

博士学

位课

（13 学

分）

20111001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必

选

32 2 一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081001 高级学术英语 32 1 一二 外国语学院

23051001
物流工程与技术学科研

究前沿
32 2 一 物流科学与工程研究院

23051002 高等统计学 32 2 一 物流科学与工程研究院

23051003 高等运筹学 32 2 二 物流科学与工程研究院

20052008 论文写作指导 16 1 二 物流科学与工程研究院

20052056 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 16 1 一 物流科学与工程研究院

23051004 交通运输规划 必

选

1

门

32 2 一 物流科学与工程研究院

23051005 交通工程系统理论 32 2 一 物流科学与工程研究院

20051002 算法研究 32 2 二 物流科学与工程研究院

23051006 港航决策支持系统 32 2 二 物流科学与工程研究院

博 士 非

学 位 课

（ 4 学

分）

20051010 智能物流技术

必

选

2

门

32 2 二 物流科学与工程研究院

23051007 人工智能 32 2 一 物流科学与工程研究院

23051008 数据挖掘与机器学习 32 2 一 物流科学与工程研究院

20051008 博弈论 32 2 二 物流科学与工程研究院

20052020 供应链高级计划与排程 32 2 二 物流科学与工程研究院

23051009 物流装备控制 32 2 一 物流科学与工程研究院

23051010 航运网络优化 32 2 一 物流科学与工程研究院

必 修 环

节（2 学

分）

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
10

次
2

二~

六
由导师负责考核

跨 学 科

补 修 备

选课程

对有必要加强基础的学生，在导师指导下确定 2-3 门补修课程，不计学分。

补修课 1：《程序设计》推荐学习教材：

[1]刘立群,刘冰,杨亮,等.Python 语言程序设计 [M].清华大学出版社,2022.

[2]Mark Allen Weiss.数据结构与算法分析 [M].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

补修课 2：《数学建模》推荐学习教材：

[1]戴明强,宋业新.数学模型及其应用[M].科学出版社,2015.

[2]韩中庚.数学建模方法及其应用[M].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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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要

求

备注：博士学位研究生必须取得 19 个学分，并完成培养计划中必修环节要求的内容，方可申

请论文答辩。公共英语免修（不免考）相关政策见《上海海事大学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公共英语

课程教学管理规定》。

六、必修环节

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2 学分。博士生在学期间至少参加 10 次校内外学术讲座或学

术会议，其中参加学术会议不少于 2次，作学术会议或讲座报告（面向全校学生或以上规模）

不少于 2 次。由导师负责考核。

七、科研和学位论文要求

博士生应积极参与导师的科研项目，承担实质性研究任务，并在国内外高水平学术期刊

上发表学术论文，以展示其研究成果和学术能力。此外，鼓励参加研究生学科竞赛，以锻炼

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

科研成果：博士研究生在博士学位论文送审前，个人成果计分须达到入校当年的上海海

事大学授予成果要求；对拿到学校资助项目（境外访学或各类资助基金）的博士生，个人成

果以项目中要求的等级和数量为准。

学位论文：选题应与交通运输工程（物流工程与技术）专业高度相关，具有一定的创新

性和前瞻性，研究内容需具备深度与广度，研究方法科学、严谨，应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定

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论文篇幅应适中，结构清晰，逻辑严密，数据准确，结论可靠。

博士研究生申请学位论文必须通过“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TMLC2）”检测，并达

到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对学位论文的有关要求后，方可答辩。

开题报告：第三学期，由学科组织，包括资格审核等。中期考核：第四学期，由学科具

体组织。预答辩、答辩：第六学期。具体要求参照相关文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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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安全与环境工程

学科专业名称（中文）： 交通运输安全与环境工程 ；

（英文）： Transportation Safety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专业代码： 0823Z4 ； 学位授权类别： 工学

一、学科简介（300 字左右）

交通运输学科主要针对由铁路、公路、水路、航空和管道多种运输方式构成的区域或城

市交通运输体系进行研究，直接的研究对象是交通运输系统构成要素及其相互作用关系。交

通运输安全与环境工程是交通运输工程学科与安全科学与工程学科、环境科学与工程学科的

前沿交叉方向，主要为提升和保持交通运输系统的高综合品质，提供安全舒适、节能环保方

向的科学技术和高级人才。

交通运输安全与环境工程博士点隶属于上海海事大学交通运输工程一级学科，下设研究

方向包括：安全科学理论、方法与智能技术；海洋环境与海洋公共安全；火灾、爆炸、危化

品安全与应急；海事风险与应急管理；物流安全与供应链风险控制；海岸及海洋工程安全与

防灾。该学位点以“厚基础、重实践、强特色”为指导思想，对接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和“海

洋强国”战略，培养高层次工程应用与研究型人才。学位点拥有一支年富力强的师资队伍，

承担了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及青年项目、上海市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上海市科委创新重点项目及企事业单位委托项目等多项研究课题，取得了一批丰硕

的研究成果，在 Energy、Energy & Fuels、Natural Hazards、Remote Sensing、Risk Analysis、

Terrestrial Atmospheric and Oceanic Sciences、Ocean Engineering、Acta Mechanica Solida Sinica、

Applied Thermal Engineering、Particuology等 SCI期刊上发表了大量研究论文，包括 ESI高

被引论文数篇。该学位点毕业生主要在港口、航运、安全、环保、海洋等政府部门和企事业

单位，从事科学研究、技术开发、规划设计、工程管理、行政管理等相关工作。

二、培养目标（300 字左右）

1.培养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具备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热爱祖国，遵纪守法，

有较强的事业心和献身精神，具有积极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服务良好品德的优秀人才。

2.培养具有严谨的学风，实事求是和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深入了解交通运输安全与环

境工程发展趋势、动向和学术研究前沿，具有坚实而宽广的基础理论和深入系统的专业知

识，具备独立分析和研究问题的能力，善于理论联系实际，既掌握严密的逻辑思维、又具

有很强创新能力的高层次人才。

3.掌握一门或一门以上外语，其中一门必须具有听、说、读、写能力；掌握科学研究与

工程实践的一般方法，熟悉现代信息技术，具有较强的计算机应用技能。

三、主要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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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名称 主 要 研 究 内 容

安全科学理论、方法与智能技术
智慧城市应急管理平台

智慧安全监控与应急处置支持系统

海洋环境与海洋公共安全
海洋公共安全系统构建

海事安全与风险防控

火灾、爆炸、危化品安全与应急
危化品物流火灾、爆炸事故发生机理

港口危化品监测监控技术

海事风险与应急管理
海上应急管理与处置理论与方法

海上事故应急救援

物流安全与供应链风险控制
航运物流安全风险评估方法

物流安全与供应链风险控制

海岸及海洋工程安全与防灾
海岸与海洋工程桩基础安全技术

海洋工程热灾害与防护技术

四、学习年限与学分要求

学术型博士：学制 3 年，最长学习年限 8 年。总学分：19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不少于

17 学分，必修环节（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2 学分。原则上 1学分 16 学时。

五、课程设置

课程

类别
课程代码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开 课

单 位

博 士 学

位课

（13 学

分）

20111001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32 2 一 马克思主义学院

23081996 高级学术英语 16 1 一 外国语学院

20041015 交通运输安全与环境工

程研究前沿

32 2 二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42064 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 16 1 一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41016 论文写作指导（必修） 16 1 二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11029 安全与可靠性理论 32 2 一 商船学院

20062005 高等运筹学 32 2 二 交通运输学院

20041005
船海工程火灾爆炸灾害

及防治
32 2 二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博 士 非

学 位 课

（ 4 学

分）

20011036
船舶交通与安全系统模

型
32 2 二 商船学院

20061007 运输战略与规划 16 1 二 交通运输学院

20061005 决策技术 32 2 一 交通运输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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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010 研究方法论 32 2 二 交通运输学院

必 修 环

节
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 10次 2

二至

六

博士生应参加本学科

及相关学科的国际或

国内学术活动；参加学

院学科组织的学术活

动并做学术报告。由导

师负责考核。

跨 学 科

补 修 备

选课程

对有必要加强基础的学生，在导师指导下确定 2-3 门补修课程，不计学分。

补修课 1：《运筹学》

推荐学习网址：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CSU-1003512003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2-5 种）：

《运筹学（第 2 版）》 夏伟怀，符卓编著，中南大学出版社，2024 年 01 月

《运筹学 原理、工具及应用》 肖勇波编著，机械工业出版社，2021 年 01 月

补修课 2：《安全系统工程》

推荐学习网址：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SDKJDX-1465993165?from=se

archPage&outVendor=zw_mooc_pcssjg_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2-5 种）：

《安全系统工程 第 3 版》 徐志胜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21 年 08 月；

《安全系统工程》朱令起，柳晓莉，董宪伟编，冶金工业出版社，2022 年 08 月

补修课 3：《消防燃烧学》

推荐学习网址：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WJXY-1002312002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2-5 种）：

《消防燃烧学》和丽秋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21 年 08 月

《消防燃烧学基础》赵宇,唐超编，重庆大学出版社，2023 年 01 月

其 他 要

求

备注：博士学位研究生必须取得 19 个学分，并完成培养计划中必修环节要求的内容，方可申

请论文答辩。公共英语免修（不免考）相关政策见《上海海事大学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公共英语

课程教学管理规定》。

六、必修环节

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2 学分。博士生在学期间至少参加 10 次校内外学术讲座或学

术会议，其中参加学术会议不少于 2次，作学术会议或讲座报告（面向全校学生或以上规模）

不少于 2 次。由导师负责考核。

七、科研和学位论文要求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CSU-100351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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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学科专业应对研究生科研提出明确要求，包括科研内容、成果要求等，如参与科研

项目、发表论文、参加研究生学科竞赛等。学位论文要求应包含论文选题、研究深度、篇幅

等方面，要求不得低于《上海海事大学博士、硕士学位审核授予工作细则》的规定。200 字

左右）

科研要求：本学位点博士研究生在博士论文送审前，需满足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学位授

予成果的基本要求。

学位论文要求：学位论文应有一定创新，要对所研究的问题有新见解，新见解要有科学

依据。论文应贯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原则，必须立论正确，

逻辑严密，论证充分，材料详实，文字通畅，格式规范，图表精确、数据和计量单位正确。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申请学位论文必须通过“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TMLC2）”

检测，达到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对学位论文的有关要求方可答辩。

学位论文开题、中期考核、预答辩、答辩等环节要求参照相关文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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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工程

学科专业名称（中文）： 电气工程 ；（英文）： Electrical Engineering

专业代码： 0808 ； 学位授权类别： 博士

一、学科简介（300 字左右）

电气工程是现代科技领域中的核心学科与关键学科。经典电气工程指用于创造、产生电

气与电子系统的有关学科的总和，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电气工程概念开始超出这一范

畴，现代电气工程内涵在包含原有概念的基础上拓展到与电气相关的控制和信息处理的工程

行为。

本学科于 1999年获得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博士点授予权，是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2018

年获得电气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点。学科以船舶、港口与海洋为特色，聚焦该特色领域涉及的

能源动力与电气装备及其应用的智慧、绿色、安全等技术，解决特色领域涉及的电气工程的

关键科学与工程问题，研究方向集中于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机械电气系统安全工程、水下

机器人与港航电气控制等相关领域。

二、培养目标（300 字左右）

1. 培养从事船舶领域电气工程有关的系统运行、自动控制、电力电子、试验分析、研

制开发及智能化和信息化技术应用，具有良好的学风和严谨治学、独立思考和勇于

开拓的电气工程人才。

2. 培养具有理论分析与实践能力，掌握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

在船舶领域电气工程方面能从事学术研究、技术开发的科研或教学工作，并能取得

创造性成果的服务于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专业人才。

3. 培养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品德

良好，学风严谨，具有事业心和献身精神，积极为祖国现代化建设服务的专业人才。

三、主要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名称 主 要 研 究 内 容

电力电子与电力传

动

研究电力电子变流技术在船舶大功率电力传动装置变频控制性

能提升、船舶交/直流微电网电能质量改善等的技术。

机械电气系统安全

工程

研究船舶舰载装备机电系统信息融合、健康管理与安全控制、智

能化与自动化、物联网与大数据技术。

水下机器人与港航

电气控制

研究水下机器人故障诊断与容错控制技术、水下机器人电力推进

技术；船舶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船舶电力推进系统及其自动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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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习年限与学分要求

学术型博士：学制 3 年，最长学习年限 8 年。总学分：19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不少于

17 学分，必修环节（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2 学分。原则上 1学分 16 学时。

五、课程设置

课程类

别
课程代码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开 课

单 位

博 士 学

位课

（13 学

分）

20111001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32 2 一 马克思主义学院

23081996 高级学术英语 16 1 一 外国语学院

23022007 电气工程技术前沿 32 2 一二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110 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 16 1 一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05 论文写作指导（必修） 16 1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3101003 泛涵分析 48 3 一 理学院

20021001 非线性系统理论 48 3 二 理学院

博 士 非

学 位 课

（ 4 学

分）

20021004 智能控制与智能系统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0021005 电磁场理论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0021006
故障诊断与容错控制技

术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0021007
电力系统非线性建模与

控制
32 2 一 物流工程学院

23021001
现代电力电子与传动控

制专题
32 2 一 物流工程学院

23021002
可再生能源发电及先进

并网控制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3021003 固体中的电磁与弹性场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必 修 环

节
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 10次 2

跨 学 科

补 修 备

选课程

对有必要加强基础的学生，在导师指导下确定 2-3 门补修课程，不计学分。

补修课 1：《自动控制系统》推荐学习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HUST-1001531001?tid=1472007458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2-5 种）：《自动控制原理》（第 3版）,孙亮，高等教育出

版社，2011 年；《自动控制原理》，胡寿松，科学出版社，2016 年；《自动控制原理》，

程鹏，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

补修课 2：《电力拖动控制系统》推荐学习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HRBEU-1002932001?tid=1472347474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2-5 种）：《电力传动控制系统——运动控制系统》，汤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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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 年；《电力传动控制系统（上册：基础篇）》，汤天浩

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 年；《电力拖动自动控制系统——运动控制系统（第 4

版）》，阮毅、陈伯时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 年；《电力拖动自动控制系统——

运动控制系统（第 3版）》，陈伯时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年；《电力拖动控制

系统》，马志源主编，科学工业出版社，2004 年。

补修课 2：《电力电子技术》推荐学习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HIT-1002540001?tid=1450417504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2-5 种）：《电力电子技术（第 5 版）》，王兆安、刘进军主

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年；《现代电力电子技术》，林渭勋编，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其 他 要

求

备注：博士学位研究生必须取得 19 个学分，并完成培养计划中必修环节要求的内容，方可申

请论文答辩。公共英语免修（不免考）相关政策见《上海海事大学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公共英语

课程教学管理规定》。

六、必修环节

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2 学分。博士生在学期间至少参加 10 次校内外学术讲座或学

术会议，其中参加学术会议不少于 2次，作学术会议或讲座报告（面向全校学生或以上规模）

不少于 2 次。由导师负责考核。

七、科研和学位论文要求

科研要求：科研内容应紧扣电气工程的前沿领域，深入挖掘行业痛点，探索创新解决方

案。在成果方面，博士研究生应积极参与科研项目，并争取在项目中发挥关键作用；同时，

需发表高质量学术论文，展示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和应用前景；此外，鼓励参加研究生学科

竞赛，以拓宽学术视野，增强实践能力。

学位论文要求：论文选题具有前沿性和创新性，研究内容深入且系统，能够体现博士研

究生的学术素养和研究能力。论文应结构严谨、逻辑清晰、数据准确、结论可靠，符合学术

规范，能够为电气工程领域的理论发展和实际应用提供有价值的参考。同时，博士研究生还

需遵守学术道德，尊重知识产权，确保研究工作的真实性和原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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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科学与工程

学科专业名称（中文）： 管理科学与工程 ；（英文）： 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专 业 代 码： 1201 ； 学位授权类别： 管理学

一、学科简介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是泰勒“科学管理”理论的继续和发展，它以人类社会组织管理活

动的客观规律及应用为研究对象，以数学、运筹学、系统工程、电子信息技术等为研究手段，

是一门跨自然科学、工程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性交叉学科。

我校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形成于 1986年，于 1996年获硕士学位授予权，2011年获得

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点。目前本学科有博士生导师 30余名。近五年来承担了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国家 863项目、国际合作项目等多项科学研究项目，发表论文 300余篇，逐

渐在多学科交叉交通管理决策理论与方法、航运物流信息处理理论与工程技术、港口和航运

系统、集装箱供应链分析与优化、航运产业发展结构优化与战略管理、港口知识工程与智能

决策技术、海岸与海洋工程管理等领域形成了学科发展特色与优势。本学科始终坚持以服务

上海及各省市航运及物流管理与工程发展为己任，在航运管理人才培养、航运中心建设战略

研究、重大港航建设项目技术论证、港口与海洋工程研究等方面为上海及其他省市提供了积

极支持，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本学科在集疏运体系研究、物流流程优化、港航物流网络

设计与系统优化等方面积累了雄厚的基础。

二、培养目标

1、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精神，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遵纪守法，团结协作，学风严谨，有强烈的事业心和献身精神。

2、掌握本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能够独立地、创造性地从

事科学研究、教学工作或担任专业技术工作，而且具有主持较大型科研、技术开发项目，或

探索和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能力，全面了解本学科领域的发展方向，并在理论或

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成果。

3、至少掌握一门外语，能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并具有一定的写作能力和国

际学术交流能力。第二外语为选修，要求有阅读本专业外文资料的基本能力。第一外语非英

语的博士生，必须选修第二外语，且语种必须为英语。

三、主要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名称 主 要 研 究 内 容

物流科学与管理

研究分析集装箱供应链的航运、港口装卸、多式联运及物流园区的

规划与管理；港口物流仿真优化；物流信息处理与智能决策；人因

工程；航运物流信息集成与协同服务；航运物流智能信息处理；航

运物流远程监控；航运物流一体化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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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管理理论与技术

从国家战略、区域战略、产业战略的高度和角度研究航运产业的发

展涉及的一系列结构优化问题，包括航运与相关产业的结构、航运

在综合运输体系中与其他运输方式的结构、航运产业内部各组成要

素的结构等

供应链决策与优化
采用预测、决策、建模、仿真等研究手段，对集装箱供应链网络中

各节点和边的配置、调度、协同与集成进行优化研究

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

智能决策理论及其在交通运输管理中的应用；数据挖掘与智能决策

支持系统；现代信息系统供应链与物流管理信息系统；信息管理与

智能信息处理

航运管理与法律 航运政策与法律；航运纠纷解决机制；海洋环境保护政策与法律

四、学习年限与学分要求

学术型博士：学制 3 年，最长学习年限 8 年。总学分：19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不少于

17 学分，必修环节（学术活动）2 学分。原则上 1学分 16 学时。

五、课程设置（博士）

课程

类别
课程代码 课 程 名 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开 课

单 位

博 士

学 位

课

(13-1

4 学

分)

必选

(7 学

分)

20111001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32 2 一 马克思主义学院

23081996 高级学术英语 16 1 一 外国语学院

20071008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研

究前沿
32 2 一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003 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 16 1 一 经济管理学院

20071011 论文写作指导（必修） 16 1 二 经济管理学院

二选

一

23101002 随机过程 32 2 一 理学院

23101003 泛函分析 48 3 一 理学院

必选

2 门

(4 学

分)

20071007 高等运筹学 32 2 一 经济管理学院

20071009 系统管理定量方法 32 2 一 经济管理学院

20071010 港航供应链决策优化 32 2 二 经济管理学院

20031001 高级人工智能 32 2 一 信息工程学院

20051001 港航物流信息系统 32 2 二
物流科学与工程研

究院

20051002 算法研究 32 2 二
中国（上海）自贸区

供应链研究院

23091001 海商法研究前沿 32 2 二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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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 士

非 学

位 课

（3-4

学分）

模块

1

20021008 数字孪生技术 32 2 二
中国（上海）自贸区

供应链研究院

20021009 创新方法论 32 2 二
中国（上海）自贸区

供应链研究院

20021010
港航物流运营管理与优

化
32 2 一

中国（上海）自贸区

供应链研究院

20021011 绿色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16 1 二
中国（上海）自贸区

供应链研究院

20021013 物流网络设计与调度 16 1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0051003 物流系统优化与决策 16 1 二
物流科学与工程研

究院

模块

2

20071004
海运与物流产业经济研

究
32 2 二 经济管理学院

20071003 第三方物流理论与实践 16 1 二 经济管理学院

20071005 投入产出分析前沿 16 1 二 经济管理学院

模块

3

20071001 博弈论及其应用 16 1 一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109 决策理论与决策支持 16 1 一 经济管理学院

20071006 物流供应链计划与决策 32 2 二 经济管理学院

模块

4

20031002 数据挖掘与智能决策 32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1003 信息系统前沿 32 2 一 信息工程学院

20031004 智能信息处理 32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模块

5(二

选

一)

20091002 国际航运政策 32 2 二 法学院

20091003 民法研究前沿 32 2 二 法学院

必 修

环 节

(2 学

分)

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
10

次
2

二~

六

博士生在学期间至

少参加 10 次校内外

学术讲座或学术会

议，其中参加学术会

议不少于 2 次，作学

术会议或讲座报告

（面向全校学生或

以上规模）不少于 2

次。

其 他

要求

非学位课学分不足时，需在模块 1、2、3 中选择课程补足；“航运管理与法律”研究方向

的博士生，须修读足量的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课程，其文献阅读材料中与管理科学

与工程一级学科相关的文献资料不少于 1/3。

备注：博士学位研究生必须取得 19 个学分，并完成培养计划中必修环节的全部内容，方可申请论

文答辩。

学位点负责人：汪传旭 学院主管院长：於 军 分委员会主席：严 伟



26

六、科研和学位论文要求

科研要求：各一级学科可依据实际情况制定不低于学校的要求。

学位论文要求：

开题报告：第二学期末或第三学期初，由学科组织，包括资格审核等，具体要求见

相关文件；

中期考核：第三学期末，由学科具体组织；

预答辩、答辩：第六学期。具体要求见学校文件。



27

管理科学与工程（物流科学与管理）

学科专业名称（中文）： 物流科学与管理 ；（英文）： Logistics Science and Management
专业代码： 120100 ； 学位授权类别： 管理学

Program name: Logistics Science and Management
Program code: 120100; Degree Authorization Category: Management

一、学科简介（300字左右）（Program introduction）
物流科学与管理是物流工程、物流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工程管理等专业的交叉融合，

它以物流活动的客观规律及应用为研究对象，以数学、运筹学、系统工程、电子信息技术等

为研究手段，是一门跨自然科学、工程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性交叉学科。

Logistics science and management is the cross-integration of logistics engineering, logistics
management, Management science, engineering, engineering management, and other disciplines.
It takes the objective laws and applications of logistics activitie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mathematics, Operations research, systems engineering, electron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other research means. It is a comprehensive cross-discipline across natural, engineering, and social
science.

我校物流学科形成于 21世纪初，并获物流工程专业硕士学位授予权，2011年获得管理

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博士点。目前本学科有博士生导师 30余名。近五年来承担了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国家 863项目、国际合作项目等多项科学研究项目，发表论文 300余篇，逐渐在

多学科交叉交通管理决策理论与方法、航运物流信息处理理论与工程技术、港口和航运系统、

集装箱供应链分析与优化、航运产业发展结构优化与战略管理、港口知识工程与智能决策技

术、海岸与海洋工程管理等领域形成了学科发展特色与优势。本学科始终坚持以服务上海及

各省市航运及物流管理与工程发展为己任，在航运管理人才培养、航运中心建设战略研究、

重大港航建设项目技术论证、港口与海洋工程研究等方面为上海及其他省市提供了积极支持，

发挥了难以替代的作用。本学科在集疏运体系研究、物流流程优化、港航物流网络设计与系

统优化等方面积累了雄厚的基础。

The logistics discipline was formed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and was granted the
right to award a Professional degree in logistics engineering. In 2011, we won the first-level
doctoral program in 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t present, there are more than 30
doctoral supervisors in this discipline. In the past five years, he has undertaken several Research
Science Institute, such as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the National 863
Program, 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projects, and has published more than 300 papers. He has
gradually applied the theories and methods of interdisciplinary traffic management
decision-making, shipping logistics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 and engineering technology,
ports and shipping systems, container supply chain analysis and optimization, shipping industry
development structure optimization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 port knowledge engineering and
intelligent decision-making technology Coastal and marine engineering management and other
fields have formed disciplinary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This discipline has
always adhered to serving the development of shipping and logistics management and engineering
in Shanghai and other provinces and cities. It has actively supported Shanghai and other provi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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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ities in cultivating shipping management talents, strategic research on shipping center
construction, technical demonstration of major port and waterway construction projects, and
research on port and ocean engineering playing an irreplaceable role. This discipline has
accumulated a solid foundation in research on collection and distribution systems, optimization of
logistics processes, and design and system optimization of port and shipping logistics networks.

二、培养目标（Educational objectives）
1、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精神，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遵纪守法，团结协作，学风严谨，有强烈的事业心和献身精神。

2、掌握本学科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能够独立地、创造性地从

事科学研究、教学工作或担任专业技术工作，而且具有主持较大型科研、技术开发项目，或

探索和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问题的能力，全面了解本学科领域的发展方向，并在理论或

专门技术上做出创造性成果。

3、至少掌握一门外语，能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并具有一定的写作能力和国

际学术交流能力。第二外语为选修，要求有阅读本专业外文资料的基本能力。第一外语非英

语的博士生，必须选修第二外语，且语种必须为英语。

1. Master the spirit of Marxism Leninism, Maoism, Deng Xiaoping Theory, and “the Three

Represents,” adhere to the Four Cardinal Principles, have a good moral quality, abide by

discipline and law, unite and cooperate, have a rigorous style of study, and have a strong

dedication and dedication.

2. Master the solid and broad fundamental theories and systematic specialized knowledge of
this discipline, be able to independently and creatively engage in scientific research, teaching
work, or undertake professional technical work, and have the ability to lead large-scale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projects, or explore and solve China's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problems, comprehensively understand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is
discipline field, and make creative achievements in theory or specialized technology.

3. Master at least one foreign language, read foreign language materials of this major
proficiently, and possess confident writing and international academic communication skills. The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is an elective course and requires the essential ability to read foreign
language materials of the major. Ph.D. students whose first foreign language is not English must
take a second foreign language, and the language must be English.

三、主要研究方向（Research directions）
研究方向名称 主 要 研 究 内 容

物流科学与管理

Logistics Science

and Management

研究分析集装箱供应链的航运、港口装卸、多式联运及物流园区的规

划与管理、港口物流仿真优化、物流信息处理与智能决策、人因工程、

航运物流信息集成与协同服务、航运物流智能信息处理、航运物流远

程监控、航运物流一体化集成。

Research and analyze the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of shipping, port
loading and unloading, multimodal transportation, and logistics parks in



29

the container supply chain, optimization of port logistics simulation,
logistics information processing and intelligent decision-making, human
factors engineering, integration and collaborative services of shipping
logistics information, intelligent information processing of shipping
logistics, remote monitoring of shipping logistics, and integration of
shipping logistics.

四、学习年限与学分要求

学术型博士：学制 3年，最长学习年限 8年。总学分：19学分，其中课程学分不少于

17学分，必修环节（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2学分。原则上 1学分 16学时。

Academic Ph.D.: Three years of study duration, with a maximum of 8 years. Total credits:
19 credits, including no less than 17 credits for courses and 2 credits for compulsory courses
(academic activities). In principle, one credit demands 16 class hours.

五、课程设置（Curriculum）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开 课

单 位

博 士 学 位

课 （ 13 学

分）Degree
courses(13
credits)

DOCTF100
4

汉语（Chinese）
64 2 I

MASTF101
3

中国概况 32 2 I

20051014
数理统计(Mathematical

Statistics)
32 2 II

物流科学与工程

研究院

20051015
物流前沿专题选讲

(Logistics Frontier
Topics)

32 2 I
物流科学与工程

研究院

20051020
论文写作指导(Thesis

Writing Guide)
32 2 II

物流科学与工程

研究院

20051004
现代管理学(Modern

Management)
32 2 I

物流科学与工程

研究院

20052056
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

(Scientific and Academic
norms)

16 1 I
物流科学与工程

研究院

博 士 非 学

位课（4 学

分）

Non degree
courses(4
credits)

20052020

供应链高级计划与排程

(Supply Chain Advanced
Planning and
Scheduling)

32 2 II
物流科学与工程

研究院

20051016
数 学 规 划 与 算 法

(Mathematical modeling
and algorithm)

32 2 II
物流科学与工程

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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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 修 环 节

Compulsory
Course

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 10次 2

跨 学 科 补

修 备 选 课

程

对有必要加强基础的学生，在导师指导下确定 2-3 门补修课程，不计学分。

补修课 1：《运筹学》(Operation research)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Textbooks and Major Reference Materials）：
1. Operations Research: An Introduction, by HAMDYATAHA, PEARSON
INDIA;
2. Operations Research: Introduction To Models And Methods, by Richard
Johannes Boucherie (Author), Henk Tijms (Author), Aleida Braaksma (Author),
World Scientific (October 26, 2021)

补修课 2：《供应链管理》（Supply Chain Management）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Textbooks and Major Reference Materials）：
1.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Strategy, Planning, and Operation，by Sunil
Chopra， Pearson
2. Supply Chain Transformation: Building and Executing an Integrated Supply
Chain Strategy，by J. Paul Dittmann，McGraw Hill

其他要求

备注：博士学位研究生必须取得 19个学分，并完成培养计划中必修环节要求的内容，方可申

请论文答辩。公共英语免修（不免考）相关政策见《上海海事大学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公共英

语课程教学管理规定》。

六、必修环节(Compulsory Course)
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2 学分。博士生在学期间至少参加 10次校内外学术讲座或学

术会议，其中参加学术会议不少于 2次，作学术会议或讲座报告（面向全校学生或以上规模）

不少于 2次。由导师负责考核。

Academic Activities and Special Seminars: 2 credits. Doctoral students are required to attend
at least 10 academic lectures or conferences both on and off campus during their academic term,
including participation in academic conferences no fewer than 2 times and delivering academic
presentations or lectures (targeting all students or a larger audience) no fewer than 2 times.
Assessment will be conducted by the supervisor.

七、科研和学位论文要求（Requirements for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hesis）
1. 科研要求：

物流科学与管理留学生申请进入论文答辩环节时，个人成果计分须达到要求以当年入校

的上海海事大学授予成果要求为准。

Research requirements:
When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 logistics science and management apply to enter the thesis

defense stage, their personal achievement scores must meet the requirements and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achievement requirements awarded by Shanghai Maritime University in the year they
entered the school.

2. 学位论文要求：

学位论文工作的主要目的是培养留学生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精神和从事科学研究或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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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使研究生的综合业务素质在科学研究或工程实际训练中得到全面提

高。

学位论文选题应具备一定的工程背景，选用恰当的理论、方法和工具，并收集、整理和

分析真实数据；学位论文研究解决的工程管理问题应具有一定的难度、深度和先进性，具有

足够的工作量；学位论文的论点表述应准确精炼，论据充分，论证研究过程严谨、逻辑性强；

论文写作符合学位论文规范。

硕士研究生申请学位论文必须通过“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TMLC2）”检测，

且达到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对学位论文的有关要求后，方可答辩。未尽事宜以《上海海事大学

博士、硕士学位审核授予工作细则》的规定为准。

开题报告：第三学期，由学科组织，包括资格审核等，具体要求见相关文件。

中期考核：第四学期，由学科具体组织。

预答辩、答辩：第六学期。具体要求见学校文件。

Requirements for Thesis:
The main purpose of thesis work is to cultivate international students' independent thinking,

innovative spirit and ability to engage in scientific research or undertake specialized technical
work, so that the comprehensive professional quality of graduate students can be comprehensively
improved in scientific research or engineering practical training.

Thesis topic selection should have a certain engineering background, select appropriate
theories, methods and tools, and collect, organize and analyze real data; the engineering
management issues solved by the dissertation research should have a certain degree of difficulty,
depth and advanced nature, and have sufficient workload; thesis statement should be accurate and
concise, with sufficient evidence, and the argumentation and research process should be rigorous
and logical; thesis writing should comply with thesis specifications.

Master's students applying for a dissertation must pass the "Dissertation Academic
Misconduct Detection System (TMLC2)" test and meet the relevant requirements of the school's
degree evaluation committee for dissertations before they can defend themselves. For unfinished
matters, the provisions of the "Shanghai Maritime University Doctoral and Master's Degree
Examination and Awarding Work Rules" shall prevail.

Proposal report: In the third semester, it is organized by the discipline, including qualification
review, etc. See relevant documents for specific requirements.

Mid-term assessment: the fourth semester, organized by the subject.
Pre-defense and defense: sixth semester. Please see school documents for specific

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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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与海洋工程

学科专业名称（中文）：船舶与海洋工程 ；（英文）：Naval architecture and ocean engineering

专 业 代 码： 0824 ； 学位授权类别： 工学博士

一、学科简介（300 字左右）

本学科 2006年获轮机工程博士学位授予权，2012年获得上海市“船舶节能减排博士生

创新人才培养平台”，2018年获船舶与海洋工程博士学位授予权，为上海市“高原学科”建

设学科。本学科包含轮机工程、船舶与海洋结构物设计制造和船舶与海洋工程材料 3个二级

学科，现为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是上海市一流学科建设点，在船舶动力装置与系统、轮机

系统仿真及控制、船机修造、船舶冷藏运输、船舶新能源及应用、船舶与海洋材料、船舶结

构健康监测、船舶水动力与性能、船舶海洋结构物腐蚀/污损与防护等多个方面具有较强的

学科优势。本学科现有专任教师百余人，其中博士生导师 24人，本学科研究方向、目标明

确，学科梯队稳定，已为国内外航运业和造船业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为中国航运和造船事

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二、培养目标（300 字左右）

1． 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纪守法，维护国家和民族整体利益；有投身

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信念，有服务于为人民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意识，有献身于科学研

究和促进行业发展的决心；具备实事求是、踏实钻研、开拓创新、爱岗敬业的工作作风；

2． 具备船舶与海洋工程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掌握本学科的现

状、发展方向和国内外前沿发展动态；掌握本学科前沿的实验技术和方法，具有较强的实验

动手能力和数据分析能力；具有较好的学术交流能力，至少掌握一门外国语；具备独立从事

本学科科学研究的能力或具备解决本学科重要工程技术问题的能力；

3．具有健康的体格和良好的心理素质，能主动适应社会的需求。

三、主要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名称 主 要 研 究 内 容

船舶与海洋结构物设

计制造

船舶结构健康监测

船舶水动力与性能

水波动力学理论与应用

智能船舶与无人船技术

船舶环境荷载与结构优化

船舶建造理论与工艺方法

船舶动力装置与系统

船舶燃料及新能源利用

船舶燃气轮机设计及性能优化

船舶振动及噪声控制

燃烧反应动力学与排放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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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机自动化

船舶智能运维与能效管理

船舶制冷装置自动控制

船舶蓄能技术

船舶冷藏及冷藏运输

船机修造与安全

现代轮机管理工程

船机维修与再制造技术

材料表面工程

重防腐涂料开发及应用

海洋环境保护

船舶与海洋工程材料

船舶与海洋结构物失效分析及防护技术

海洋环境材料

船舶特种功能材料

新型海工材料

四、学习年限与学分要求

学术型博士：学制 3 年，最长学习年限 8 年。总学分：19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不少于

17 学分，必修环节（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2 学分。原则上 1学分 16 学时。

五、课程设置（博士）

课程

类别
课程代码 课 程 名 称

学

时

学

分

开

课

学

期

开 课

单 位

博 士

学 位

课

（13

学分）

20111001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必修）
32 2 一 马克思主义学院

23081996 高级学术英语（必修） 16 1 一 外国语学院

23101001 现代数学（必修） 48 3 一 理学院

20012098
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必

修）
16 1 一 商船学院

23012009
学术论文写作方法与规范

（必修）
16 1 二 商船学院

20011027

船舶与海洋结构物

设计制造学科研究

前沿 三

选

一

32 2 二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11023
轮机工程学科研究

前沿
32 2 二 商船学院

20011020
海洋材料学科研究

前沿
32 2 二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11025
现代燃气轮机技术

与总能系统

五

选

二

32 2 一 商船学院

20011026 船舶清洁能源技术 32 2 一 商船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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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1022 水波动力学理论 32 2 一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11028
海洋材料失效与防

护
32 2 一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11024
海洋材料及船机修

造技术（双语）
32 2 一 商船学院

博 士

非 学

位 课

（4 学

分）

20011014 海洋环境保护 32 2 二 商船学院

20011011 现代控制理论 32 2 二 商船学院

20011017 现代船舶推进装置（双语） 32 2 一 商船学院

20011005 热力学专论 32 2 二 商船学院

20011018 内燃机燃烧理论 32 2 二 商船学院

20011009 船舶机械状态监测与诊断 32 2 二 商船学院

20011007 传热学专论 32 2 二 商船学院

20011006 动力装置减振降噪 32 2 二 商船学院

20011001 船舶能效管理 32 2 二 商船学院

20011010 工程测试与信号分析 32 2 二 商船学院

20011004 智能控制基础（双语） 32 2 一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11012 海洋材料研究方法 32 2 二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11003 高性能复合材料学 32 2 一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11008 电化学及其应用 32 2 二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11019 海洋工程材料表面防护 32 2 二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11002 海洋环境材料及应用技术 32 2 二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必 修

环节

（2 学

分）

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
10

次
2

二~

六

博士生在学期间至少参

加 10 次校内外学术讲

座或学术会议，其中参

加学术会议不少于 2

次，作学术会议或讲座

报告不少于 2 次。由导

师负责考核。

其 他

要求

对有必要加强基础的学生，在导师指导下确定 2-4 门补修课程，不计学分。补修

课 1:《船舶动力装置》推荐学习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DLMU-1449923200?from=searchPage&outVendor
=zw_mooc_pcssjg_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 王忠诚,刘晓宇,马义平主编,《船舶动力装置》，上海交通

大学出版社，2020 年 2 月.

补修课 2:《船舶辅机工程》推荐学习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WHUT-1206448823?from=searchPage&outVendor
=zw_mooc_pcssjg_
补修课 3:《水波动力学理论》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梅强中编著,《水波动力学》,北京:科学出版社.

补修课 4:《海洋材料及船机修造技术》（双语）推荐学习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NJIT-1449973193?from=searchPage&outV

endor=zw_mooc_pcssjg_

推荐自学海洋工程材料、表面工程技术、船机维护与修理这 3 门课.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WHUT-1206448823?from=searchPage&outVendor=zw_mooc_pcssjg_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WHUT-1206448823?from=searchPage&outVendor=zw_mooc_pcssjg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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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博士学位研究生必须取得 19 个学分，并完成培养计划中必修环节的全部内容，方可

申请论文答辩。

学位点负责人： 学院主管院长： 分委员会主席：

六、科研和学位论文要求

科研要求：满足学校研究生院发布的相关毕业成果要求。

学位论文要求：

开题报告：第二学期末或第三学期初，由学位点组织，包括资格审核等；

中期考核：第三学期末或第四学期初，由学位点具体组织；

预答辩、答辩：第六学期，由学位点具体组织；

开题报告、中期考核、预答辩和答辩，统一按学校研究生院管理文件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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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马克思主义理论

学科专业名称（中文）：马克思主义理论；（英文）：Marxist Theory

专业代码：0305 ；学位授权类别：法学

一、学科简介

上海海事大学是一所以航运、物流、海洋为特色，具有工学、管理学、经济学、法学、

文学、理学和艺术学等学科门类的多科性大学，致力于培养国家航运业所需要的各级各类专

门人才，迄今已逾百十年办学历程。上海海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系上海市示范马克思主义

学院建设单位，2006年获批思想政治教育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2021年获批马克思主

义理论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设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思想

政治教育、党的建设等研究方向。本学科点拥有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研究中心上海海事大学研究基地等科研平台。本学科点拥有一支年龄学历结构合理、教学水

平高、科研能力强的师资队伍。教师的学科背景涵盖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主要方向及相

关学科领域。近年来，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 2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等

7项；教育部、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项目等项目 50余项，取得了一批有一定影响力的成果。

学科成员中有教授 7人，副教授 15人。其中，国家级高层次人才 1 人，中央马克思主义理

论研究与建设工程专家 1 人，上海市“阳光学者”7人，20余人次在全国和上海市高校思

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比赛中获奖。

二、培养目标

立德树人，培养学生积极学习党的创新理论，认真掌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观察和分析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重大理论

和现实问题，坚定在党的领导下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念和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培

养学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能够从事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的管理、宣传、教学、科

研等实际工作。具体要求如下：

1.引导学生认真学习党的创新理论成果，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化马克思主

义基本理论，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不断提升学生的马克思主义

理论水平。

2.培养学生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能力，积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分

析和解决实际问题；培养学生服务国家、社会和人民的本领，增强学生爱国、爱党和爱社会

主义意识，提升学生关注现实、关注社会、关注人类社会发展的能力。

3.培养坚定学生的共产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提高学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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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理论成果的认识水平，引导学生深刻领会“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

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做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三、研究方向

序

号

研究方向名

称
主 要 研 究 内 容 研究生导师

1
马克思主义

基本原理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理论体系研究；马克思

世界历史和世界市场理论；马克思主义海洋强

国基本理论。

张峰 刘美平 冉光芬 韦镇

坤 尹兴

2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基础理论；中国革

命、建设和改革的重大问题；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国共产党海洋强国、

航运强国理论与实践。

董金明 魏青松 谢茜

王伯承 欧瑞

3
思想政治教

育

思想政治教育基础理论；思政课教学改革创新

重大问题；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海洋意识与航

运文化。

赵睿 刘白明 杨鸣

李秀芳 李勇

四、学习年限与学分要求

学术型硕士：学制 3 年，最长学习年限 5 年。总学分：35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不少于

30 学分，必修环节（实践和学术活动）5 学分。原则上 1学分 16 学时。

五、课程设置

课程类

别
课程代码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课

单位

公 共 学

位课（5

学分）

2011203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与实践
32 2 一二 马克思主义学院

2311200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

方法论
16 1 一 马克思主义学院

23112023 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 16 1 一 各学院

23082998 英语

（2选1）

学术英语 16 1
一二 外国语学院

23082997 综合英语 16 1

基 础 学

位课

（ 10 学

分）

23112002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导

读
32 2 一 马克思主义学院

23112022 马克思主义发展史 32 2 一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12010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专题
32 2 二 马克思主义学院

23112020

思想政治教育原理和方

法论（含思政课教学方法

论）

32 2 一 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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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12021
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教

育史
32 2 一

专 业 学

位课

（ 10 学

分）

原理方向

必选

《资本论》精读

课程号：23112003
32 2 二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专

题研究

课程号：23112004

48 3 二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 国 化 方

向必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原著

精读

课程号：23112005

32 2 一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史论

专 题 研 究 课 程 号 ：

23112006

48 3 一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政方向

必选

思想政治教育原著精读

课程号：23112007
32 2 二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前沿问题

研究

课程号：20112009

48 3 二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12011
国外马克思主义专题研

究
32 2 二 马克思主义学院

23112008 中国近现史基本问题 32 2 二 马克思主义学院

23112009 论文写作指导（必修） 16 1 二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专 业 选

修课

（ 5 学

分）

特色类

（ 选 3 学

分）

海洋强国理论与实践课

程号：23112010
16 1 三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国航海史专题课程号：

23112011
16 1 三 商船学院

交通运输学专题课程号：

23112012
16 1 三 交通运输学院

国际法（海洋法）专题

课程号：23112013
16 1 三 法学院

“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

课程号：20112014
32 2 三

马克思主义学院

海洋文化与海洋意识教

育

课程号：20112015

32 2 三
马克思主义学院

拓展类

（ 选 2 学

分）

马克思主义哲学

课程号：23112014
32 2 三

马克思主义学院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课程号：23112015
32 2 三

马克思主义学院

政治学

课程号：23112016
32 2 三

马克思主义学院

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课

程号：23112017
32 2 三

马克思主义学院



40

党建与思想政治教育工

作概论（海事）课程号：

23112018

32 2 三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专题

课程号：23112019
32 2 三 马克思主义学院

新闻传播学概论课程号：

20112013
32 2 三 马克思主义学院

西方思想名著选读课程

号：20112016
32 2 三 马克思主义学院

必 修 环

节（2 学

分）

学术活动与专题讨论会
至少

6次
2

跨 学 科

补 修 备

选课程

对有必要加强基础的学生，在导师指导下补修以下课程，不计学分。

补修课 1：《中国近现代史》

教材：

本书编写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3.

主要参考资料：

1. 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M].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

2. 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M].人民出版社.1981.

3. 欧阳凇.中国近现代史纲要[M].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1.

4. 本书编写组. 中国共产党简史[M].中共党史人民出版社.2021.

补修课 2：《马克思主义哲学》

教材：《马克思主义哲学》编写组.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二版）[M].高等教育出

版社、人民出版社.2021.

主要参考资料：

1.袁贵仁、李景源、丰子义.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二版）[M].人民教育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2.陈先达.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必修课[M].人民日报出版社.2019.

3.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马克思主义哲学十讲[M].学习出版社.2013.

补修课 3：《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教材：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编写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概论（第二版）

[M].人民出版社.2021.

主要参考资料：

1.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M].人民出版社.2018 年.

2.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论述摘编[M].中央文

献出版社.2017.

3.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M].中央文献出

版社.2021.

其 他 要

求

备注：公共英语免修（不免考）相关政策见《上海海事大学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公共英语课程教

学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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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必修环节

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2学分。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至少需参加 6 次校内外学术讲座

或学术会议。由导师负责考核。

七、科研和学位论文要求

科研要求

研究生须积极参加学院各类科研项目或者参与导师的科研项目，提升学术能力，积极参

加校内外学术会议、研究生学科竞赛等活动，发表学术论文；在答辩前（指在学期间），研

究成果需达到《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学位授予成果要求》（沪海大研〔2023〕225 号）。

学位论文要求

学位论文要求按学校和本学科的相关要求。时间安排：

开题报告：第三学期初，由本学科组织，包括资格审核等，具体要求见相关文件。

中期考核：第三学期末，由本学科具体组织。

中期答辩：一般第五学期。

答辩：第六学期。

学位论文正文部分写作字数不少于 3 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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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学

学科专业名称（中文）： 法学 （英文）： Law

专 业 代 码： 030101 学位授权类别： 法学硕士学位

一、学科简介（300 字左右）

上海海事大学 1979年开始招收国际经济法硕士研究生，1981年设立国际经济法（海商

法）专业硕士点，为全国首批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有权授予法学硕士学位的高校。2005

年“国际法学（海商法）”被确定为“上海市重点建设学科”和“上海市教育高地项目”。2011

年获批法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2022年入选上海市首批高校涉外法治人才教育培养

基地，2023年入选教育部涉外法治人才协同培养创新基地（培育）名单。六十余年来，上

海海事大学法学学科的教学和研究始终保持鲜明的法学、航运、外语多学科融合特色，海商

法教学与研究居于国内领先地位，具有完备的涉海法学研究和人才培养体系，为相关行业输

送了大量有专业特色的法治人才。学科师资力量雄厚，梯队结构合理。截止 2024年 5月，

共有硕士生导师 55人，其中教授 15人。

二、培养目标（300 字左右）

因应海洋强国战略、交通强国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适应国际航运、海洋、经贸、

物流等领域以及行政管理、司法和法律服务对于高层次法律人才的需要，并符合上海“五个

中心”和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的建设目标，坚持法学专业知识学习与法律实务技

能训练有机结合的原则，以培养具有爱国主义精神和高度社会责任感、良好的科研道德和辩

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勇于创新的工作作风，具有一定法律实务技能

之学术型人才与具有较高理论素养之应用型人才为基本目标，使学生成为具有从事法学理论

研究和解决法律实务问题的能力，具备良好的法律职业道德和心理素质，对国家忠诚、对业

务专精的高层次法学专门人才。

三、主要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名称 主 要 研 究 内 容

国际法学 海商法；国际公法（海洋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

民商法学 民法；商法；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经济法学 经济法；公司法；金融法；证券法；知识产权法

诉讼法学 民事诉讼法；海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刑事诉讼法；仲裁法

刑法学 国际刑法与海上犯罪；中国刑法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海洋环境保护法；污染防治法；自然资源保护法

宪法学与行政诉讼法学 宪法；行政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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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习年限与学分要求

学制 3年，最长学习年限 5年。总学分：30学分，其中课程 28学分，必修环节（学术

活动）2学分。原则上 1学分 16学时。

五、课程设置

（一）国际法学

国际法学专业根据本科生的不同生源设置两个方向不同内容的课程。方向 A为本科毕

业于上海海事大学、大连海事大学、集美大学，并且本科方向为海商法的学生；方向 B为

其他生源，根据本科是否法学专业进一步分为两个班级。

1. 方向 A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 课

单 位

公共学位课

（5学分）

2011203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2 2 一二 马克思主义学院

2311200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

方法论
16 1 一 马克思主义学院

23092016 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 16 1 一 法学院

23082998 英语

（2选1）

学术英语 16 1
一二 外国语学院

23082997 综合英语 16 1

基础学位课

（7学分）

24092001 海洋法 32 2 一 法学院

20092004 国际货物买卖法 16 1 一 法学院

20092005 海商法要论 32 2 一 法学院

23092001 海商法学研究前沿 32 2 二 法学院

专业学位课

（6学分）

20092007 论文写作指导 16 1 二 法学院

20092008 比较海商法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009 海商法案例分析 32 2 二 法学院

24092002 国际货物多式联运法 16 1 二 法学院

专业选修课

（10学分）

20092011 航海概论 32 2 一 商船学院

23092002 英国合同法 32 2 一 法学院

23092003 外国海商法 16 1 一 法学院

20092015 海事诉讼法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021 海关与自贸区法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012 船员法 16 1 二 法学院

23092004 国际商事仲裁法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019 海事国际私法 16 1 二 法学院

20092014 海洋环境保护法 32 2 二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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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011027 船舶融资法律与实务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013 船舶建造与买卖法 32 2 三 法学院

20092020 邮轮旅游法 16 1 三 法学院

24092006 人工智能法 16 1 三 法学院

必修环节

（2学分）
学术活动与专题讨论会 6次 2

备注：公共英语免修（不免考）相关政策见《上海海事大学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公共英语课程教

学管理规定》。

学位点负责人：胡正良 学院主管院长：殷 骏 分委员会主席：胡正良

2. 方向 B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 课

单 位

公共学位课

（5学分）

2011203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2 2 一二 马克思主义学院

2311200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

方法论
16 1 一 马克思主义学院

23092016 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 16 1 一 法学院

23082998 英语

（2选1）

学术英语 16 1
一二 外国语学院

23082997 综合英语 16 1

基础学位课

（7学分）

24092001 海洋法 32 2 一 法学院

20092004 国际货物买卖法 16 1 一 法学院

20092027 海商法导论 16 1 一 法学院

23092001 海商法学研究前沿 32 2 二 法学院

专业学位课

（10学分）

20092023 海上货物运输法 48 3 一 法学院

20092007 论文写作指导 16 1 二 法学院

20092024 海事法 48 3 二 法学院

20092025 海上保险法 48 3 二 法学院

专业选修课

（6学分）

20092011 航海概论 32 2 一 商船学院

23092002 英国合同法 32 2 一 法学院

23092003 外国海商法 16 1 一 法学院

24092002 国际货物多式联运法 16 1 二 法学院

20092016 海事诉讼法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021 海关与自贸区法 32 2 二 法学院

23092004 国际商事仲裁法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012 船员法 16 1 二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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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14 海洋环境保护法 32 2 二 法学院

03011027 船舶融资法律与实务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019 海事国际私法 16 1 二 法学院

20092013 船舶建造与买卖法 32 2 三 法学院

20092020 邮轮旅游法 16 1 三 法学院

24092006 人工智能法 16 1 三 法学院

必修环节

（2学分）
学术活动与专题讨论会 6次 2 法学院

跨学科补修

备选课程

对有必要加强基础的学生，在导师指导下确定 2-3 门补修课程，不计学分。

补修课 1：法理学

教材：雷磊：《法理学》（第二版），中国政法大学 2021年版。

补修课 2：民法

教材：杨代雄：《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 2022年版；刘家安：《民法物权》，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23年版；韩世远：《合同法学》，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2

年版；程啸：《侵权责任法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0年版。

备注：公共英语免修（不免考）相关政策见《上海海事大学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公共英语课程教

学管理规定》。

学位点负责人：胡正良 学院主管院长：殷 骏 分委员会主席：胡正良

（二）民商法学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 课

单 位

公共学位课

（5学分）

2011203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2 2 一二 马克思主义学院

2311200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

方法论
16 1 一 马克思主义学院

23092016 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 16 1 一 法学院

23082998 英语

（2选1）

学术英语 16 1
一二 外国语学院

23082997 综合英语 16 1

基础学位课

（8学分）

20092002 民法总论 32 2 一 法学院

20092051 合同法 48 3 一 法学院

20092052 物权法 48 3 一 法学院

专业学位课

（7学分）

20092007 论文写作指导 16 1 二 法学院

20092029 侵权责任法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044 公司法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124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 32 2 二 法学院



46

专业选修课

（8学分）

20092004 国际货物买卖法 16 1 一 法学院

23092002 英国合同法 32 2 一 法学院

20092122 知识产权法 32 2 一 法学院

20092054 票据法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113 民事诉讼法 32 2 一 法学院

23092004 国际商事仲裁法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081 经济法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099 证券法 32 2 二 法学院

23092007 财产法研究专题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120 国际经济法学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121 国际私法 32 2 三 法学院

20092042 海商法 32 2 三 法学院

24092006 人工智能法 16 1 三 法学院

必修环节

（2学分）
学术活动与专题讨论会 6次 2 法学院

跨学科补修

备选课程

对有必要加强基础的学生，在导师指导下确定 2-3 门补修课程，不计学分。

补修课：法理学

教材：雷磊：《法理学》（第二版），中国政法大学 2021年版。

备注：公共英语免修（不免考）相关政策见《上海海事大学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公共英语课程教

学管理规定》。

学位点负责人：胡正良 学院主管院长：殷 骏 分委员会主席：胡正良

（三）经济法学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 课

单 位

公共学位课

（5学分）

2011203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2 2 一二 马克思主义学院

2311200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

方法论
16 1 一 马克思主义学院

23092016 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 16 1 一 法学院

23082998 英语

（2选1）

学术英语 16 1
一二 外国语学院

23082997 综合英语 16 1

基础学位课

（8学分）

20092043 经济法总论 48 3 一 法学院

20092002 民法总论 32 2 一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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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108 法理学 32 2 一 法学院

20092115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32 2 二 法学院

专业学位课

（9学分）

20092122 知识产权法 32 2 一 法学院

20092007 论文写作指导 16 1 二 法学院

20092044 公司法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045 金融法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099 证券法 32 2 二 法学院

专业选修课

（5学分）

20092113 民事诉讼法 32 2 一 法学院

20092094 物权法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048 合同法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029 侵权责任法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021 海关与自贸区法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120 国际经济法学 32 2 三 法学院

24092004 国际公法 32 2 三 法学院

20092121 国际私法 32 2 三 法学院

20092042 海商法 32 2 三 法学院

必修环节

（2学分）
学术活动与专题讨论会 6次 2 法学院

跨学科补修

备选课程

对有必要加强基础的学生，在导师指导下确定 2-3 门补修课程，不计学分。

备注：公共英语免修（不免考）相关政策见《上海海事大学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公共英语课程教

学管理规定》。

学位点负责人：胡正良 学院主管院长：殷 骏 分委员会主席：胡正良

（四）诉讼法学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 课

单 位

公共学位课

（5学分）

2011203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2 2 一二 马克思主义学院

2311200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

方法论
16 1 一 马克思主义学院

23092016 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 16 1 一 法学院

23082998 英语

（2选1）

学术英语 16 1
一二 外国语学院

23082997 综合英语 16 1

基础学位课 20092113 民事诉讼法 32 2 一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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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学分） 20092114 刑事诉讼法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016 海事诉讼法 32 2 二 法学院

专业学位课

（7学分）

20092007 论文写作指导 16 1 二 法学院

20092115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32 2 二 法学院

23092004 国际商事仲裁法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126 证据法 32 2 二 法学院

专业选修课

（10学分）

20092108 法理学 32 2 一 法学院

20092002 民法总论 32 2 一 法学院

20092094 物权法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048 合同法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029 侵权责任法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081 经济法 32 2 二 法学院

24092004 国际公法 32 2 三 法学院

20092120 国际经济法学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121 国际私法 32 2 三 法学院

20092042 海商法 32 2 三 法学院

必修环节

（2学分）
学术活动与专题讨论会 6次 2 法学院

跨学科补修

备选课程
对有必要加强基础的学生，在导师指导下确定 2-3 门补修课程，不计学分。

备注：公共英语免修（不免考）相关政策见《上海海事大学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公共英语课程教

学管理规定》。

学位点负责人：胡正良 学院主管院长：殷 骏 分委员会主席：胡正良

（五）刑法学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 课

单 位

公共学位课

（5学分）

2011203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2 2 一二 马克思主义学院

2311200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

方法论
16 1 一 马克思主义学院

23092016 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 16 1 一 法学院

23082998 英语

（2选1）

学术英语 16 1
一二 外国语学院

23082997 综合英语 16 1

基础学位课 20092112 刑法 64 4 一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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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学分） 23092010 刑法学研究前沿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114 刑事诉讼法 32 2 二 法学院

专业学位课

（6学分）

20092007 论文写作指导 16 1 二 法学院

20092108 法理学 32 2 一 法学院

20092126 证据法 32 2 二 法学院

24092003 案例刑法学 16 1 二 法学院

专业选修课

（8学分）

20092002 民法总论 32 2 一 法学院

20092122 知识产权法 32 2 一 法学院

20092094 物权法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048 合同法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029 侵权责任法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099 证券法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081 经济法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021 海关与自贸区法 32 2 二 法学院

24092004 国际公法 32 2 三 法学院

20092069 国际刑法与海上犯罪 16 1 三 法学院

20092042 海商法 32 2 三 法学院

必修环节

（2学分）
学术活动与专题讨论会 6次 2 法学院

跨学科补修

备选课程
对有必要加强基础的学生，在导师指导下确定 2-3 门补修课程，不计学分。

备注：按照入学时英语成绩，把有关研究生分成 A、B两类，A类免修不免考。具体分类方法

和确定名单由培养办公布。

学位点负责人：胡正良 学院主管院长：殷 骏 分委员会主席：胡正良

（六）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 课

单 位

公共学位课

（5学分）

2011203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2 2 一二 马克思主义学院

2311200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

方法论
16 1 一 马克思主义学院

23092016 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 16 1 一 法学院

23092998 英语

（2选1）

学术英语 16 1
一二 外国语学院

23092997 综合英语 1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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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学位课

（8学分）

23092011 环境法学研究前沿 32 2 一 法学院

20092123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32 2 一 法学院

20092029 侵权责任法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115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 32 2 二 法学院

专业学位课

（8学分）

24092001 海洋法 32 2 一 法学院

20092033 比较环境法 48 3 一 法学院

20092007 论文写作指导 16 1 二 法学院

20092014 海洋环境保护法 32 2 二 法学院

专业选修课

（7学分）

20092002 民法总论 32 2 一 法学院

20092108 法理学 32 2 一 法学院

20092094 物权法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113 民事诉讼法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081 经济法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040 国际环境法 32 2 二 法学院

24092004 国际公法 32 2 三 法学院

20092121 国际私法 32 2 三 法学院

20092120 国际经济法学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042 海商法 32 2 三 法学院

必修环节

（2学分）
学术活动与专题讨论会 6次 2 法学院

跨学科补修

备选课程
对有必要加强基础的学生，在导师指导下确定 2-3 门补修课程，不计学分。

备注：公共英语免修（不免考）相关政策见《上海海事大学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公共英语课程教

学管理规定》。

学位点负责人：胡正良 学院主管院长：殷 骏 分委员会主席：胡正良

（七）宪法与行政法学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 课

单 位

公共学位课

（5学分）

2011203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2 2 一二 马克思主义学院

2311200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

方法论
16 1 一 马克思主义学院

23092016 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 16 1 一 法学院

23082998 英语 学术英语 16 1 一二 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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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选1）23082997 综合英语 16 1

基础学位课

（7学分）

20092110 宪法学原理 32 2 一 法学院

22092003 比较宪法专题 16 1 二 法学院

22092002 行政法学原理 32 2 二 法学院

23092012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研究

前沿
32 2 二 法学院

专业学位课

（9学分）

22092006
大数据、人工智能与政府

规制专题
32 2 一 法学院

20092007 论文写作指导 16 1 二 法学院

22092005 人权法专题 16 1 二 法学院

22092004 海事行政法专题 32 2 二 法学院

22092008 行政救济专题 16 1 二 法学院

22092007 立法学专题 32 2 二 法学院

专业选修课

（7学分）

20092108 法理学 32 2 一 法学院

20092002 民法总论 32 2 一 法学院

22092009 行政诉讼法 32 2 二 法学院

22092011 宪法案例专题 16 1 二 法学院

20092012 船员法 16 1 二 法学院

20092014 海洋环境保护法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015 海事诉讼法 32 2 二 法学院

24092004 国际公法 32 2 三 法学院

22092012 海上案件查处案例分析 32 2 三 法学院

22092010 生命法专题 16 1 三 法学院

必修环节

（2学分）
学术活动与专题讨论会 6次 2 法学院

跨学科补修

备选课程
对有必要加强基础的学生，在导师指导下确定 2-3 门补修课程，不计学分。

备注：按照入学时英语成绩，把有关研究生分成 A、B两类，A类免修不免考。具体分类方法

和确定名单由培养办公布。

六、必修环节

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2学分。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至少需参加 6 次校内外学术讲座

或学术会议。由导师负责考核。

七、科研和学位论文要求

（一）科研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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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完成学术研究训练，在本学科领域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

专门知识。根据《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学位授予成果要求》（沪海大研〔2023〕225号），学

术研究训练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形式：

1. 参与科研项目，完成相应研究工作；

2. 撰写论文并在学术刊物、学术会议或论坛上发表；

3. 参加研究生学科竞赛。

（二）学位论文要求

1. 时间要求

学位论文开题、中期报告和答辩等要求参照《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和中期

报告管理办法》《上海海事大学博士、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执行。

2. 规范要求

法学硕士学位论文的写作应当符合《法学引注手册》《科学技术报告、学位论文和学术

论文的编写格式》（GB7713-87）、《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7714-2005）等规范要求。

（1）结构合理，包含中英文摘要、目录、引言、正文、结论、注释和参考文献等基本

内容；

（2）篇幅适中，正文一般应达到 3万字；

（3）引文合理，注释规范，不应存在知识产权纠纷；

（4）术语使用规范，其中有关国别、法典、专业术语等的表述符合通用的使用方法，

不会产生歧义、引人误解。

3. 质量要求

法学硕士学位论文应当具有一定的学术质量。

（1） 论文选题适当，具有研究价值；

（2） 论文反映本专业领域的国内外学术动态和成果，研究目标明确；

（3） 论文依据的法学基础理论知识正确；

（4） 论文的研究方法和研究结论在理论或者实践中具有一定创新性，例如问题分析

采用了新角度、新方法等，能较好解决法学理论或者法律实践中的某一具体问

题；

（5） 论文研究思路和方法可行性强，数据真实可靠；

（6） 论文材料翔实，条理清晰，层次分明，逻辑性强，文笔流畅，文风严谨；

（7） 符合学术规范。

学位点负责人：胡正良 学院分管院长：殷骏 分委员会主席：胡正良



53

水利工程

学科专业名称（中文）： 水利工程 ；（英文）： Hydraulic Engineering

专业代码： 0815 ； 学位授权类别： 0815

一、学科简介（300 字左右）

“水利工程”一级学科拥有《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一级学科简介》水利工程所描述的 5

个学科方向中的 3 个学科方向，即“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水工结构工程”、“水文学

及水资源”；自增设二级特色学科方向“港口与海洋水动力工程”。其中，“港口、海岸及近

海工程”为上海海事大学重点学科。“水利工程”一级学科硕士点现有师资 40 名，其中教授

10 名，副教授 13 名，90以上的教师拥有博士学位。该学科点目前在港口工程结构与岩土

工程、港口与海岸水动力学、水利工程结构安全性及耐久性评价、近海防灾与城市防洪工程、

近海海域水资源与水环境、海洋安全与防灾减灾等方向开展研究工作。目前，承担或完成多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863”项目子课题、省部级科研项目及企事业单位委托项目，获

得省部级以上科技进步奖 5 项，在出版著作、发表论文、授权专利等方面取得了优异成绩。

该一级学科硕士点目前已成为支撑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的“港航与海洋工程类”高层次专

业技术人才的重要培养基地，毕业生的主要从业方向为与水利工程、土木工程、海洋工程相

关的大专院校、工程设计、工程施工、工程监理等企事业单位及行政管理部门。

二、培养目标（300 字左右）

1.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服务国家和

人民的高度社会责任感、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创业精神、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

工作作风。身心健康，遵纪守法，诚实守信，品德高尚。

2.具有严谨的学风，实事求是和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掌握水利工程学科坚实的理论基础和

系统的专门知识，了解学科现状和发展趋势，掌握科学研究、工程实践的一般方法，熟悉

现代信息技术，具有较强的计算机和信息方面的技能。具备从事水利工程科学研究、工程

设计、工程管理或相关技术工作的能力。

3.掌握一门外国语，具有一定的进行国际交流的能力，能够熟练地阅读本学科的外文文献，

并具有较强撰写外文科研论文的能力。

三、主要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名称 主 要 研 究 内 容

港口及近海工程结构安

全与防灾

水利工程结构可靠性评估理论和方法

水利工程结构耐久性分析与寿命预测

水利工程结构材料的抗侵蚀性与耐久性

近海风暴潮与海啸的理论与数值模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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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暴潮与灾害评估

海洋与水利工程结构现代分析方法

海洋与水利工程优化设计理论与应用

波流与工程结构的相互作用

海洋工程结构

海上事故环境风险防范与应急处理

水运工程安全管理

海洋防护涂层材料及其服役性能监测方法

港口及近海工程水动力

学

自由表面水动力学理论与数值模拟

海岸河口动力学

波流与海洋结构物相互作用

海洋水动力模型建立及应用

潮流与波浪特征及其分析技术

水质模型及污染物迁移扩散数值模拟

港口、近海及海洋工程

结构与岩土工程

港口工程结构与地基基础

港口航道坡岸岩土工程

环境及海洋岩土工程

南海岛礁建设

人工智能技术在海洋工程中的应用

近岸海域水资源与水环

境

海水资源开发利用

近岸海域水环境保护

海洋生态与环境质量评价

航运与海洋污染控制
港口污水处理与回用技术

船舶水污染控制技术

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

规划

港口与海洋工程 BIM技术

港口规划与发展

四、学习年限与学分要求

学术型硕士：学制 3 年，最长学习年限 5 年。总学分：27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不少于

25 学分，必修环节（学术活动）2 学分。原则上 1学分 16 学时。

五、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 程

代码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 课

单 位

公共学位 2011203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
32 2 一二 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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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5学分）

20112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6 1 一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042064 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 16 1 一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3082998 英语

(2选1)

学术英语 16 1
一二 外国语学院

23082997 综合英语 16 1

基础

学位

课

（8学

分）

模

块

一

20042073 水利工程学科研究前沿 16 1 一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3102004 数值分析 48 3 二 理学院

20042012 弹塑性力学 32 2 一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42020 高等流体力学 32 2 一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模

块

二

20042073 水利工程学科研究前沿 16 1 一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3102004 数值分析 48 3 二 理学院

20042020 高等流体力学 32 2 一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42072 水化学原理 32 2 一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专业

学位

课

（8学

分）

模

块

一

24042001 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规划 16 1 二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3042001 海洋岩土工程 32 2 一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42006 波浪与工程结构物相互作用 32 2 二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42022 高等水工结构 32 2 二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42069 论文写作指导（必修） 16 1 二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模

块

二

20042089 现代海洋监测技术 32 2 一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42076 水资源开发利用工程 32 2 一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42041 海洋工程环境学 32 2 二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42075 水资源规划与管理 32 2 二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42069 论文写作指导（必修） 16 1 二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专业选修

课

（4学分）

23042002 海洋工程结构 16 1 二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3042003 港口工程结构 16 1 二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42092 有限元理论及应用 32 2 二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42001 BIM技术与工程应用 16 1 二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42027 工程泥沙与航道整治 16 1 二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42048 海洋水文学 16 1 二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42015 港口与海洋工程地质 16 1 二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42065 流体力学中的数值解析方法 16 1 一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42059 计算流体力学 16 1 二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42083 污水深度处理与回用 16 1 一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必修环节 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 6 次 2

跨学科补

修备选课

程

对有必要加强基础的学生，在导师指导下确定 2-3 门补修课程，不计学分。

补修课 1：《水力学》

推荐学习网址：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HHU-1001752079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HHU-1001752079


56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

1）赵振兴，何建京，《水力学》，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0年 02月
2）李家星、赵振兴主编，《水力学》，河海大学出版社，2009.7
3）李家星、赵振兴主编，《水力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6

补修课 2：《海岸动力学》

推荐学习网址：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1206808802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

1）邹志利、严以新.海岸动力学（第四版），人民交通出版社 2009.
2）吴宋仁、严以新.海岸动力学,人民交通出版社 2004.5
3）郑金海，陈伟，张弛主编：《Coastal Hydrodynamics and Morphodynamics》,人
民交通出版社，2015年

补修课 3：《结构力学Ⅱ》

推荐学习网址：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u4411a7tp/?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

1）龙驭球著，《结构力学Ⅱ》第 4版， 高等教育学出版社 ISBN：2020年
2）戴鸿哲、王伟、王焕定主编，《结构力学（第 4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
年 3月

其他要求

备注：公共英语免修（不免考）相关政策见《上海海事大学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公共英语课程

教学管理规定》。

说明：模块一适用于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专业和水工结构工程专业，模块二适用于水文

学及水资源专业。

六、必修环节

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2学分。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至少需参加 6 次校内外学术讲座

或学术会议。由导师负责考核。

七、科研和学位论文要求

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应积极参加导师的科研项目、发表学术论文和参加各类研究生学

科竞赛。学术论文的等级要求参考《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学位授予成果要求》（沪海大研〔2023〕

225 号的论文等级和相关的说明。成果要求参考《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学位授予成果要求》

（沪海大研〔2023〕225 号认定。

学位论文的选题应紧密结合学科方向，应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或对国民经济建设具有一定

的理论和实践意义。学位论文开题、中期考核、答辩等环节要求参照《上海海事大学博士、

硕士学位授予工作细则》（沪海大研〔2023〕227 号）等相关文件执行。

位点负责人：王小惠 学院分管院长：郭佳民 分委员会主席：王小惠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u4411a7tp/?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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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与海洋结构物设计制造

学科专业名称（中文）： 船舶与海洋结构物设计制造 ；（英文）：Design and Construction

of Naval Architecture and Ocean Structure

专业代码： 082401 ； 学位授权类别： 工学

一、学科简介（300 字左右）

船舶与海洋结构物设计制造是集船舶、机械、控制、力学以及电气一体化的综合性学科，

属交叉性、渗透性、应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领域，涉及到水利工程、机械工程、控制工程等

一些其他一级学科。

本学科所属船舶与海洋工程一级学科为上海市高原学科，研究领域涉及到船舶与海洋结

构物的研发、设计、建造、运营、检验以及服役性能评估等。培养方案中涉及船舶、海洋平

台、潜艇潜器的设计原理、性能预报、结构设计、建造法规和规范、操纵与控制、智能航行、

结构可靠性与强度校核，以及该领域的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等方面的内容。

二、培养目标（300 字左右）

本学科研究生的培养目标是，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船舶与海洋工程领域的高层次

人才。

1．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习近

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的重要讲话精神，拥护党的基本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热爱祖国，遵纪守法，爱岗敬业，品德良好，积极为振兴中国舰船事业服务。

2．掌握本学科坚实宽广的理论基础和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较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

3．具有创新能力、应变能力、设计能力、实践动手能力、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能够跟踪本学科领域的科学技术发展方向、从事科学研究并独立承担专业技术工作。

4．具有社会交往和学术交流的能力、中外文的表达能力、熟练使用计算机和编制相关

软件能力。

5．具有健康的体魄和充沛的精力。

三、主要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名称 主 要 研 究 内 容

船舶总体设计与优

化

1、新概念船型研发

2、多体船技术

3、船舶总体布置与多学科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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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船海工程系统集成与仿真

智能船舶与无人技

术

1、无人艇控制技术与应用

2、船舶智能航行技术

3、船舶减揺及控制技术

船舶水动力与性能

1、计算流体力学

2、船舶性能预报与分析

3、绿色船舶技术

4、二代完整稳性

5、流体力学试验技术

船舶环境荷载与结

构设计

1、船舶结构可靠性与强度校核

2、船舶建造理论与方法

3、造船数字化技术

4、船舶环境荷载分析

船舶建造技术

1、造船工艺及优化

2、新能源和新型船舶混合推进动力

3、船舶减振、降噪、节能和排放控制

四、学习年限与学分要求

学术型硕士：学制 3 年，最长学习年限 5 年。总学分：27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不少于

25 学分，必修环节（学术活动）2 学分。原则上 1学分 16 学时。

五、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 课

单 位

公共学位

课（5 学

分）

2011203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与实践
32 2 一二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12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6 1 一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042064 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 16 1 一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3082998 英语

（2选1）

学术英语 16 1
一二 外国语学院

23082997 综合英语 16 1

学位基础

课（8 学

分）

23042005 船海学科研究前沿 32 2 一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3102004 数值分析 48 3 二 理学院

23102005 数理统计与随机过程 48 3 一 理学院

专业学位

课

（8 学分）

20042066 论文写作指导（必修） 16 1 二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3042006 计算流体力学 32 2 一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3042007 结构动力学 48 3 一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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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42008
船舶与海洋结构物环境

载荷
32 2 一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专业选修

课

（4 学分）

23042009 现代船舶设计原理 32 2 二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42024 高性能船舶水动力学 32 2 二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3042010 船舶操纵与控制 32 2 一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3042011 深潜器水动力性能原理 32 2 二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12057 新能源与船舶节能技术 32 2 二 商船学院

20042009 船舶水动力计算软件 32 2 二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3012013 结构有限元分析 32 2 一 商船学院

23042013 船舶实验技术 32 2 二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3042014 无人船技术 32 2 一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3042015 极地船舶 32 2 一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3042016 绿色船舶 32 2 一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3042017 智能制造 32 2 一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3042018
船舶智能化数字化实现

技术
32 2 二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必修环节 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 6次 2

跨学科补

修备选课

程

补修课 1：《船舶结构力学》推荐学习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JUST-1206812803?from=searchPage&outVe

ndor=zw_mooc_pcssjg_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

1.《船舶结构力学》, 吴梵 等编著, 国防工业出版社，2016;

2.《船舶结构力学》, 刘虓编著，华南理工出版社，2016；

3.《结构力学》 朱慈勉 张伟平 编，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补修课 2：《船舶流体力学》推荐学习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SJTU-1205911815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

《船舶流体力学》, 朱仁庆，杨松林，王志东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2

补修课 3：《船舶设计原理》推荐学习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org/learn/JUST-1001755025?tid=1467125534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HUST-1206356803?tid=1472202462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

1、方学智等《船舶设计原理（第 3 版）》.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22. ISBN:

9787302619666.

2、林焰等 《船舶设计原理》. 科学出版社 2019. ISBN: 9787030615497.

3、孙江龙等 《船舶设计原理》.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22. ISBN: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JUST-1206812803?from=searchPage&outVendor=zw_mooc_pcssjg_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JUST-1206812803?from=searchPage&outVendor=zw_mooc_pcssjg_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SJTU-1205911815
https://book.jd.com/writer/%E6%9C%B1%E4%BB%81%E5%BA%86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6%9D%A8%E6%9D%BE%E6%9E%97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7%8E%8B%E5%BF%97%E4%B8%9C_1.html
https://www.icourse163.org/learn/JUST-1001755025?tid=1467125534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HUST-1206356803?tid=1472202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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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87568085199.

其他要求

备注：公共英语免修（不免考）相关政策见《上海海事大学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公共英语课程教

学管理规定》。

六、必修环节

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2学分。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至少需参加 6 次校内外学术讲座

或学术会议。由导师负责考核。

七、科研和学位论文要求

本学科注重理论知识与工程实际问题的解决能力密切结合。具有解决工程 实际问题的

能力是本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所要求具有的重要素质和能力。为使研究生能将理论用于实

际，增强独立工作能力，研究生必须积极参加一定的社会实践。

研究生在导师指导下应进行科学研究或承担专门技术工作的全面训练，培养，综合运用所学

知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和科学创新的能力。硕士生应积极参与导师承担的科研

项目，选择并参与对本学科发展有重要应用价值的研究课题，同时也要参与实验室建设或船

厂、设计院进行工作实践，同时参与部分本科辅助教学实践工作。学位论文必须体现出工程

实际问题解决过程中得到的新知识和新见解，确保论文质量。

学位论文开题、中期考核、答辩等环节要求参照相关文件执行。

学位点负责人：李云波 学院分管院长：郭佳民 分委员会主席：李云波



61

船舶与海洋结构物设计制造（国际生）

Design and manufacture of ships and marine structures

Course Name: Design and manufacture of ships and marine structures
Course Code: 082401 Degree Authorization Classification: Engineering

First, Synopsis of subjects
Design and manufacture of ships and marine structures is one of the top rated discipline in
Shanghai, which is second level discipline master program. This discipline has been classified as
one of the key development disciplines in Shanghai Maritime University.
Design and manufacture of ships and marine structures is a comprehensive discipline which
contains knowledge of marine vessel, basic mechanics, automatic control, fluid mechanics, solid
mechanics and electrics, etc. Theories and methods in design, manufacture, operation, inspection
and service performance assessment should be applied in the related subjects, as well as a practical
interdiscipline permeating the fields of hydraulic engineering, mechanical engineering, control
engineering
Design and manufacture of ships and marine structures covers the structure construction of ships
and marine structures, principles of navigation, safety performance, design principles, construction
regulations, and hull inspection specification from the major classification societies are required
for research works on design, manufacture, performance assessment, operations, development and
service control of ships, marine structures and underwater vehicles.

Second, Educational objectives
Design and manufacture of ships and marine structures aims to train the postgraduates for whole
roles such as moral, intellectual and physical education, to make them talent in the design,
research, tutor and management of the design and manufacture of ships and marine structures with
high level.
1. The candidates should conscientiously study Marxism-Leninism, Mao Zedong thought, Deng
Xiaoping theory and the important thought of three represents, support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asic line, principles and policies, adhere to the four basic principles, love the motherland,
abide by discipline and law, respect their jobs with good moral character, and actively contribute
to the revitalization of China shipbuilding.
2. The candidates should master the solid and broa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the discipline and
the systematic and in-depth professional knowledge, and master a foreign language proficiently.
3. The candidates should have the abilities of innovating, contingency, design, conducting
experiments, analyzing and solving problems, be able to follow up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discipline, engage i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undertake professional and technical work
independently.
4. The candidates should have strong communication ability both academically and socially,
expression ability in both Chinese and a foreign language, proficient in utilizing computer and
compiling related software.
5. The candidates should keep healthy both mentally and physic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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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rd: Main research area
Research Area Main Research Topics

Ship design and
optimization

1.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new concept ship types
2. Multi-body ship technology
3. Ship layout and multidisciplinary optimization
4. Integration and simulation of ship and sea engineering systems

Intelligent ships and
unmanned technology

1. Control technique and application of unmanned boat
2. Intelligent navigation technology
3. Ship vibration reduction and control

Hydrodynamics and
performance

1.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2. Ship performance prediction and analysis
3. Green ship technology
4. Stability of second generation
5. Fluid mechanics testing techniques

Environmental load and
structural design

1. Reliability and strength verification of marine structures
2. Theory and methods of ship construction
3. Digital shipbuilding technology
4. Environmental load analysis of marine structures

Fourth: Duration of study and credit requirements
Academic Master: 3 years of study, the maximum study period of 5 years (including suspension).
Total credits: 27 credits, of which course credits are not less than 25 credits, compulsory activities
(practice and academic activities) 5 credits. 1 credit requires 16 class hours in principle.

Fifth: Course design (Master)

Course
Categories

Course
Code

Course Name
Class
hour

Cre
dits

Semest
er

Responsible
Institute

Public Degree
Courses

（8 credits
required）

MAST
F1013

Brief Introduction to
China I

中国概况一

32 2 first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MAST
F1014

Brief Introduction to
China II

中国概况二

32 2 second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MAST
F1011

Chinese I
汉语一

64 2 first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MAST
F1012

Chinese II
汉语二

64 2 second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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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gree Basic
Courses

（6 credits
require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and Stochastic Processes
数理统计与随机过程

48 3 first
College of
Science

Numerical Analysis
数值分析

48 3 second
College of
Science

Major Degree
Courses

（7 credits
required）

Guide to Academic
Writing

论文写作指导

16 1 second
College of

Ocea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Computational Fluid
Dynamics

计算流体力学

32 2 first
College of

Ocea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tructural Dynamics
结构动力学

32 2 first
College of

Ocea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nvironmental Loads on
Marine Structures

船舶与海洋结构物环境

载荷

32 2 first
College of

Ocea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Major
Optional
Courses

（4 credits
required）

Ship Hydrodynamic
Calculation Software
船舶水动力计算软件

32 2 second
College of

Ocea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Finite Element Theory
and Application

有限元理论及应用

32 2 first
College of

Ocea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Unmanned Ship
Technology
无人船技术

32 2 first
College of

Ocea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Ship Applicable
Technology for
Intelligence and
Digitization

船舶智能化数字化应用

技术

32 2 second
College of

Ocea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Other
Compulsory

Tasks
（2 credits
required）

Academic Activities and
Symposium

学术活动与专题讨论会

6
times

2

Other
Requirement

Head of Degree: LI Yunbo Vice Dean of College: GUO Jiamin
Chairman of The Committee: LI Yunbo



64

Sixth: Research and dissertation requirements
Research requirements: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relevant graduation results issued by the graduate school of the
university.
Dissertation requirements:
Proposal report: at the end of the second semester or the beginning of the third semester, organized
by the discipline administrator, including qualification review;
Mid-term assessment: at the end of the third semester, organized by the discipline administrator;
Defense: Sixth semester, organized by the discipline administrator;
The proposal report, mid-term assessment and defense shall be implemen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ovisions of the graduate School management documents.

Seventh: Training of practical ability of graduate students in this discipline
This discipline focuses on the close combination of theoretical knowledge and ability to solve
practical engineering problems, which is an important quality and skill required by the cultivation
of postgraduates in this discipline. In order to apply theories into practice and enhance
independent working ability, postgraduates must take an active part in social practice.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supervisor, the graduate students should conduct scientific research or
undertake comprehensive training of special technical work to cultivate the ability of finding,
analyzing and solving problems and scientific innovation with the knowledge they have learned.
Master students shoul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s undertaken by their
supervisors, select and participate in research projects with important application value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is discipline, and also participate in laboratory construction, shipyard and design
institute for work practice, and participate in some undergraduate assisted teaching practice. The
thesis must reflect the new knowledge and new insights obtained in the process of solving
practical engineering problems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the 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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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与海洋工程

学科专业名称（中文）： 轮机工程 ；（英文）： Marine engineering

专 业 代 码： 082402 ； 学位授权类别： 工学硕士

一、学科简介（300 字左右）

轮机工程二级学科隶属于船舶与海洋工程一级学科，创建于 1909年，办学历史悠久，

是上海海事大学重点学科。轮机工程学科是集船舶、机械、电气、热能与动力、自动控制、

船机修造、船舶材料于一体的综合性学科，集中体现了设计、制造、管理、使用、检验、维

修等方面的先进理论与方法，属综合性、交叉性、应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领域，涉及船舶与

海洋工程、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交通运输工程、电气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控制科学

与工程及管理科学等学科。本学科科研实力强，主持和承担了大量科研项目，先后获部委科

技进步一等奖、教育部及上海市优秀教学成果奖、省部级科技奖多项，近 5年在国内外公开

发表了论文近 500篇，其中多篇被 SCI、EI和 ISTP收录。

轮机工程二级学科现有专任教师 50余人，其中硕士生导师 30余人，本学科各研究方向

目标明确，相关性好，航运特色明显，学科梯队稳定，学术成果和人才培养水平高。本学科

为国内外航运业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已成为航运领域培养高级管理与技术人才的摇篮。

二、培养目标（300 字左右）

本学科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主要从事现代船舶动力装置技术研究、管理与

维修的，适应 21世纪航运发展、海洋开发和海军建设需求的务实型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其

基本要求为：

1. 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有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信念，有服务于人民和社会发展

需要的意识，有高尚的道德品质、职业素质和文化素养；努力为人民服务，勇于开拓，遵纪

守法。

2. 掌握扎实的基础理论和深入的专门知识，掌握本学科现状与前沿动态；具有独立承

担专门技术工作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具备一定的发现问题的能力；熟练掌握和应用一门外语，

具有熟练阅读本学科外文资料的能力；掌握基本的实验技术、数据分析技术和计算机应用技

术。

3. 具有健康的体格。

三、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名称 主 要 研 究 内 容

船舶动力装置

1. 船舶动力装置设计、状态监测与故障诊断

2. 新能源和新型船舶混合推进动力

3. 柴油机减振、降噪

4. 船舶动力装置系统仿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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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船舶动力装置节能和排放控制

现代轮机管理

1. 单船、船队及公司的轮机管理

2. 各种新型特种船舶的技术管理

3. 船舶动力装置可靠性、经济性分析

4. 船舶检验、修造与试验

5. 船舶保险、保修与索赔

6. 机务管理信息化、机舱资源管理

7. 海运法规的研究与实践

船舶辅机工程

1. 船舶制冷与空调

2. 船舶液压系统

3. 船舶余热回收利用

4. 船舶和海洋防污染

船机修造技术

1. 船舶主辅机的安全性和可靠性分析

2. 船机零部件的失效分析和维修再制造

3. 船舶机械检测、损伤修复、结构强化

4. 零部件寿命延长的新材料、新工艺和新技术

轮机自动化

1. 船舶 PLC、CAN总线应用技术

2. 船舶机舱自动控制技术

3. 船舶自动检测与信息技术

4. 船舶驾机合一与船岸一体化

四、学习年限与学分要求

学术型硕士：学制 3年，最长学习年限 5年。总学分：27学分，其中课程学分不少于

25学分，必修环节（学术活动）2学分。原则上 1学分 16学时。

五、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 程 名 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开 课

单 位

公共学位课

（5 学分）

2011203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与实践
32 2 一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12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6 1 一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012098 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 16 1 一 商船学院

23082998 英语

（2选1）

学术英语 16 1
一 外国语学院

23082997 综合英语 16 1

学位基础课

（8 学分）

20012061
船海学科研究前沿（必

修）
32 2 一 商船学院

23012009
学术论文写作方法与规

范（必修）
16 1 二 商船学院

23102001 矩阵理论 32 2 一 理学院

23102004 数值分析 48 3 二 理学院

专业学位课 20012038 高等工程热力学 二 48 3 一 商船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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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学分） 选

一
20012062

柴油机振动、噪声

与排放
48 3 一 商船学院

20012090 现代控制理论 32 2 一 商船学院

20012087 船舶辅机工程 二

选

一

48 3 一 商船学院

20012089 高等气体动力学 48 3 一 商船学院

专业选修课

（4 学分）

20012039 高等传热学 48 3 一 商船学院

23012011 船舶智能机舱 16 1 一 商船学院

20012084 船舶电气及自动控制 32 2 一 商船学院

23012013 结构有限元分析 32 2 一 商船学院

20012047
油液检测技术及故障诊

断
32 2 一 商船学院

20012075
材料焊接及零件失效分

析
32 2 二 商船学院

20012079
材料表面工程与修复再

制造技术
32 2 二 商船学院

20012057 新能源与船舶节能技术 32 2 二 商船学院

20012081 船舶及港口防污染技术 32 2 二 商船学院

20012049 计算流体动力学 32 2 一 商船学院

20012073
机舱综合监控与总线技

术
32 2 二 商船学院

20012074 轮机系统仿真技术 32 2 二 商船学院

20012071 造船生产模式 32 2 二 商船学院

20012072 船舶动力装置 CAD 32 2 二 商船学院

20012070 现代轮机与机务管理 32 2 二 商船学院

20012080
燃气轮机设计与性能优

化
32 2 一 商船学院

必修环节

（2 学分）
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

6
次

2

其他要求

对有必要加强基础的跨专业学生，在导师指导下确定 2-4 门自学补修课程，

不计学分。

补修课 1:《船舶动力装置》推荐学习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DLMU-1449923200?from=searchPage&out
Vendor=zw_mooc_pcssjg_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王忠诚,刘晓宇,马义平主编,《船舶动力装置》，上海

交通大学出版社，2020 年 2 月.

补修课 2:《船舶辅机》推荐学习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WHUT-1206448823?from=searchPage&out
Vendor=zw_mooc_pcssjg_
补修课 3:《船舶柴油机》推荐学习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DLMU-1003474013?from=searchPag

e&outVendor=zw_mooc_pcssjg_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傅克阳、周美荣，船舶柴油机，浦江教育出版社.
补修课 4:《工程热力学》推荐学习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WHUT-1206448823?from=searchPage&outVendor=zw_mooc_pcssjg_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WHUT-1206448823?from=searchPage&outVendor=zw_mooc_pcssjg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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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SJTU-1002535024?from=searchPag

e&outVendor=zw_mooc_pcssjg_

补修课 5:《轮机自动化》推荐学习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DLMU-1002030033?from=searchPag

e&outVendor=zw_mooc_pcssjg_

备注：按照入学时英语成绩,把有关研究生分成 A、B 两类,A 类免修不免考。具体分类方

法和确定名单由培养办公布。

学位点负责人： 学院主管院长： 分委员会主席：

六、科研和学位论文要求

科研要求：满足学校研究生院发布的相关毕业成果要求。

学位论文要求：

开题报告：第二学期末或第三学期初，由学位点组织，包括资格审核等；

中期考核：第三学期末，由学位点具体组织；

答辩：第六学期，由学位点组织。

开题报告、中期考核和答辩，统一按学校研究生院管理文件规定执行。

七、本学科研究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研究生应积极参与科研项目，选择并参与对本学科发展有重要应用价值的研究课题，并

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科学研究，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培养创新

实践能力。研究生还应参与实验室建设或实船工作实践，经受承担专门技术工作的全面培养

和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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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科学与工程

学科专业名称（中文）： 安全科学与工程 ；（英文）： Safety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专 业 代 码： 083700 ； 学位授权类别： 工学

一、学科简介

上海海事大学于 2018年获“安全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面向国家“航

运强国”“海洋强国”等战略重大急需，依托学校在“航运、物流、海洋”领域的研究特色

与优势，下设安全系统工程、安全与应急管理、安全技术三大学科方向，突出“航运安全”

学科特色，聚焦解决航运、物流、海洋行业与区域关键安全与应急科技问题，聚焦航运危险

货物典型事故过程动力学与防控技术、航运物流应急管理与风险控制、船舶与海洋工程灾害

防控。依托安全科学与工程系及安全科学与工程研究所和海洋公共安全研究中心等“一所八

中心”，拥有上海市级以上人才 20余名在内的教学与科研队伍，培养高层次安全科技与应

急管理人才。

二、培养目标

1. 具有高度的安全使命感、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热爱祖国，

遵纪守法，有较强的事业心和奉献精神，能积极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服务的优秀人才。

2. 具有严谨的治学态度，独立思考、实事求是、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掌握坚实的学

科理论基础和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具备良好的科学素养和工程能力。

3. 能熟练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具有国际学术交流能力，具备较强的智慧安全技术

应用能力。

三、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名称 主 要 研 究 内 容

航运危险货物典型事故过程动力学与

防控技术

危化品物流火灾、爆炸事故发生机理

港口危化品监测监控技术

船舶火灾安全与应急处置技术

智慧安全监控与应急处置支持系统

航运物流应急管理与风险控制

海上应急管理与处置理论与方法

航运物流安全风险评估方法

物流安全与供应链风险控制

航运人因工效与系统安全

船舶与海洋工程灾害防控

海洋结构物腐蚀失效与防护技术

海岸与海洋工程桩基础安全技术

海洋工程地质灾害动力学与安全防护技术

海洋工程热灾害与防护技术

水上事故应急救援关键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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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习年限与学分要求

学术型硕士：学制 3年，最长学习年限 5年。总学分：27学分，其中课程学分不少于

25学分，必修环节（学术活动）2学分。原则上 1学分 16学时。

五、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 课

单 位

公共学位

课（ 5 学

分）

2011203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2 2 一二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12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6 1 一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042064 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 16 1 一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3082998 英语

（2选1）

学术英语 16 1
一二 外国语学院

23082997 综合英语 16 1

基础学位

课

（8学分）

20042004 安全学科前沿 32 2 二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3102003 运筹学 48 3 一 理学院

23102005 数理统计与随机过程 48 3 一 理学院

23102001 矩阵理论 32 2 一 理学院

专业学位

课

（8学分）

20042067 论文写作指导（必修） 16 1 二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3012006 船舶安全系统工程学 32 2 二 商船学院

23012004 水上交通流理论（必修） 32 2 二 商船学院

20052029 物流系统优化与决策 16 1 二
物流科学与工程研究

院

20032015 大数据分析及应用 32 2 一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48 物联网技术 32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62022 运输与物流信息系统 32 2 二 交通运输学院

20042003 安全评价理论与应用 16 1 一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12081 船舶及港口防污染技术 32 2 二 商船学院

20012096 腐蚀理论与防护技术 48 3 一 商船学院

专业选修

课

（4学分）

20042030
火灾与人员疏散数值模

拟技术
16 1 二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42008 船舶火灾爆炸防控技术 32 2 二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52080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16 1 一
物流科学与工程研究

院

20042002 安全工效学 16 1 一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62035 交通运输系统分析 32 2 一 交通运输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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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010 智能优化算法及编程 32 2 一 交通运输学院

20042061 交通隧道火灾安全基础 16 1 一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22066 MATLAB工程应用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0012017 现代船舶管理（双语） 32 2 二 商船学院

20022046 工程可靠性 32 2 一 物流工程学院

20032056 最优控制理论 32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23 智能信息处理及其应用 48 3 二 信息工程学院

必修环节 学术活动与专题讨论会 6次 2

跨学科补

修备选课

程

补修课 1：《安全科学原理》推荐学习网址：

https://higher.smartedu.cn/course/6536f83195ac7bc6588c68e3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2-5种）：

《安全科学原理（第 2版）》，吴超编，2023年 8月，机械工业出版社；

《安全原理》，宫运华编，2022年 12月，石油工业出版社

补修课 2：《燃烧与爆炸理论》推荐学习网址：

https://higher.smartedu.cn/course/62354d7c9906eace0490c304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

《燃烧爆炸理论及应用（第二版）》，潘旭海编，2023年 6月出版，化学工业出

版社；

《燃烧爆炸理论基础与应用》，邬长城编，2021年 2月，化学工业出版社。

其他要求 学位论文正文部分写作字数不少于 3万字。

备注：公共英语免修（不免考）相关政策见《上海海事大学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公共英语课程教

学管理规定》。

六、必修环节

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2学分。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至少需参加 6 次校内外学术讲座

或学术会议。由导师负责考核。

七、科研和学位论文要求

科研要求：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在硕士学位论文送审前，个人成果计分须大于等于 2

分（允许累加，累加情况下应至少包括 1篇 E类论文）。

学位论文开题、中期考核、答辩等环节要求参照相关文件执行。

学位点负责人：汪金辉 学院分管院长：郭佳民 分委员会主席：刘江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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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安全与环境工程

学科专业名称（中文）： 交通运输安全与环境工程；（英文）： Transportation safety and

environmental engineering

专业代码： 0823Z4 ； 学位授权类别： 工学

一、学科简介（300 字左右）

“交通运输安全与环境工程”硕士点隶属于上海海事大学“交通运输工程”一级学科，

“交通运输安全与环境工程”硕士点设有交通运输安全管理、交通运输安全技术、交通工程

环境管理、交通污染控制技术等研究方向。以“厚基础、重实践、强特色”为指导思想，对

接“海洋强国”“一带一路”倡议，培养高层次工程应用与管理型人才。该学位点分支拥有

一支年富力强的师资队伍，近年来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上海市科委创新重点项目及企事业单位委托项目等各类科研项目近百项，取得一批丰硕的研

究成果，公开发表学术论文 200 余篇，其中数十篇论文被 SCI、EI 期刊收录。该学位点分支

培养毕业生主要在港口、航运、安全、环保、海洋等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从事科学研究、

技术开发、规划设计、工程管理、行政管理等相关工作。

二、培养目标（300 字左右）

根据国家和学校对硕士学位获得者的基本要求，结合本学科专业的特点，特制定交通运

输安全与环境工程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目标，具体要求为：

1. 掌握马列主义基本理论、树立科学的世界观，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遵纪

守法，品行端正；诚实守信，学风严谨，团结协作，具有良好的科研道德和敬业精神。

2. 掌握本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系统的专门知识和技能；了解本学科现代理论和应用

的发展水

平，熟悉所从事研究方向的国内外相关学科发展动态，具备较强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创

业能力。

3. 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阅读本专业外文资料，并具有良好的外语听说能力以及进

行国际学术交流能力。

4. 具有实事求是和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作风，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具有从事航运、

物流与海洋领域从事安全、环保等方向的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研发的能力，能独立从事技术、

管理和咨询等方面的工作；掌握科学研究与工程实践的一般方法，熟悉现代信息技术，具有

较强的计算机应用技能。

三、主要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名称 主 要 研 究 内 容

交通运输安全管理 航运安全与环境承载力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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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运安全与事故应急系统研究

港口城市安全管理体系与防灾减灾信息系统研究

北极航线安全保障与管理决策系统

交通运输安全技术

危化品物流运输安全与保障技术

海洋工程火灾与爆炸事故防治技术

水运交通安全监控、监测及预警技术

水运交通安全事故应急装备及救援技术

豪华邮轮设计建造关键安全技术

交通运输环境管理

船舶及港口污染物检测及风险评估

海洋环境遥感技术

海洋环境 GIS

环境境建模与仿真

交通运输环境污染

控制技术

港口污水治理及资源化

海岸带及港口生态修复

生态环境修复功能材料

海洋环境修复高级氧化/还原技术

四、学习年限与学分要求

学术型硕士：学制 3 年，最长学习年限 5 年。总学分：27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不少于

25 学分，必修环节（学术活动）2 学分。原则上 1学分 16 学时。

五、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 课

单 位

公共学位

课（5 学

分）

2011203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与实践
32 2 一二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12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6 1 一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042064 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 16 1 一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3082998 英语

（2选1）

学术英语 16 1
一二 外国语学院

23082997 综合英语 16 1

学位基础

课（8 学

分）

23102003 运筹学 48 3 一 理学院

23102005 数理统计与随机过程 48 3 一 理学院

23102004 数值分析 48 3 二 理学院

20042004 安全学科前沿 32 2 二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42054 环境学科前沿 32 2 二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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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2089 现代海洋监测技术

（全英文）

32 2 一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专业学位

课

（8学分）

20042067 论文写作指导（必修） 16 1 二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3012006 船舶安全系统工程学 32 2 二 商船学院

20042008
船舶火灾爆炸防控技

术
32 2 二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42003 安全评价理论与应用 16 1 一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3012004
水上交通流理论（必

修）
32 2 二 商船学院

20032015 大数据分析及应用 32 2 一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48 物联网技术 32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42041 海洋工程环境学 32 2 二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42083 污水深度处理与回用 16 1 一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42076 水资源开发利用工程 32 2 一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3042034
海洋环境修复高级氧

化技术
32 2 二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3042035
海岸带污染土壤生物

修复
32 2 二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3042036 环境生态工程 32 2 一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42082
污染物环境行为及归

趋
16 1 二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专业选修

课

（4学分）

20042030
火灾与人员疏散数值

模拟技术
16 1 二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42025 工程结构火灾安全 16 1 二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42002 安全工效学 16 1 一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42061
交通隧道火灾安全基

础
16 1 一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52080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16 1 一 物流科学与工程研究院

20062035 交通运输系统分析 32 2 一 交通运输学院

20022066 MATLAB工程应用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0042043 海洋化学 16 1 一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3042019 海事环境遥感 16 1 一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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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修环节
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

会
6 次 2

跨学科补

修备选课

程

对有必要加强基础的学生，在导师指导下确定 2-3 门补修课程，不计学分。

补修课 1：《消防燃烧学》

推荐学习网址：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WJXY-1002312002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2-5 种）：

《燃烧学》陈长坤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3 年 01 月；

《消防燃烧学基础》赵宇,唐超编，重庆大学出版社，2023 年 01 月；

补修课 2：《安全系统工程》

推荐学习网址：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SDKJDX-14659931

65?from=searchPage&outVendor=zw_mooc_pcssjg_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2-5 种）：

《安全系统工程 第 3版》 徐志胜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21 年 08 月；

《安全系统工程》朱令起，柳晓莉，董宪伟编，冶金工业出版社，2022

年 08 月。

补修课 3：《大气污染控制工程》

推荐学习网址：http://mooc1.chaoxing.com/course/232739949.html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2-5 种）：

教材参见课程网站，主要参考资料根据需要在 EST、WR、SROTEN 等杂志

上检索。

补修课 4：《水污染控制工程》

推荐学习网址：http://mooc1.chaoxing.com/course/240893259.html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2-5 种）：

教材参见课程网站，主要参考资料根据需要在 EST、WR、SROTEN 等杂志

上检索。

补修课 5：《固体废物处理技》

推荐学习网址： http://mooc1.chaoxing.com/course/232850683.html

教材参见课程网站，主要参考资料根据需要在 EST、WR、SROTEN 等杂志

上检索。

其他要求

备注：公共英语免修（不免考）相关政策见《上海海事大学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公共英语课程教学

管理规定》。

六、必修环节

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2学分。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至少需参加 6 次校内外学术讲座

或学术会议。由导师负责考核。

七、科研和学位论文要求

（各学科专业应对研究生科研提出明确要求，包括科研内容、成果要求等，

如参与科研项目、发表论文、参加研究生学科竞赛等。学位论文要求应包含论

文选题、研究深度、篇幅等方面，要求不得低于《上海海事大学博士、硕士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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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审核授予工作细则》的规定。200 字左右）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在硕士学位论文送审前，个人成果计分须大于等于 2分：允许累

加，但累加情况下应至少包括 1篇 E类论文。

学位论文要求：

学位论文工作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精神和从

事科学研究或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使研究生的综合业务素质在科学研究或工程实际训

练中得到全面提高。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应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硕士学位论文工作。

学位论文应有一定创新，要对所研究的问题有新见解，新见解要有科学依据。论文应

贯彻理论 与实际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原则，必须立论正确，逻辑严密，

论证充分，材料详 实，文字通畅，格式规范，图表精确、数据和计量单位正确。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申请学位论文必须通过“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

（TMLC2）”检测，达到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对学位论文的有关要求方可答辩。

撰写学位论文的时间一般为 1年左右，最短应不少于 8个月。

※ 未尽事宜以研究生取得学籍当年上海海事大学大学《研究生手册》和研究生教育与

管理补充 规定为准。

学位论文开题、中期考核、答辩等环节要求参照相关文件执行。

学位点负责人：冯道伦 学院分管院长：郭佳民 分委员会主席：王小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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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与海洋工程材料

学科专业名称（中文）： 船舶与海洋工程材料 ；

（英文）： Naval Architecture and Marine Engineering Materials

专业代码： 0824Z1 ； 学位授权类别： 工学

一、学科简介（300 字左右）

船舶与海洋工程材料建立在材料科学与工程、船舶工程与海洋工程等学科交叉渗透的

基础上，探索海洋材料结构与性能的关系，积极开展海洋材料基础研究与成果转化，旨在培

养涉海材料类的高层次人才。学科依托上海市重型破冰船关键钢材协同创新中心、上海深远

海洋装备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上海市海洋局“深海装备材料与防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上海高校“深海极端环境服役材料”重点实验室和上海海事大学海洋材料分析测试中心建设，

拥有 80 余套国际先进水平的仪器和分析测试设备，总价值超过 5000 万元；承担国家重点基

础研究发展计划等科研项目 100 余项，科研经费近 9000 万元；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50 余项，

获得国家级、省部级各类奖项 10 余项，并实现多项成果产业化。学科现有教授 9人、副教

授 8 人，具有博士学位教师比例达到 100%，是一支学科结构合理、年轻而朝气蓬勃的团队。

二、培养目标（300 字左右）

本专业以培养高层次、高素质、综合型船舶与海洋工程材料人才为目标，具体要求包

括：

1．人文素质。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纪守法，维护国家和民族整体利

益；有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信念，有服务于为人民和社会发展需要的意识，有献

身于科学研究和促进行业发展的决心；具备实事求是、踏实钻研、开拓创新、爱岗敬业的工

作作风；

2．专业能力。具备坚实的材料工程理论基础和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掌握船舶与航运

相关材料的发展动向，掌握必要的材料实验、计算方法和技术，拥有独立从事本学科科学研

究、解决工程问题或从事新材料开发的能力，掌握海洋材料化学成分和组织结构的分析方法、

材料制造过程和质量控制方法、材料性能检测和分析方法等，并具有较强的组织能力、学术

交流能力和团队合作精神；

3. 职业素养。具备终身学习能力、创新意识、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的能力，具有社

会适应能力、竞争与合作能力，能够胜任材料科学与工程相关领域、新兴产业的关键工程技

术岗位，能够胜任作为主管或负责人从事技术开发和生产经营管理工作。熟练掌握一门外语。

三、主要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名称 主 要 研 究 内 容

远洋运输节能减排

装备及环境材料

1. 环境生态功能新材料的制备及合成。

2. 深海钻采油污水及油污染控制装备研发。

3. 船舶污染排放控制技术及装备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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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功能材料与纳

米材料

1. 电磁功能材料的制备及其在电磁隐身、电力电子器件等领域

应用研究。

2. 新型功能碳材料、陶瓷基复合材料制备技术及应用研究。

海洋材料腐蚀机制

与防护技术

1. 海洋微生物附着腐蚀机理与功能化应用。

2. 极地及深远海等极端海洋条件下装备材料研发及性能评价。

3. 特殊海洋环境下材料失效机理分析及检测。

船舶与海洋工程材

料表面防护技术

1.. 功能性涂层材料开发及其在光热转化、超硬耐磨、自清洁等

领域应用研究。

2. 热喷涂、激光处理等材料表面改性技术开发及应用研究。

3. 设计制备高分子材料改性树脂基复合材料及其在船舶与海

洋工程中的应用研究。

四、学习年限与学分要求

学术型硕士：学制 3 年，最长学习年限 5 年。总学分：27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不少于

25 学分，必修环节（学术活动）2 学分。原则上 1学分 16 学时。

五、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 课

单 位

公共学位

课（5 学

分）

2011203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与实践
32 2 一二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12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6 1 一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042064 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 16 1 一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3082998 英语

（2选1）

学术英语 16 1
一二 外国语学院

23082997 综合英语 16 1

学位基础

课（8 学

分）

23042021 材料学科研究前沿 32 2 一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3042022 材料研究方法 32 2 一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3042023 电化学及其应用 32 2 二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3042024 海洋材料失效与防护 32 2 一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专业学位

课

（8 学分）

20042068 论文写作指导（必修） 16 1 二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3042025
海洋环境材料及应用技

术
32 2 二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3042026 高性能复合材料学 48 3 一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3042027 材料热力学 32 2 一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专业选修

课

23042029 交通运输工程材料 32 2 一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42032 功能高分子材料 32 2 一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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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学分） 23042028 先进材料制备技术 32 2 二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42091 新能源材料 32 2 二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必修环节 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 6次 2

跨学科补

修备选课

程

对有必要加强基础的学生，在导师指导下确定 2-3 门补修课程，不计学分。

补修课 1：《材料科学基础》推荐学习网址：

https://mooc1.chaoxing.com/course/240905082.html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2-5 种）：《材料科学基础》（第三版），胡赓祥、蔡洵、

戎咏华，2010，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材料科学基础》（第二版），石德珂，2003，

机械工业出版社。《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An Introduction》 8th

Ed. William D. Callister Jr.，David G. Rethwisch，John Wiley & Sons, 2009

《Fundamentals of Materials Science：The Microstructure–Property

Relationship Using Metals as Model Systems》Eric J. Mittemeijer， Springer，

2011

补修课 2：《现代材料分析技术》推荐学习网址：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Cp411f7xg/?spm_id_from=333.337.search

-card.all.click&vd_source=e768fdd1ce6787dea8f6c5f745e64fcc.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2-5 种）：《材料组织结构的表征》（第二版），戎咏华，

姜传海编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材料现代分析方法》，左演声，陈文哲，

梁伟主编，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0。

其他要求

备注：公共英语免修（不免考）相关政策见《上海海事大学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公共英语课程教

学管理规定》。

六、必修环节

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2学分。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至少需参加 6 次校内外学术讲座

或学术会议。由导师负责考核。

七、科研和学位论文要求

科研要求：在本学科专业领域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从事科学研

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比较熟练地运用一种外国语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

并能用该种语言写作论文摘要。

学位论文要求：学位论文的基本论点、结论和建议，应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或对国民经济

建设具有一定的理论和实践意义；论文内容应体现出作者具有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

知识，已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和较熟练的技能；应具有新的见解和一定的科研或技术成果。

学位论文开题、中期考核、答辩等环节要求参照相关文件执行。

学位点负责人：安燕 学院分管院长：郭佳民 分委员会主席：李云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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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与海洋工程材料（国际生）

Naval Architecture & Marine Engineering Materials
Major Master’s Candidate development program

Major Name: Naval Architecture & Marine Engineering Materials Major Code: 0824Z1
Degree Authorization Classification： Master of Engineering

First: Synopsis of subjects
Naval Architecture & Materials is one of the main subject of College of Ocea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of SMU. Based on the inter-discipline of material science, ship design and Marine
geology, Marine climate, Marine biology and other related disciplines. This major specializes in
the preparation science, failure mechanism and corrosion protection technology of materials
applied in Marine environment. There are 8 professors and 9 associate professors in this subject,
including Youth and Middle-aged Talents of MOT of China, the New Century Talents of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he Youth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lents of MOT of China, Shanghai
Shuguang scholar, Shanghai Chenguang scholar, Shanghai Youth Oriental Scholars, Shanghai
Talent Development Fund gainer, Young Elte Scientist of China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etc. And there are also senior engineers and other technical staffs. Faculty of this
major have successively undertaken more than 100 projects, including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Projects, projects of provincial level and other application projects. Adequate research
foundation in recent years have supported the major development. And more than 10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wards at national, provincial and ministerial levels are all gained and many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have been successfully industrialized. The major laboratories have been
established at various levels, including Shanghai Municipal Engineering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 Shanghai Oceanographic Bureau level Research Center, Shanghai Municipal Education
Commission Key Laboratory and Shanghai Maritime University Analysis and Testing Center. The
laboratories above can be experimental bases for supporting basic researches on explor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tructure and properties of Marine materials,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for materials application, and high-level talents training center.
Second: Educational objectives
This major focuses on training the creative talents specifying in naval architecture & marine
engineering materials. The detail requirements are as follows:
Humanities qualities. Possess a pragmatic, diligent, pioneering, innovative, and dedicated work
style. Serve the needs of the people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have dedication to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promoting industry development.
2) Professional competence. Have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materials engineering and
systematic professional knowledge of materials science. Master analytical and characterizing
methods about chemical compositions, microstructures, properties and performance of naval
architecture & marine Engineering materials. Grasp multiple of materials modification and
processing technology, etc. Track of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in the research direction engaged;
capable of using the specialty knowledge and skills to solve practical problems.
3) Professional ethics. Possess lifelong learning ability, innovative awareness,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and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skills. Have social adaptability, competitiveness,

https://en.shmtu.edu.cn/_redirect?siteId=86&columnId=6253&articleId=49119
https://en.shmtu.edu.cn/_redirect?siteId=86&columnId=6253&articleId=49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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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cooperation ability. Be able to undertake key engineering and technical positions in the field
of 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merging industries. Serve as a supervisor or manager
engaged in technical development and production management work. Master a foreign language.
Third: Main research area
Name of Research Area Main Research Topics Graduate Tutors

Equipments &
Eco-materials for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mission
Reduction in Transport

1. Preparation and synthesis of new materials for
environmental and ecological protection
2. Deep-sea drilling wastewater and oil pollution
control equipment
3. Pollution control technology and equipment
from ships

DONG Lihua,
ZHANG Yuliang,
ZHANG Li , DONG
Yaohua

Marine Functional
Materials and
Nanomaterials

1. Structural design, synthesis and preparation of
materials, performance control and application
basis in electromagnetic stealth, power electronic
devices and other application fields.
Preparation science, physical and chemical
properties of nano-carbon materials,
carbon-coated core-shell structure and porous
carbon materials. Relationship among
preparation methods, structure and properties，
Applications in energy and environment

FAN Runhua,
LIU Boyang,
AN Yan,
AN Liqiong,
SUN Kai

Corrosion Mechanism
and Protection
Technology of Marine
Materials

1. Adhesion corrosion mechanism of Marine
microorganisms, functional application of Marine
microorganisms
2. Corrosion mechanism and protection
technology of materials in different regional
environments such as ocean atmosphere, sea
water splashing, tidal range and full immersion
3. New Marine materials in service under
extreme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such as
navig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in deep and far seas
and at the north and south poles
4. Monitoring the safe operation of transport
equipment in Marine extreme environment

LIU Tao
CHANG Xueting
LEI Yanhua
WU Qianlin
QU Shaopeng

Surface protection
technologies for
materials used in
Marine and ocean
engineering

materials surface modification technologies, such
as thermal spraying technology, laser surface
engineering technology, in-situ synthesis
technology, etc.; Influence of surface
modification of materials to the Marine shipping
equipment environment service performance
Functional coating: design and preparation of
inorganic and organic composite coating with
stealth, energy saving, anti-fouling,
anti-corrosion, super hard wear resistance,

LI Xiaofeng
CHEN Haiyan
ZHANG Fuhua
ZHANG F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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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toelectric conversion, self-cleaning, etc.
Polymer materials modification, preparation and
properties of fiber reinforced resin matrix
composites, Basic research of polymer and
composite materials application in Marine and
offshore engineering

Fourth: Requirements on school year and credits
3-year system, no longer than 5 years. Total credits: 30 credits, including no less than 24

credits for courses and 6 credits for compulsory part (academic activities, etc.). In principle, 1
credit indicates 16 class hours.

Fifth: Course design
Course
Categories

Course
Name

Hour
s

Credi
ts

Semest
er

Responsible
Institute

Teacher
Protocol
Teacher

Public
Degree
Courses
(Required
4 credits)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32 2 first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Modern
Chinese
Culture

32 2 first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Chinese 132 4
first
second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Degree
Basic
Courses
(8 credits)

Fundamentals
of Materials
Science

48 3 first
College of Ocea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LIU
Boyang

ZHONG
Ning

Thermodynami
cs of Materials

32 2 second

College of Ocea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GUO
Yanbing

AN
Liqiong

Marine
Corrosion and
Protection

48 3 second
College of Ocea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WU
Qianlin

GUO
Zhangwei
and LEI
Yanhua

Major
Degree
Courses
(8 credits)

Paper Writing
Guidance
(required)

32 2 second
College of Ocea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LEI
Yanhua

ZHANG
Fei

Frontier of
Marine
Material
Science

48 3 second
College of Ocea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FAN
Runhua

SUN Kai

https://en.shmtu.edu.cn/_redirect?siteId=86&columnId=6253&articleId=49119
https://en.shmtu.edu.cn/_redirect?siteId=86&columnId=6253&articleId=49119
https://en.shmtu.edu.cn/_redirect?siteId=86&columnId=6253&articleId=49119
https://en.shmtu.edu.cn/_redirect?siteId=86&columnId=6253&articleId=49119
https://en.shmtu.edu.cn/_redirect?siteId=86&columnId=6253&articleId=49119
https://en.shmtu.edu.cn/_redirect?siteId=86&columnId=6253&articleId=49119
http://www.youdao.com/w/Metal%20Material%20Science/
https://en.shmtu.edu.cn/_redirect?siteId=86&columnId=6253&articleId=49119
https://en.shmtu.edu.cn/_redirect?siteId=86&columnId=6253&articleId=49119
https://en.shmtu.edu.cn/_redirect?siteId=86&columnId=6253&articleId=49119
https://en.shmtu.edu.cn/_redirect?siteId=86&columnId=6253&articleId=49119
https://en.shmtu.edu.cn/_redirect?siteId=86&columnId=6253&articleId=49119
https://en.shmtu.edu.cn/_redirect?siteId=86&columnId=6253&articleId=49119
https://en.shmtu.edu.cn/_redirect?siteId=86&columnId=6253&articleId=49119
https://en.shmtu.edu.cn/_redirect?siteId=86&columnId=6253&articleId=49119
https://en.shmtu.edu.cn/_redirect?siteId=86&columnId=6253&articleId=49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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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erials
Physics and
Chemistry

48 3 first
College of Ocea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N
Liqiong

GUO
Yanbing

Major
Optional
Courses
(4 credits)

New Energy
Materials

32 2 Second
College of Ocea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LEI
Yanhua

JIANG
Yingchang

Technology of
Ecomaterials
and its
Applications in
Marine

32 2 second
College of Ocea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ZHANG
Li

ZHANG
Yuliang

Other
Compulsory
Parts
(6 credits)

Academic
Activities and
Symposium

16
times

2 Tutor

Scientific
Morality and
Construction of
Study Style

1 First
Merchant Marine
College

ZHANG
Yuan

ZHANG
Xuelai

Literature
Reading

1
According to the seventh requirement, the
tutor is responsible for the assessment.

Practical ability 2
According to the seventh requirement, the
tutor is responsible for the assessment.

Other
Requiremen
t

Any Master candidate can only apply to start his degree dissertation after he has 30
obtained credits and fulfilled all the other compulsory sections as required in the
development program.

Sixth: Research and Dissertation Requirements
Thesis proposal： Conducted at the end of 2nd semester or beginning of 3rd semester,

organized by the academic discipline. See the documents for details.
Mid-term Assessment: Conducted at the end of 3rd semester, organized by the academic

discipline. See the documents for details.
Rehearsal and Defense: Conducted at the end of 6th semester. See the documents for details.

※ Matters not covered herein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Postgraduate Handbook of
Shanghai Maritime University" and "Supplementary Provisions on Postgraduate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in the year when the postgraduate will obtain the degree.

Seventh: Postgraduates’ practical ability development for this course
The development principle of the program is to emphasize on both theoretic innovation and
practical ability. The discipline provides more than 10 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 joint practice
bases, including large enterprises in Shanghai, to further integrate students into the practice
process, and also requires students to submit dissertations that reflect the problems to be solved in
practical projects and have scientific research innovation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value.

https://en.shmtu.edu.cn/_redirect?siteId=86&columnId=6253&articleId=49119
https://en.shmtu.edu.cn/_redirect?siteId=86&columnId=6253&articleId=49119
https://en.shmtu.edu.cn/_redirect?siteId=86&columnId=6253&articleId=49119
https://en.shmtu.edu.cn/_redirect?siteId=86&columnId=6253&articleId=49119
https://en.shmtu.edu.cn/_redirect?siteId=86&columnId=6253&articleId=49119
https://en.shmtu.edu.cn/_redirect?siteId=86&columnId=6253&articleId=49119
https://en.shmtu.edu.cn/_redirect?siteId=86&columnId=6253&articleId=49119
https://en.shmtu.edu.cn/_redirect?siteId=86&columnId=6253&articleId=49119
https://en.shmtu.edu.cn/_redirect?siteId=86&columnId=6253&articleId=49119
https://en.shmtu.edu.cn/_redirect?siteId=86&columnId=6253&articleId=49114
https://en.shmtu.edu.cn/_redirect?siteId=86&columnId=6253&articleId=49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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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学科专业名称（中文）：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英文）： Transport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专 业 代 码： 082303 ； 学位授权类别： 工 学

一、学科简介（300 字左右）

交通运输在国民经济中发挥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和服务型作用。水路运输、铁路运

输、公路运输、航空运输和管道运输以及相互之间的协调、配合，是现代社会交通运输的永

恒主题。管理、经济、安全、信息、控制、材料和环境等领域高新技术又为交通运输的发展

注入了新的活力和要求。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学科立足上海海事大学特色，是交通运输学院的主体学科。主要研

究港口、航运、物流以及综合交通领域相关的理论、方法和技术，以满足交通运输在效率、

经济、节能、环保、安全等方面目标要求。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学科 1981年获硕士学位授

予权，1998年获博士学位授予权，1996年被评定为交通部重点学科，2007年被列为国家重

点（培育）学科。目前，该学科的科研水平在国内领先。近年来，先后承担过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省部级项目以及各类横向项目 500多项，其中一部分项目达到国家先进水平。

二、培养目标（300 字左右）

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

务、服务国家“交通强国”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瞄准交通领域学术前沿，融合港口、

航运、交通等多专业，培养具有港航专业知识背景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交通人才。具体要

求为：

培养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具备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热爱祖国，遵纪守法，

有较强的事业心和献身精神，积极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服务的优秀人才。

培养具有严谨学风、实事求是和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了解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学科

领域发展趋势、动向和学术研究前沿，较好地掌握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

初步具备独立分析和研究问题的能力，能够理论联系实际，既掌握严密的逻辑思维，又具

有较强的创新能力的高层次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人才。培养掌握一门或一门以上外语，其

中一门必须具有听、说、读和写作能力，能适应国际化发展趋势的人才。

三、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水路交通运输

治理与管理

系统优化

港航政策

发展战略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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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测与决策

水路交通运输系统

规划与设计

港口系统规划、运营与调度

航运系统规划、运营与调度

港航系统智能协同

水路运输系统

数字化与信息化

仿真与数字孪生、智能决策、区块链、大数据、

港口无人化技术与方法

港航交通运输

安全与环境

绿色低碳、运输网络韧性、系统安全评估、

事故应急防控、基础设施运维

四、学习年限与学分要求

学术型硕士：学制 3 年，最长学习年限 5 年。总学分：27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不少于

25 学分，必修环节（学术活动）2 学分。原则上 1学分 16 学时。

五、课程设置(硕士)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 课

单 位

公共学位

课（5 学

分）

2011203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2 2 一二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12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6 1 一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062048 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 16 1 一 交通运输学院

23082998 英语

（2选1）

学术英语 32 1
一二 外国语学院

23082997 综合英语 32 1

学位基础

课（8 学

分）

20062003
交通运输学科研究前沿

(必修)
32 2 一 交通运输学院

23102003 运筹学 48 3 一 文理学院

23102005 数理统计与随机过程 48 3 一 文理学院

23102006 数值分析 48 3 二 文理学院

20062007 决策理论与方法 32 2 二 交通运输学院

20062016 计算机仿真技术 32 2 二 交通运输学院

20062017 复杂网络科学导论 32 2 一 交通运输学院

专业学位

课

（8学分）

20062034 论文写作指导（必修） 16 1 二 交通运输学院

20062035 交通运输系统分析 32 2 一 交通运输学院

20062011 港口现代化管理 32 2 二 交通运输学院

20062037 高级航运管理 32 2 二 交通运输学院

20062015 交通数据分析与建模 32 2 一 交通运输学院

20062041 *交通规划方法 32 2 一 交通运输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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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62001 远洋运输业务与发展 16 1 二 交通运输学院

23062002 航运实务与法规 16 1 二 交通运输学院

专业选修

课

（4学分）

20062042 供应链管理 32 2 一 交通运输学院

20062022 运输与物流信息系统 32 2 二 交通运输学院

20062023 *交通模型及应用 32 2 二 交通运输学院

20062045 交通行为分析 32 2 二 交通运输学院

20062027 水运概论 32 2 一 交通运输学院

23062003
港口铺面设计

原理与方法
16 1 二

交通运输学院

23062004
智能优化算法与

大数据分析
16 1 二

交通运输学院

23062005
国际航运中心的

形成与发展
16 1 一

交通运输学院

23062006 港航生态环境遥感 16 1 一 交通运输学院

必修环节 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 6次 2 一二 交通运输学院

跨学科补

修备选课

程

对有必要加强基础的学生，在导师指导下确定 2-3 门补修课程，不计学分。

补修课 1：《统计与预测》：

教材：《统计预测和决策》（第六版），徐国祥主编，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23 年

《统计学习方法》，李航，清华大学出版社，2022 年

补修课 2：《水运概论》：

教材：《水运概论》，徐大振，刘红，沈志江，人民交通出版社，2005-11 出版

补修课 3：《交通运输工程学》：

教材：《城市交通规划》，邵春福，北京交通大学出版社，2022 年

其他要求

备注：公共英语免修（不免考）相关政策见《上海海事大学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公共英语课程教

学管理规定》。

学位点负责人： 学院主管院长： 分委员会主席：

六、必修环节

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2学分。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至少需参加 6 次校内外学术讲座

或学术会议。由导师负责考核。

七、科研和学位论文要求

科研要求：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在硕士学位论文送审前，个人成果分数要求以当年入校

的上海海事大学授予成果要求为准。

学位论文要求：学位论文工作的主要目的是培养硕士研究生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精神

和从事科学研究或承担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使研究生的综合业务素质在科学研究或工程实

际训练中得到全面提高。

http://search.dangdang.com/?key3=%B1%B1%BE%A9%BD%BB%CD%A8%B4%F3%D1%A7%B3%F6%B0%E6%C9%E7&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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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应有一定的创新，要对所研究的问题有新思想、新见解，且要有科学依据。论

文应贯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原则，必须立论正确，逻辑严密，

论证充分，材料详实，文字通畅，格式规范，图表精确，数据和计量单位正确。

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申请学位论文必须通过“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

（TMLC2）”检测，且达到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对学位论文的有关要求后，方可答辩。

※ 未尽事宜以《上海海事大学博士、硕士学位审核授予工作细则》的规定为准。

开题报告：第三学期初，由学科组织，包括资格审核等，具体要求见相关文件。

中期考核：第三学期末，由学科具体组织。

预答辩、答辩：第六学期。具体要求见学校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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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国际生）

Transport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Master Candidate Development Programme

Major: Transport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Major Code: 082303
Degree Authorization Classification： Master of Engineering

First: Synopsis of subjects
Transpor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movement of passengers and
goods affects every aspect of the world. Maritime transport, railway transport, road transport, air
transport, pipeline transport, as well as coordination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them, are eternal
themes of modern transport. High-tech fields such as management, economics, safety, information,
control, materials, and environment have injected new vitality and requirements into the
development of transport.
Transport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is the main subject of College of Transport and
Communications of SMU. It mainly studies the theories, methods, and technologies related to
ports, shipping, logistics, and comprehensive transport to meet the efficiency, economic,
energy-saving,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safety requirements of transport. It was authorized
to confer master degrees in 1981 and PHD degrees in 1998. The subject was listed as Key
Discipline by the Ministry of Transport in 1996 and listed as a national key (cultivation) subject in
2007. At present, the subject is known in China for its leading research capability. Faculty of this
major have successively undertaken more than 500 projects, including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Projects, projects of provincial level and other application projects, some of which
have achieved most advanced level in China.

Second: Educational objectives
Successful graduates need to possess a spirit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nd professional ethics, have
humanistic and social science literacy, abide by laws and regulations, to have a strong sense of
career and dedication. They also need to possess a spirit of seeking truth from the facts, a
determined pursuit of innovation and a scrupulous academic attitude. They are fostered as
high-level talents specifying in transport planning and management, equipped with a broad and
sound understanding about basic theories and a thorough and systematic knowledge about the
subject. They excel in logical thinking and show the capability of putting theory into practice and
making innovation. A good command of one or more foreign language is required, including the
skills of listening, speaking, reading and writing.

Third: Main research area
Name of Research Area Main Research Topics

Maritime Transport
Governance and Management

System Optimization
Port and Shipping Policies
Development Strategy and Tactics
Prediction and Decision

Planning and Design of
Maritime Transport System

Planning, Operation, and Scheduling of Port System
Planning, Operation and Scheduling of Ship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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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Intelligent Collaboration of Port and Shipping
System

Digitalization and
Informatization of Maritime
Transport System

Simulation and Digital Twins
Intelligent Decision
Blockchain
Big Data
Unmanned Port Technology and Methods

Safety and Environment of
Port and Maritime Transport

Green and Low-Carbon
Transport Network Resilience
System Security Assessment
Emergency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Accidents
Infrastructure Operation and Maintenance

Fourth: Requirements on school year and credits
3-year program, no longer than 5 years. Total credits: 29 credits, including no less than 27

credits for courses and 2 credits for compulsory part (academic activities, etc.). In principle, 1
credit indicates 16 class hours.

Fifth: Course design
Course
Categories

Index
Number

Course
Name

Hour
s

Credits
Semest
er

Responsible
Institute

Public
Degree
Courses
(Required
8 credits)

MASTF101
3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32 2 First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MASTF101
4

Modern
Chinese
Culture

32 2 Second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MASTF101
1 Chinese 132 4

First
Second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Degree
Basic
Courses
(9 credits)

20102032 Operational
Research

48 3 First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

20102031 Probability
and
Mathematic
al Statistics

48 3 First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

20102033 Numerical
Analysis

48 3 Second
College of Arts
and Science

Major
Degree
Courses

TRPM6202
Game
Theory

32 2 First
College of
Transport and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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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credits) 08231062 Traffic
system
Engineering

32 2 Second
College of
Transport and
Communication

08231064 Shipping
Managemen
t

32 2 First
College of
Transport and
Communication

Major
Optional
Courses
(4 credits)

08231070 Freight
Demand
Analysis

32 2 Second
College of
Transport and
Communication

20061010 Research
Methodolog
y A

32 2 Second
College of
Transport and
Communications

Other
Compulsory
Parts
(2 credits)

Academic
Activities
and
Seminars

16
times

2

Interdiscipli
nary
Elective
Courses

For students who need to strengthen their foundation,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ir mentors, they can choose 2-3 elective courses for remediation, which
will not be counted for credit.”
Here are the details of the elective courses:
Course 1: “Statistics and Forecasting”
Textbooks:
“Statistics, Forecasting, and Decision-Making” (6th edition), edited by Xu
Guoxiang, published by Shangha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Press
in 2023.
“Statistical Learning Methods” by Li Hang, published by Tsinghua University
Press in 2022.
Course 2: “Introduction to Water Transport”
Textbook:
“Introduction to Water Transport” by Xu Dazhen, Liu Hong, and Shen
Zhijiang, published by People’s Communications Press in November 2005.
Course 3: “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
Textbook:
“Urban Transportation Planning” by Shao Chunfu, published by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Press in 2022
Interdisciplinary Elective Courses

Other
Requiremen
t

Any Master candidate can only apply to start his degree dissertation after he
has 32 obtained credits and fulfilled all the other compulsory sections as
required in the development program. HSK3 is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all the candidates who apply master’s degree.

Sixth: Research and Dissertation Requirements
Research: In prior to the final submission of dissertation, the academic points should achieve

https://zhuanlan.zhihu.com/p/618211618
https://zhuanlan.zhihu.com/p/61821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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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less than 2. Accumulation of academic work are permitted, while 1 "E class" paper should be
included at least.

Dissertation：The main purpose of dissertation work is to cultivate postgraduates the spirit of
independent thinking, courage them to be innovated and improve their ability in scientific research
or technical work, so that the postgraduates' comprehensive ability can be improved in the
practical training of scientific research or engineering.

The dissertation should be creative, in which innovative opinions and scientific basis should
be reflected. In the dissertation, theory and practice should be combined together to solve the
problem, both qualitative analysis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are required, and the it should be
correct, logical, well demonstrated, smoothly written and formatted.

※ Matters not covered herein shall be subject to the "Postgraduate Handbook of Shanghai
Maritime University" and "Supplementary Provisions on Postgraduate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in the year when the postgraduate will obtain the degree.

Thesis proposal： Conducted at the end of 2nd semester or beginning of 3rd semester,
organized by the academic discipline. See the documents for details.

Mid-term Assessment: Conducted at the end of 3rd semester, organized by the academic
discipline. See the documents for details.

Rehearsal and Defense: Conducted at the end of 6th semester. See the documents for details.

Seventh: Postgraduates’ practical ability development for this course
The development principle of the program is “to emphasize on both theoretic innovation and
practical ability”. In view of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he country’s
economic development demand, the program focuses on the overlapping and integration of
different disciplines. Such teaching methods as laboratory simulation and case analysis are
employed. Students are actively encouraged to engage in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echnological
service and are given careful instructions. Different measures are taken to construct a platform of
practice for students to foster postgraduates’ innovation awareness and practical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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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经济学

学科专业名称（中文）： 应用经济学 ；（英文）： Applied Economics

专业代码： 0202 ； 学位授权类别： 经济学

一、学科简介

上海海事大学的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包括三个二级学科。其中，国际贸易学于 1998

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金融学于 2017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产业经济学创建于 1956

年，1986 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1997 年被列为交通运输部重点学科，是我国普通高校

中最具涉海和临港产业特色的产业经济学学科。

在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海洋强国发展战略，以及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

港新片区建设的大背景下，我校的应用经济学旨在立足上海、辐射海内外，实现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社会服务和文化传承的协调发展，成为高质量开展经济产业、金融贸易等方面

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开放式平台，为全国海运、物流、国际贸易及其他相关涉海和临

港产业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持；从中长期来看，将发展成为具有世界影响的一流的海运与物

流经济、金融与国际贸易可持续发展的教研和人才培养基地。

二、培养目标

应用经济学一级学科主要培养同时具有以下素质的高级专门人才：

（1）具备现代经济学思维，具有扎实宽厚的经济学基础，掌握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

学和金融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

（2）熟悉海运业、物流业及其他相关涉海和临港产业实践，能够独立从事国际经贸理

论和政策方面的研究工作

（3）凭借所掌握的产业经济学、国际贸易学和金融学理论与方法，从事实际经济贸易、

金融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工作。

（4）能够深入社会、了解国情、服务人民，具备良好职业道德和社会责任感。

（5）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素质高、综合能力强、吃苦耐劳。

三、主要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名称 主 要 研 究 内 容

产 业 经

济 学 专

业

航 运 产

业发展

本学科方向运用统计学、计量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工业化、

航运产业及其他相关临港产业的经济问题，本学科方向强调实证

研究，重视统计学和计量经济学最新成果应用。

航 运 物

流 经 济

与金融

本学科方向运用微观经济学和产业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运

输产业和物流产业的经济金融及可持续发展等。主要研究内容包

括：航运经济、港口经济、海运金融、港口集群、海事产业集群、

海运产业发展、海运产业管理；海运产业与区域经济发展、临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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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发展、上海国际航运中心建设与运行中的经济问题；物流经

济、物流金融、物流产业发展等。

湾 区 经

济

本学科方向运用统计学、经济学理论和方法，研究长三角一体化

与自贸区、湾区经济的特征、产业选择和布局，以及自贸区、湾

区产业集聚经济的形成条件、绩效与发展路径等。

国 际 贸

易 学 专

业

国 际 贸

易 理 论

与政策

本研究方向是根据国际经济学、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市场营销

等基本原理，对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领域进行理论研究与实证分

析的一门学科。

国 际 金

融 与 投

资

本研究方向是根据国际经济学、国际金融、资本运作、国际投资

等基本原理，对国际金融与投资领域进行理论研究与实证分析的

一门学科。

国 际 贸

易管理

本研究方向是根据海洋经济学、国际经济学、国际贸易实务、国

际商务、国际营销等基本原理，对国际贸易经营管理领域进行理

论研究与实证的一门学科。

金 融 学

专业

国 际 金

融 投 资

与 风 险

管理

本学科方向主要研究航运企业融资的方式和手段等，包括银行贷

款、股票筹资、债券融资、产业基金、融资租赁与担保、资产证

券化、海外融资、互联网融资、国际结算等。同时通过学习金融

工程知识，学习各种衍生金融工具，对金融领域中的各种风险进

行管理。

供 应 链

金 融 与

金 融 科

技

本学科方向主要研究和学习基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

块链等一系列技术创新，应用于支付清算、借贷融资、财富管理、

零售银行、保险、交易结算等金融领域，实现金融+科技高度融

合的方式，以及金融科技核心技术应用场景。同时通过学习金融

工程知识，学习各种衍生金融工具，对金融领域中的各种风险进

行管理。

绿 色 金

融 与 碳

交易

本学科方向主要研究促进环保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绿色金

融产业的内容、产品、发展趋势、相关法律制度等，以及碳交易

市场的价格机制、碳排放权交易、碳减排的方式、企业参与碳交

易的模式、政府监管等。

四、学习年限与学分要求

学术型硕士：学制 3 年，最长学习年限 5 年。总学分：27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不少于

25 学分，必修环节（学术活动）2 学分。原则上 1学分 16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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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 课

单 位

公共学位

课（5 学

分）

2011203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与实践
32 2 一二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12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6 1 一 马克思主义学院

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 16 1 一 各学院

23082998 英语

（2选1）

学术英语 16 1
一二 外国语学院

23082997 综合英语 16 1

学位基础

课（8 学

分）

23072016

涉海与临港产业经济研

究前沿 Research frontiers

on maritime and port-based

industrial economy【产业经

济学专业】

32 2 二 经济管理学院

23072017

国际贸易及投资研究前

沿 Research Frontiers of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investment【国贸专业】

32 2 二 经济管理学院

23072018

产业金融学理论与发展

研 究 前 沿 Research

Frontiers of Industrial

Finance Theory and

Development【金融专业】

32 2 二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017
计 量 经 济 学

Econometrics
32 2 一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019
运 筹 学 Operations

Research
32 2 一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020

中 高 级 微 观 经 济 学

Intermediate and Advanced

Microeconomics

32 2 一 经济管理学院

专
业
学
位
课
（8

学
分
）

模

块

一

20072132
论文写作指导

Thesis writing guide
16 1 二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119
产业经济学 Industrial
Economics

48 3 二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115

运 输 经 济 学

Transportation
Economics

32 2 一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124

国 际 航 运 经 济 研 究

International Shipping

Economics Research

32 2 二 经济管理学院

模

块
20072132

论文写作指导

Thesis writing guide
16 1 二 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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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20072107

国际贸易理论与实务

International Trade
Theory and Practice

48 3 二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105

国际金融理论与实务

International Finance
Theory and Practice

32 2 一 经济管理学院

22072002

大数据原理与软件应用

Big data principle and
software application

32 2 二 经济管理学院

模

块

三

20072132
论文写作指导

Thesis writing guide
16 1 二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105

国际金融理论与实务

International Finance
Theory and Practice

32 2 一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129
航运金融学

Shipping finance
32 2 二 经济管理学院

23072019
金融工程学

Financial engineering
48 3 二 经济管理学院

专
业
选
修
课
（4

学
分
）

模

块

一

20072080

外贸运输实务 Foreign
trade transportation
practice

32 2 三 经济管理学院

22072003

统计分析与软件应用

Statistics analysis and
soft

32 2 三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072
经 济 统 计 Economic
statistics

32 2 三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064

航 运 管 理 经 济 学

Economics of Shipping
Management

32 2 三 经济管理学院

模

块

二

20072083 物流学 Logistics 32 2 三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071
金 融 计 量 Financial
Econometrics

32 2 二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038

国 际 贸 易 实 务

International Trade
Practice

32 2 三 经济管理学院

23072020

航运创新与投资评价

Shipping Innovation and
Investment Evaluation

16 1 三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030 GIS与区域经济分析 16 1 二 经济管理学院

必修环节

（2学分）
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 6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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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学科补

修备选课

程

对有必要加强基础的学生，在导师指导下确定 2-3 门补修课程，不计学分。

补修课 1：《计量经济学基础》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

（1）计量经济学（原书第 4 版）[美] || 詹姆斯·H.斯托克，[美] 马克·M.

沃森 著 ||王立勇，徐晓莉 译 || 机械工业出版社

（2）计量经济学及 Stata 应用 || 陈强 著 || 高等教育出版社

补修课 2：《西方经济学》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

（1）西方经济学（第八版 宏观+微观）|| 高鸿业著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微观经济学：现代观点 || [美] 哈尔 R. 范里安 著 || 费方域 朱保华

等 译 || 格致出版社

（3）宏观经济学 || N. 格里高利·曼昆 著 || 卢远瞩译 || 中国人民大学

出版社

其他要求

备注：公共英语免修（不免考）相关政策见《上海海事大学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公共英语课程教

学管理规定》。

六、必修环节

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2学分。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至少需参加 6 次校内外学术讲座

或学术会议。由导师负责考核。

七、科研和学位论文要求

科研要求：各一级学科可依据实际情况制定不低于学校的要求。

学位论文要求：

开题报告：第二学期末或第三学期初，由学科组织，包括资格审核等，具体要求见相关

文件；

中期考核：第三学期末，由学科具体组织；

预答辩、答辩：第六学期。具体要求见学校文件。

学位论文开题、中期考核、答辩等环节要求参照相关文件执行。

学位点负责人： 吴先华 学院分管院长：於军 分委员会主席：蒋元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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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科学与工程

学科专业名称（中文）： 管理科学与工程 ；（英文）：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专 业 代 码： 1201 ； 学位授权类别： 管理学

一、学科简介

本学科形成于 1990年，于 1996年获硕士学位授予权。

根据管理科学与工程的学科特点和上海海事大学的行业特色，本专业的主要研究方向包

括：①供应链管理，该方向研究包含供应链协调、供应链网络、供应链优化、供应链设施选

址决策等；②信息系统与商务智能，该方向研究包含大数据管理、信息系统开发与应用、信

息安全与信息管理、决策支持系统与商业智能、人工智能；③运输管理与决策，该方向研究

包含港口与航运管理、运输系统管理与决策、集装箱运输系统分析等；④港航系统工程，该

方向研究包含港航系统优化、区域规划、复杂系统建模与优化、系统动力学等。

本学科具有基础扎实、理论与方法研究较强的优势。近三年来本学科完成省部级及其以

上科研项目近 30 项，目前在研国家级、省部级项目 10余项。三年来在国际 SCI 期刊、国

内权威刊物等发表学术 80余篇，出版专著教材 10余本。本学科点拥有省部级重点研究基地

——上海市社会科学创新研究基地暨上海市政府决策咨询研究基地汪传旭工作室，研究方向

为“上海航运中心建设”。

二、培养目标（300 字左右）

作为一级学科的“管理科学与工程”是管理门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应用现代科

学方法与科技成就，阐明和揭示管理活动的规律，应用与发展管理的理论和方法。其培养目

标是：

1．较好地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较强的事业心和献身

精神，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良好品德。

2．具有严谨的学风，实事求是和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在以港航物流与供应链管理为

特色的管理学科领域内，培养具备扎实的管理学、经济学等知识和专业技能，善于理论联系

实际，既掌握严密的逻辑思维、又具有较强的创新能力的高层次管理人才。

三、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名称 主 要 研 究 内 容 研究生导师

供应链管理
该方向研究包含供应链网络设计、供应链协调机制、

双渠道供应链竞争、平台供应链决策等。

汪传旭，王金凤，何新

华，崔庆安，

马中华，肖敏，黄宗盛，

甄学平，赵森林

信息系统与商

务智能

该方向研究包含大数据管理、信息系统开发与应用、

信息安全与信息管理、决策支持系统与商业智能、人

工智能

吴坚，卢志刚，魏忠，

石晶，李燕，刘雨佳，

方晋，王佰荣

运输管理 该方向研究包含港口与航运管理、运输系统管理与决 张扬，汪传旭，董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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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决策 策、集装箱运输系统分析、低碳运输决策与政策等 肖光年，吴旸

港航系统工程
该方向研究包含港航系统优化、物流布局规划、港航

系统大数据分析、港航物流系统仿真等。

董岗，崔庆安，张扬，

肖光年，刘振锋

四、学习年限与学分要求

学术型硕士：学制 3 年，最长学习年限 5 年。总学分：27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不少于

25 学分，必修环节（学术活动与专题讨论会）2 学分。原则上 1学分 16 学时。

五、课程设置(硕士)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 课

单 位

公共学位

课（5 学

分）

2011203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2 2 一二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12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6 1 一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072003 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 16 1 一 经济管理学院

23082998 英语

（2选1）

学术英语 16 1
一二 外国语学院

23082997 综合英语 16 1

基础学位

课

（8 学分）

20072013 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

研究前沿
32 2 一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009 高等运筹学 32 2 一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012 高级应用统计学 32 2 一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015 管理学研究方法 32 2 三 经济管理学院

专业学位

课

（8 学分）

20072103 管理思想精要 32 2 一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047 大数据与商务分析 32 2 一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134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32 2 二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092 博弈论及其应用 16 1 一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132 论文写作指导（必修） 16 1 三 经济管理学院

专业选修

课

（4 学分）

20072116 运营与质量管理前沿 16 1 二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100 管理和技术创新方法

前沿
16 1 二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096 港航管理研究前沿 16 1 二 交通运输学院

20072109 决策理论与决策支持 16 1 二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058 供应链决策模型与优

化

32 2 二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057 供应链金融与风险管

理

16 1 二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040 Python数据分析 16 1 二 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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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81 网络与信息安全 16 1 二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087 智慧物流 16 1 二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041 R语言数据分析 16 1 二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076 人工智能及其在管理

科学中的应用
16 1 二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070 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32 2 二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069 交通行为学 16 1 二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089 智能航运技术与管理 16 1 二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073 可持续物流管理 16 1 二 经济管理学院

23072024 港航系统工程理论与

方法
32 2 二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082 物流空间布局规划 16 1 二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052 港航系统大数据分析 16 1 二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051
港航物流系统仿真 16 1 二

物流科学与工程研

究院

必修环节 学术活动与专题讨论

会
6次 2 一二 经济管理学院

其他要求
跨专业修读本专业的研究生需自学运筹学、供应链管理、大数据技术原理与应用等

补修课程，补修课程不计学分，不统一排课。

备注：按照入学时英语成绩,把有关研究生分成 A、B 两类,A 类免修不免考。具体分类方法和确

定名单由培养办公布。

学位点负责人：汪传旭 学院主管院长：於军 分委员会主席：严伟

六、必修环节
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2学分。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至少需参加 6 次校内外学术讲座

或学术会议。由导师负责考核。

七、科研和学位论文要求

科研要求：各一级学科可依据实际情况制定不低于学校的要求。

学位论文要求：

开题报告：第二学期末或第三学期初，由学科组织，包括资格审核等，具体要求见

相关文件；

中期考核：第三学期末，由学科具体组织；

预答辩、答辩：第六学期。具体要求见学校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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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会计学/财务管理）

学科专业名称（中文）： 会计学/财务管理 ；（英文）： Accounting / financial management

专 业 代 码： 120201/1202Z1 ； 学位授权类别： 管理学

一、学科简介

上海海事大学会计学和财务管理属于工商管理一级学科下的二级学科。会计学学科创建

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我国较早开展会计学高等教育的院校之一。在邓志铮、朱梦熊等老

一辈教授的带领及后辈们数十年的努力，本学科在会计学领域尤其是水运会计方面取得了丰

硕的成果，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专家学者、企事业单位高级管理人员和政府高级公务员，在交

通运输行业和相关产业部门具有较高的知名度。1996年会计学学科取得硕士学位授予权，

2012年取得财务管理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目前，本学科有张川、邵瑞庆、李国民、万立

全、王晓琳、章雁、罗韵轩、巫珊玲、曾秋根、李丹、陈辉发、王静、殷红、冯展斌、顾春

霞等导师。该硕士点研究领域十分广泛，包括财务会计、管理会计、公司理财、税务、审计

等多个专业方向，其中在物流运输和港口航运领域的研究最具实力。

会计学/财务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学习年限为 3年，需修完 30学分（英语为 A/B类研究

生），完成一篇符合要求的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遵循现代高等教育规律，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培养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良好的职业操守，刻苦的钻研精神和高度的

社会责任感；身体健康；具备坚实的会计与财务管理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与技能，了

解和掌握本专业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和发展动态；精通一门外语；熟练使用计算机；能理论

联系实际，综合运用各学科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具有较强的实际操作能力、科研能力

和创新能力的高层次复合型会计和财务管理人才。

学生毕业后能够胜任政府部门、社会机构、会计师事务所、工商企事业单位尤其是物

流运输和港口航运领域的财务、会计、审计部门的综合管理工作，也可在高等院校或科研院

所从事相关的研究或管理工作，并具有继续深造的学术基础。

三、主要研究方向

二级学科

名称

研究方向名

称
主 要 研 究 内 容

会计学

财务会计
财务会计的相关理论与方法，包括会计要素、会计确认与计量、会计

规范、财务报告的理论与实务等。

理财学
公司理财的相关理论和方法，包括资产与证券价值评估、筹资与投资

决策、风险管理以及跨国公司财务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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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会计
管理会计的相关理论与方法，包括管理会计的基本假设与研究范式、

战略成本管理、作业成本管理、全面预算等。

审计学
审计规范体系、审计风险与审计方法、审计报告、审计责任与审计计

划等领域的理论与方法。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理

论与实务

资本经营、财务战略、综合分析等理论，各种假说差异，国内外最新

研究成果和发展，实证研究。

管理会计理

论与实务

战略成本动因、战略业绩评价、企业社会责任与绩效、企业社会责任

与财务行为等。

公司治理与

风险管理

公司治理结构、公司治理与财务行为、企业财务风险与经营风险、企

业内部控制体系等。

资本市场财

务研究

投融资管理、并购、资本结构与公司融资、股票与债券定价、股利与

股利政策、营运资本管理。

四、学习年限与学分要求

学术型硕士：学制 3年，最长学习年限 5年。总学分：27学分，其中课程学分不少于

25学分，必修环节（学术活动）2学分。原则上 1学分 16学时。

五、课程设置

课程类

别
课程代码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 课

单 位

公共学

位课

（ 5 学

分）

2011203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32 2 一二
马克思主义学

院

20112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6 1 一
马克思主义学

院

20072003 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 16 1 一 经济管理学院

23082998
英语（2选1）

学术英语 16 1
一二 外国语学院

23082997 综合英语 16 1

学位基

础课

（ 8 学

分）

20072023 财务与会计学科研究前沿 32 2 三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017 计量经济学 32 2 一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103 管理思想精要 32 2 一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007 会计学 财务会计理论 32 2 一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006 财务管理 财务管理理论与方法 32 2 一 经济管理学院

专

业

学

会

计

学

20072132 论文写作指导（必修） 16 1 二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006 财务管理理论与方法 32 2 一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101 管理会计理论 32 2 一 经济管理学院

23072021 审计理论与方法 32 2 一 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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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

课

（

8学

分）

20072123 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 16 1 二 经济管理学院

财

务

管

理

20072132 论文写作指导（必修） 16 1 二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007 财务会计理论 32 2 一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101 管理会计理论 32 2 一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117 资本市场理论与实务 32 2 一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099 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 16 1 一 经济管理学院

专

业

选

修

课

（4

学

分）

会

计

学

20072090 资本市场理论与实务 16 1 二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099 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 16 1 一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079 税收筹划研究 16 1 二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032 财务报表与企业经营分析 16 1 一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086 运输企业财务与会计 16 1 二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091 资产评估理论与实务 16 1 二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068 会计信息系统与大数据分析 16 1 二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120 成本管理理论与方法 16 1 二 经济管理学院

23072001 财务与估值 Finance and Evaluation 32 2 二 经济管理学院

23072022 商业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 16 1 一 经济管理学院

财

务

管

理

20072111 审计理论与方法 16 1 二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120 成本管理理论与方法 16 1 二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123 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 16 1 二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032 财务报表与企业经营分析 16 1 一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086 运输企业财务与会计 16 1 二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091 资产评估理论与实务 16 1 二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068 会计信息系统与大数据分析 16 1 二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079 税收筹划研究 16 1 二 经济管理学院

23072001 财务与估值 Finance and Evaluation 32 2 二 经济管理学院

23072022 商业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 16 1 一 经济管理学院

必修环

节
学术活动与专题讨论会 6次 2

跨学科

补修备

选课程

补修课 1：《中级财务会计》推荐学习网址：https://www.icourse163.org/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中级财务会计》，高艳茹主编，互联网+应用创新型会计系列教材，

高等教育出版社（2021 年）；中级财务会计学（第七版），张维宾主编，立信会计出版社（2023

年）；

补修课 1：《财务管理》推荐学习网址：https://www.icourse163.org/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财务管理学，李君、苏浩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23 年）；《财

务管理学》（第八版），荆新、王化成、刘俊彦主编，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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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要

求

备注：公共英语免修（不免考）相关政策见《上海海事大学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公共英语课程教学管理规

定》。

六、必修环节

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2学分。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至少需参加 6 次校内外学术讲座

或学术会议。由导师负责考核。

七、科研和学位论文要求

科研要求：实地经验研究主要通过学校组织的企业访问、实例分析、企业家演讲，以及

到企业从事短期工作实践等多种方式来实施。具体采取导师推荐、自行联系等方式到大型企

业的财务、会计、审计等部门进行调研；实证经验研究主要通过国泰安、巨潮等财经类数据

库、运用 SPSS 和 Stata 等数据分析软件，构建模型并进行相关实证结果分析；参加导师主

持的本学科相关的各类科研项目的调研、数据处理、研究报告撰写、包括参与导师的教材著

作编审等工作；参加各类本学科相关的国内外学术会议、研究生论坛、学科竞赛等学术活动

或发表学术论文等来获取科研能力。

学位论文要求：不得低于《上海海事大学博士、硕士学位审核授予工作细则》的规定。

学位论文选题应该围绕会计学或财务管理的研究方向加以展开，研究深度应达到学术型硕士

研究生论文的质量要求，学位论文开题、中期考核、答辩等环节要求参照相关文件执行。

学位点负责人：曲林迟 学院分管院长：於军 分委员会主席：郑玉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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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

学科专业名称（中文）： 工商管理 ；（英文）：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专 业 代 码： 1202(120202/120203/120204) ； 学位授权类别： 管理学

一、学科简介

上海海事大学工商管理一级学科硕士点是上海海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主要硕士学科

之一。上海海事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使命是培养在全球海运与物流产业具有显著竞争力的明

日商界领导者，愿景是成为以海运经济与管理、供应链管理为专长的精英商学院。因此，工

商管理一级学科硕士点的定位是培养有坚实工商管理理论基础的海运与物流产业管理人才，

目标是为中国海运与物流产业输出优秀的后备管理人才，成为海运与物流产业领先学科。目

前，工商管理一级学科已形成鲜明的专业特色，并在国内外具有较为广泛的影响力。上海海

事大学工商管理一级学科硕士点下设企业管理、技术经济与管理、旅游管理和会计学四个二

级学科。本培养方案主要包括企业管理、技术经济与管理、旅游管理二级学科的培养方案。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主要培养具有高尚的道德情操、良好的敬业精神、刻苦的钻研作风、扎实的基础

理论知识和独立科研能力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企业管理专业注重 21世纪现代服务业发

展的前沿课题研究，注重现代运输和物流等行业，培养掌握企业提高核心竞争力、建立和完

善现代企业制度以及丰富现代管理理论，具有坚实基础的管理创新人才。技术经济及管理专

业培养具有以港航、物流、海洋为特色的技术经济及管理领域，具有比较坚实的经济、管理

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业知识，能够胜任政府、企业的技术创新管理、项目可行性研究、项目

技术经济分析与评价等工作，也能够承担科研和教学工作的高层次人才。旅游管理专业主要

培养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和较强的创新能力，掌握旅游管理专业知识和技能，能在旅游企业

管理与创新、海洋旅游开发与规划、邮轮旅游与邮轮经济等领域从事咨询、规划、管理、教

学和研究等工作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

三、研究方向

二级

学科
主要研究方向 主要研究内容

企业

管理

港航企业战略与

公司治理

研究侧重于港航企业如何进行公司治理和战略管理，提高成本效

率，借助竞争战略理念，提升企业的竞争优势。

航运服务营销创

新与供应链管理

研究侧重以服务市场需求为中心的航运港口物流等现代服务企

业的市场营销与供应链管理活动的理论及方法；服务供应链管理

心理行为的决策机制，以及数字化智能化航运服务企业创新创业

管理等前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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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

现代物流

企业管理

研究交通运输企业管理的基本理论、方法与第三方航运物流业的

基本特点相结合，主要体现在交通运输与航运物流产业的企业经

营与运营管理。

航运人力资源管

理

研究侧重于航运企业组织如何通过人力资源的规划和获取、配

置、激励、发展、维护来保持竞争优势。

技术

经济

与管

理

港航项目评价与

投资决策

技术经济评价理论方法；港航项目财务评价、国民经济评价、社

会评价、环境影响评价、后评价；技术经济管理；港航产业规划

与政策；运输网络规划与管理，运输一体化，运输布局及其调整；

航运项目管理、港航企业管理。

港航创新与创业

管理

港航创新创业的大数据开发与新技术应用研究，港航创新管理的

基本现象、特征及其规律研究；创业管理的特征及其规律研究，

绿色创新与技术创新管理理论及方法研究等。

海洋科技文化产

业管理

数字化与智能化技术在海洋科技与文化产业管理中的多元价值

评估研究，港口航运物流与海洋文化产业的科技政策规划，海洋

文化旅游资源与产品的开发管理，海洋科技和海洋文化产业规划、

设计与评价管理理论及方法等。

旅游

管理

邮轮旅游与游艇

经济管理

研究邮轮旅游和邮轮经济的产业发展战略、政策和法规，邮轮港

口、邮轮公司和邮轮市场等邮轮产业链各要素及管理运营的理论

和方法等。

海洋旅游规划与

旅游企业创新管

理

海洋旅游产业发展特征和规律，海洋旅游资源评价保护、产品开

发与管理及可持续发展，也涵盖陆地水域和滨水旅游规划和游艇

经济经营管理，探讨旅游企业管理前沿和新领域交叉融合的理论

和方法。

四、学习年限与学分要求

学术型硕士：学制 3 年，最长学习年限 5 年。总学分：27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不少于

25 学分，必修环节（学术活动）2 学分。原则上 1学分 16 学时。

五、课程设置(硕士)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 程 名 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开 课

单 位

公共学位

课（5 学

分）

2011203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与实践研究
32 2 一二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12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6 1 一 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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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003 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 16 1 一 经济管理学院

23082998 英语

（2选 1）

学术英语 16 1
一二 外国语学院

23082997 综合英语 16 1

基础学位

课

（8学分）

23072003 工商管理经典名著文献阅读 16 1 一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016 计量经济学 48 3 一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103 管理思想精要 32 2 二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028 学科研究前沿 32 2 三 经济管理学院

专业学位

课

（8学分）

20072132 论文写作指导（必修） 16 1 二 经济管理学院

23072004
模

块

一

管理研究方法 16 1 二 经济管理学院

22072003 统计分析与软件应用 32 2 一 经济管理学院

23072002 港航公司治理 32 2 二 经济管理学院

23072005 服务营销管理与创新 32 2 一 经济管理学院

23072025
模

块

二

定量分析与决策方法 32 2 二 经济管理学院

22072003 统计分析与软件应用 32 2 一 经济管理学院

23072006 项目评价理论与方法 32 2 一 经济管理学院

23072007 创新创业管理 32 2 二 经济管理学院

23072004
模

块

三

管理研究方法 16 1 二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127 海洋旅游开发与管理 32 2 二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136 邮轮游艇业经营管理 32 2 二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131 旅游服务管理与创新 32 2 二 经济管理学院

专业选修

课

（4学分）

20072138

模

块

一

战略决策与控制 16 1 二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110 人力资源管理专题研究 16 1 一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065 航运管理与创新 16 1 二 经济管理学院

23072008 管理哲学 16 1 二 经济管理学院

23072009 商务实验与案例写作 16 1 三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084 模

块

二

项目管理 32 2 二 经济管理学院

23072010 海事文献精读与写作 32 2 二 经济管理学院

23072011 数据挖掘与 Python 实践 32 2 二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078 模

块

三

水上旅游管理与创新 32 2 二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077 生态旅游理论与方法 16 1 二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030 GIS 与区域经济分析 16 1 二 经济管理学院

必修环节

（2学分）
学术活动与专题讨论会 6次 2 经济管理学院



107

跨学科补

修备选课

程

对有必要加强基础的学生，在导师指导下确定 2-3 门补修课程，不计学分。

补修课 1：《组织行为学》推荐学习网址：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SQ4y1K7Mt?p=1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2-5种）：

[1][美]斯蒂芬·罗宾斯（Stephen P. Robbins)，组织行为学（第 18版）（工商管理经

典译丛），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21年版。

[2]编写组，组织行为学，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年版。

补修课 2：《消费行为学》推荐学习网址：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ba4y1V779/?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
click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2-5种）：

[1]（美） 戴维 L.马瑟斯博，消费者行为学(原书第 13版)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
年版。

[2]卢泰宏 周懿瑾，消费者行为学：洞察中国消费者（第 4版），中国人民大学出

版社， 2021年版。

其他要求

备注：按照入学时英语成绩,把有关研究生分成 A、B两类,A 类免修不免考。具体分类方法和确

定名单由培养办公布。

学位点负责人： 曲林迟 学院主管院长： 於军 分委员会主席：郑玉香

六、必修环节

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2学分。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至少需参加 6 次校内外学术讲座

或学术会议。由导师负责考核。

七、科研和学位论文要求

科研要求：不低于学校的要求。

学位论文要求：

开题报告：第二学期末或第三学期初，由学科组织，包括资格审核等，具体要求见

相关文件；

中期考核：第三学期末，由学科具体组织；

预答辩、答辩：第六学期。具体要求见学校文件。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SQ4y1K7Mt?p=1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ba4y1V779/?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ba4y1V779/?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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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学科专业名称（中文）： 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

（英文）： Power Engineering and Engineering Thermal Physics

专业代码： 0807 ； 学位授权类别： 工学

一、学科简介（300 字左右）

上海海事大学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一级学科学位授予点涵盖制冷及低温工程、热能工

程、动力机械及工程、工程热物理等四个二级学科。以船舶运输及海洋技术为主线形成了包

括“能源储存技术及应用”、“航运清洁能源技术”、“冷藏运输技术”、“传热传质及工程应用”

等成果突出、特色鲜明的研究方向。现有专业教师 37 人，其中教授 15 人（含博导 9人），

副教授 16 人。实验装备条件良好，科研仪器先进。拥有教育部航运仿真工程中心、冷热高

效利用实验室和热能与动力工程创新基地。学术团队获得上海市“教育先锋号”、上海市五

四青年奖章集体、上海市浦东新区新能源创新单位等称号。

本学位授予点人才培养效果显著，为社会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到目前为止培养研究生

600 多人；获上海市优秀硕士学位论文 3篇，获全国交通科技大赛一等奖、全国制冷空调大

赛一等奖、全国节能减排科技竞赛与社会实践一等奖等各类奖项 70 多项。

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和成果已广泛应用于交通、工业、农业和国防等众多领域，推动人类

社会的能源利用与现代动力技术的发展。

二、培养目标（300 字左右）

1．具有爱国主义精神和高度社会责任感、良好的科研道德和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

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勇于创新的工作作风；

2．掌握动力工程及工程热物理学科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教宽厚的专业知识，受到良

好的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训练，掌握学科相关领域的实验操作能力，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

具有熟练的计算机应用能力；

3．具有较好的理解、接受、表达及学术交流能力；

4．品行优良、身心健康，主动适应创新型国家建设。

三、主要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名称 主 要 研 究 内 容

制冷及低温工程

制冷与空调的节能、蓄能技术

制冷系统的自动控制及热工性能测试

船舶低温储运技术

船舶制冷技术及应用

制冷系统的计算机模拟技术及强化传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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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热制冷及海水淡化技术

热能工程

余热利用技术

能源存储技术

能源利用中的强化传热

新能源技术

动力机械及工程

动力装置振动噪声控制技术

内燃机废气排放控制技术

动力机械故障诊断与维修技术

船舶柴油机余热利用技术

工程热物理

强化传热传质及节能技术

多孔介质传热传质

微尺度传输机理与特性

界面现象与相变换热

四、学习年限与学分要求

学术型硕士：学制 3 年，最长学习年限 5 年。总学分：27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不少于

25 学分，必修环节（学术活动）2学分。原则上 1 学分 16 学时。

五、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 课

单 位

公共学位

课（5 学

分）

2011203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与实践
32 2 一二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12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6 1 一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012036 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 16 1 一 商船学院

23082998 英语

（2选1）

学术英语 16 1
一二 外国语学院

23082997 综合英语 16 1

学位基础

课（8 学

分）

23102001 矩阵理论 32 2 一 理学院

23102004 数值分析 48 3 二 理学院

20012038 高等工程热力学 48 3 一 商船学院

专业学位

课

（8学分）

20012035 论文写作指导（必修） 16 1 二 商船学院

23012015
计算流体力学及数智分

析（必修）
32 2 一 商船学院

20012028 能源动力学科研究前沿 32 2 一 商船学院

20012040
2 选 1

高等流体力学 48 3 一 商船学院

20012039 高等传热学 48 3 一 商船学院

专业选修 20012041 电气控制及 PLC 应用 32 2 一 商船学院

https://mmc.shmtu.edu.cn/2024/0229/c4846a229983/page.htm
https://mmc.shmtu.edu.cn/2024/0229/c4846a229983/page.htm
https://mmc.shmtu.edu.cn/2024/0229/c4846a229983/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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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4学分）

20012045 新能源技术 32 2 二 商船学院

23012013 结构有限元分析 32 2 一 商船学院

20012047
油液检测技术及故障诊

断
32 2 一 商船学院

20012057
新能源与船舶节能技术

（双语）
32 2 二 商船学院

20012050 太阳能光热利用 32 2 一 商船学院

20012051 太阳能光伏技术 32 2 二 商船学院

20012052 制冷空调节能技术 32 2 二 商船学院

20012053 保温技术 32 2 二 商船学院

20012054 储能技术（双语） 32 2 二 商船学院

20012055
吸收式制冷及热泵（双

语）
32 2 二 商船学院

23012018
燃料电池系统概述（双

语）
16 1 二 商船学院

20012023 数值传热学 32 2 二 商船学院

22102010 微分方程数值解 48 3 二 理学院

22102027 最优控制理论 48 3 二 理学院

23012019 碳中和能源技术 32 2 二 商船学院

24012003
船舶余冷余热综合利用

节能技术
32 2 二 商船学院

24012004 多孔介质流体传递理论 32 2 二 商船学院

必修环节

(2学分)
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 6次 2

跨学科补

修备选课

程

对有必要加强基础的学生，在导师指导下确定 2-3 门补修课程，不计学分。

补修课 1：《传热学》推荐学习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XJTU-1003741001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

1、杨世铭,陶文铨.传热学(第四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王秋旺,曾敏.传热学要点与解题.西安:西安交大出版社,2006.

3、霍尔曼.传热学.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

补修课 2：《工程热力学》推荐学习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SJTU-1002535024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

1、童钧耕,王丽伟,叶强.工程热力学（第六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

2、沈维道,童钧耕.工程热力学（第五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3、童钧耕等．工程热力学学习辅导与习题解答（第三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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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2017.

补修课 3：《工程流体力学》推荐学习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DUT-1002750017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

1、刘宏升，孙文策.工程流体力学(第六版).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22.

2、丁祖荣.流体力学（第 3 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3、赵存有.工程流体力学（第 2 版）.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16.

4、闻德荪，王玉敏，黄正华，马金霞.工程流体力学（水力学）第 4 版.北京：高

等教育出版社，2020.

5、刘宏升，高等流体与气体动力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21.

其他要求

备注：公共英语免修（不免考）相关政策见《上海海事大学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公共英语课程教

学管理规定》。

六、必修环节

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2学分。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至少需参加 6 次校内外学术讲座

或学术会议。由导师负责考核。

七、科研和学位论文要求

科研要求：

参照《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学位授予成果要求》执行

学位论文要求：

学位论文是硕士生基础理论知识和科学研究能力的具体体现，是硕士生培养质量的重要

标志，是培养研究生凝练科学问题、发挥创新力、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能力的主要环节。学位论文的评阅、答辩和学位申请与授予等工作按《中华人民共

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和上海海事大学学位授予相关条例实施：包括不仅限于《上海

海事大学硕士学位论文选题、开题及撰写的有关规定》、《上海海事大学学位论文与摘要的统

一要求》、《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中期考核及筛选办法》、《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检

结果处理办法（试行）》、《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相似度检测实施暂行办法》等；

开题报告：

第二学期末或第三学期初，由学科组织，包括资格审核等，具体要求见相关文件；

中期考核：

第三学期末，由学科具体组织；

预答辩、答辩：

第六学期。具体要求见学校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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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工程(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载运工具运用工程)

学科专业名称（中文）：交通运输工程（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载运工具运用工程）；

（英文）：Communic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 (Traffic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and

Control /Vehicle Operation Engineering)

专 业 代 码： 082302/082304 ； 学位授权类别： 工学硕士

一、学科简介

上海海事大学商船学院交通运输工程专业主要包括载运工具运用工程和交通信息工程

及控制 2个学科。载运工具运用工程学科于 2003年 9月获得博士学位授予权，主要涉及船

舶运用工程。船舶运用工程主要研究船舶的运行品质、可靠性与安全性、与交通环境的相互

影响以及船舶的检测维修等理论和技术，以适应重载、高速和高效船舶以及安全水上运输发

展的需要，同时研究海洋结构物的运行效能、可靠性与安全性，以及研究为交通物流系统、

海洋工程系统创造良好的管理与制度环境。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学科于 2005年 10月获得博

士学位授予权，主要侧重于水上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主要研究水上交通控制与管理，海上

交通模拟和环境评价，海上通信工程以及智能船舶系统等。涉及交通运输信息系统理论与技

术，交通信息采集、传输与处理技术，交通系统建模、仿真、性能分析预评估理论与技术，

海上通信系统理论与技术，船舶通信导航理论与技术等相关领域。

学科拥有一艘 4.8万吨级远洋教学实习船，设有“航运技术与控制工程交通行业重点实验室”

和“上海智能海事搜救与水下机器人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一批研究基地，设有“国家级航

海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和“航海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中心”等实验教学中心。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培养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职业

道德，具备人文社会科学素养，有较强的事业心和合作精神，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

务的交通运输工程方面的专业人才。

1. 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热爱祖国，遵纪

守法，具有严谨求实的科学作风和和积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敬业、奉献

精神。

2. 适应科学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掌握本学科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

识，了解本学科前沿发展动态，具有较强实践与创新能力，能综合运用本学科领域

所学专业知识和技能解决实际问题。

3. 熟练掌握应用一门外国语，具备熟练阅读本专业外文资料，开展本专业领域国际交

往与交流的能力。

三、主要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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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名称 主 要 研 究 内 容

海事安全与保障技术

人因工程与海事调查、海上应急与搜救、港口航道及复杂水

域船舶交通流状况与安全控制、关键水域航行安全预警与应

急处置、船舶航行安全风险评价与决策、海上航路选择与航

运能效控制等

船舶货运与安全管理
海事公约与法规、船舶安全与管理、船舶适航性评价、船舶

结构与配载、航海仿真、气象导航等

智能航行理论与技术

智能船舶定位与组合导航、航行态势感知、航行数字孪生、

航路与航速优化、智能了望与避碰系统、智能引航与靠离泊、

远程驾驶、自主驾驶等

航运系统信息与控制
水上交通态势感知、智能助导航技术与系统、智慧海事监管

系统、航运系统韧性理论等

四、学习年限与学分要求

学术型硕士：学制 3 年，最长学习年限 5 年。总学分：27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不少于

25 学分，必修环节（学术活动）2 学分。原则上 1学分 16 学时。

五、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 课

单 位

公共学位

课（5 学

分）

2011203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与实践
32 2 一二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12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6 1 一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012022 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 16 1 一 各学院

23082998 英语

（2选1）

学术英语 16 1
一二 外国语学院

23082997 综合英语 16 1

学位基础

课（8 学

分）

23012001
交通运输研究前沿（必

修）
16 1 一 商船学院

23012002 交通运输工程学（必修） 32 2 一 商船学院

智能计算理论与应用 32 2 二 商船学院

高等工程数学 64 4 一 理学院

23102003 运筹学 48 3 一 理学院

专业学位

课

（8学分）

20012006 论文写作指导（必修） 16 1 二 商船学院

23012003
航运大数据技术（双语）

(必修)
32 2 一 商船学院

23012004 水上交通流理论（必修） 32 2 二 商船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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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12005 航海电子系统 32 2 一 商船学院

23012006 船舶安全系统工程学 32 2 二 商船学院

23012007 虚拟现实与航海仿真 32 2 二 商船学院

23012008 航海数学建模与可视化 32 2 一 商船学院

专业选修

课

（4学分）

20012012 信号与图象处理（双语） 32 2 一 商船学院

20012014 航路学 32 2 二 商船学院

20012017 现代船舶管理（双语） 32 2 二 商船学院

20012018 海洋环境学（双语） 32 2 二 商船学院

20012019 航运物联网 32 2 二 商船学院

20012020 海上通信现代化 32 2 二 商船学院

必修环节

(2学分)
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 6次 2

跨学科补

修备选课

程

对有必要加强基础的学生，在导师指导下确定 2-3 门补修课程，不计学分。

补修课 1：《船舶值班与避碰》推荐学习网址：

http://mooc1.chaoxing.com/course/95984239.html?headFid=25417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船舶值班与避碰》，出版社：大连海事大学，2021 年

补修课 2：《航海学》推荐学习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WHUT-1001863002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航海学》，出版社：上海浦江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2017

年

补修课 3：《船舶操纵》推荐学习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DLMU-1003469013?tid=1471412452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船舶操纵》，出版社：上海交通出版， 2012 年

其他要求

备注：公共英语免修（不免考）相关政策见《上海海事大学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公共英语课程教

学管理规定》。

六、必修环节

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2学分。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至少需参加 6 次校内外学术讲座

或学术会议。由导师负责考核。

七、科研和学位论文要求

科研要求：至少满足《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学位授予成果要求》中规定的 2 个成果分要

求。

学位论文要求：

开题报告：第二学期末或第三学期初，由学科组织，包括资格审核等，具体要求见相关

文件；

中期考核：第三学期末，由学科具体组织；

预答辩、答辩：第六学期。具体要求见学校文件。

http://mooc1.chaoxing.com/course/95984239.html?headFid=25417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WHUT-1001863002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DLMU-1003469013?tid=1471412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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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言文学

学科专业名称（中文）： 外国语言文学 ；（英文）： Foreig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专 业 代 码： 050201 ； 学位授权类别： 文学

一、学科简介

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按照一级学科授予

硕士学位，下设“语言学”、“翻译学”和“文学”三个方向。“语言学”方向侧重理论语言

学（功能语言学、英汉对比、认知神经语言学及转换生成语法等）、社会语言学（语言政策

与语言规划、国别与区域等）、应用语言学（二语习得、二语写作等）研究和商务英语研究

（国际贸易、国际航运物流、海事法规英语等 ESP 研究）；“翻译学”方向注重中外翻译理论、

翻译史、应用翻译研究、翻译认知、翻译技术研究，同时注重与学校海事特色的结合，聚焦

海事语言口笔译、会议翻译以及其他相关海事语言能力的研究； “文学”方向侧重作家作

品研究、文学批评理论、中外文化对比、希腊罗马神话、比较文学等研究。

二、培养目标

精通一门外语，较熟练地掌握第二外语；系统、深入地掌握本学科方向的专业知识，

了解本学科的现状、发展动态和国际学术研究的前沿；初步了解国际海事、航运相关领域知

识；具备进行外国语言文学学术研究能力；能够关注国际海事、航运领域中语言使用、文化

交流相关问题，并开展应用性研究；学会用外语讲好中国故事，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具有社

会责任意识，展现新时代大学生综合素质。

三、主要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名称 主 要 研 究 内 容

语言学

语言学（功能语言学、英汉对比、认知神经语言学及转换生成语法等）、

社会语言学（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国别与区域等）、应用语言学（二

语习得、二语写作等研究）、商务英语研究（国际贸易、国际航运物流、

海事法规英语等 ESP 研究）

翻译学
中外翻译理论、翻译史和应用翻译研究、海事语言口笔译、翻译认知、

翻译技术研究等

文学
作家作品研究、文学批评理论、中外文化对比、希腊罗马神话、比较文

学等研究

四、学习年限与学分要求

学术型硕士：学制 3 年，最长学习年限 5 年。总学分：28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不少于

26 学分，必修环节（实践和学术活动）2 学分。原则上 1 学分 16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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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开课人

公共学位

课（6 学

分）

2011203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2 2 一二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12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6 1 一 马克思主义学院

23082022 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 16 1 一 外国语学院

23082009 外语（一） 32 2 一 外国语学院

学位基础

课（8 学

分）

23082003 语言学研究前沿 32

2

一 外国语学院

23082026 翻译学研究前沿 32 二 外国语学院

20082015 英语文学研究前沿 32 二 外国语学院

05021001 当代语言学 32 2 一 外国语学院

05021003 翻译概论 32 2 二 外国语学院

05021002 文学导论 32 2 一 外国语学院

专业学位

课

（8学分）

23082031 论文写作指导 16 1 二 外国语学院

24082005 二语习得概论 16 1 三 外国语学院

23082030 现代句法学 32 2 一 外国语学院

ENGL7104 社会语言学 32 2 三 外国语学院

20082041 ESP及话语分析 32 2 二 外国语学院

05021080 高级笔译 32 2 二 外国语学院

05021026 中西译论比较 32 2 二 外国语学院

20081004 翻译批评 32 2 三 外国语学院

24082006 语料库翻译学概论 16 1 二 外国语学院

23082032 英美作家作品论 16 1 一 外国语学院

20082013 当代英国小说 32 2 三 外国语学院

05021128 英美诗歌 32 2 三 外国语学院

20082018 文学批评理论 32 2 一 外国语学院

专业选修

课

（4学分）

ENGL7106 英汉对比与翻译 32 2 一 外国语学院

24082001
人工智能辅助英语写

作与英汉互译研究
32 2 一 外国语学院

24082004 语言数据分析 32 2 一 外国语学院

23082029 对比语言学 32 2 一 外国语学院

24082002 认知神经语义学 32 2 二 外国语学院

05511001 国际航运英语与翻译 32 2 二 外国语学院

23082017 维多利亚小说 32 2 二 外国语学院

20062037 高级航运管理 32 2 二 交通运输学院

23062005 国际航运中心理论与

实践

16 1 一 交通运输学院

20062021 海运供应链管理 32 2 二 交通运输学院

20092011 航海概论 32 2 一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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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2023 海上货物运输法 48 3 一 法学院

20092048 合同法 32 2 二 法学院

必修环节

（2学分）

学术活动与专题讨论

会
6次 2

跨学科补

修备选课

程

对有必要加强基础的学生，在导师指导下确定 2-3 门补修课程，不计学分。

补修课 1：《语料库语言学》推荐学习网址：

https://higher.smartedu.cn/course/6260b203f29a9e60d0f26a98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语料库与话语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19）、《语料库语言学导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3）、《语料库语言

学中的统计分析实用指南》（重庆大学出版社，2022）。

补修课 2：《外国文学史》推荐学习网址：

https://higher.smartedu.cn/course/65a9aba8bb5c5a80255f7e01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外国文学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23）、《外

国文学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其他要求

六、必修环节

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2学分。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至少需参加 6 次校内外学术讲座

或学术会议。由导师负责考核。

七、科研和学位论文要求

科研内容：按照《上海海事大学博士、硕士学位审核授予工作细则》执行，鼓励学生参

与学院科研团队项目。

成果要求：按照《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学术成果认定办法》执行，鼓励学生在 SSCI、

CSSCI 索引期刊发表中英文文章，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参加研究生学科竞赛等。

学位论文要求：学位论文原则上用汉语撰写。具体要求参照《外国语学院学硕学位论文

统一规范》执行。

开题报告：第三学期初，由学位点组织，包括资格审核等，具体要求参照《上海海事大

学博士、硕士学位审核授予工作细则》和《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和中期考核管

理办法》执行。

中期考核：第三学期末，由学位点具体组织，具体要求参照《上海海事大学博士、硕士

学位审核授予工作细则》和《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和中期考核管理办法》执行。

预答辩、答辩：第六学期。具体要求参照《上海海事大学博士、硕士学位审核授予工作

细则》执行。

学位点负责人：李华东 学院分管院长：蒋哲杰 分委员会主席：张滟

https://book.jd.com/publish/%E5%A4%96%E8%AF%AD%E6%95%99%E5%AD%A6%E4%B8%8E%E7%A0%94%E7%A9%B6%E5%87%BA%E7%89%88%E7%A4%BE_1.html
https://book.jd.com/publish/%E5%A4%96%E8%AF%AD%E6%95%99%E5%AD%A6%E4%B8%8E%E7%A0%94%E7%A9%B6%E5%87%BA%E7%89%88%E7%A4%BE_1.html
https://book.jd.com/publish/%E5%8C%97%E4%BA%AC%E5%B8%88%E8%8C%83%E5%A4%A7%E5%AD%A6%E5%87%BA%E7%89%88%E7%A4%BE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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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语言文学（日语语言文学）

学科专业名称（中文）： 日语语言文学 ；（英文）： Japanese linguistics and Literature

专 业 代 码： 050205 ； 学位授权类别： 文学

一、学科简介

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日语语言文学专业硕士点开始于 2013年，主要培养方向为日

语语言文化研究，包括日语语言本体研究、汉日对比研究、社会语言学、应用语言学视角的

研究以及语言文化、文学的研究。研究生导师都获国内或日本知名大学的硕士或博士学位，

都具有日本留学或访学经历，在日语语言学及日本文学领域取得了扎实的研究成果，特别是

在日语语用学、文化语言学、第二语言习得、偏误研究、日汉语言对比研究、日本文学研究

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近五年来，出版专著 2部，国内外学术期刊上发表学术论文五十多篇，

主持、参与各类项目十多项。

本专业的培养方向及课程设置注重硕士专业研究基础的培养，注重理论和实践相结合，

注重语言应用和语言环境相关联，注重语言应用与社会文化等跨学科交叉学习与研究。

二、培养目标（300 字左右）

通过学习，使研究生掌握扎实的日语语音、语法、词汇等方面的语言基础知识；具备一

定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能够在不同的语境下进行有效的交流；熟悉日本社会和文化，了解日

本语言使用的社会和文化背景；具备研究日语语言学的能力，能够运用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对

日语进行研究；具备独立思考、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能够开展独立的研究项目；具备良

好的语言表达和写作能力，能够撰写高质量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具备终身学习和自我提

升的能力，能够不断跟进学术研究和行业发展的最新动态。把研究生培养成为具有中国情怀、

国际视野、人文素养，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文化交流、教育与研究等部门所需要的综合型人

才。

三、主要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名称 主 要 研 究 内 容

日语语言学
普通语言学（功能语言学、汉日对比、认知语言学、语用学）、应用语言学

（社会语言学、二语习得、日语教育）等

四、学习年限与学分要求

学术型硕士：学制 3 年，最长学习年限 5 年。总学分：27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不少于

25 学分，必修环节（学术活动）2 学分。原则上 1学分 16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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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设置(硕士)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学院

公共学位

课（5 学

分）

2011203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2 2 一二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12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6 1 一 马克思主义学院

23082022 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 16 1 一 外国语学院

23082998 学术英语 英语

2选1

16 1
一二 外国语学院

23082997 综合英语 16 1

基础学位

课

（8学分）

23082003 语言学研究前沿 32 2 二 外国语学院

05021125 日语语法学概论 32 2 一 外国语学院

20082035 高级翻译 32 2 三 外国语学院

05021002 文学导论 32 2 二 外国语学院

专业学位

课

（8学分）

23082004 论文写作指导 16 1 二 外国语学院

05021034 日语应用语言学 32 2 一 外国语学院

08231081 日语语用学 32 2 二 外国语学院

23082005 汉日语言对比研究 16 1 二 外国语学院

08231083 第二语言习得 32 2 二 外国语学院

专业选修

课

（4学分）

23082023 中国古典文学 32 2 二 外国语学院

05021035 日语认知语言学 32 2 二 外国语学院

20082004 日语经典文献阅读 32 2 三 外国语学院

05021133 日本文化研究 32 2 三 外国语学院

23082006 日语语音学 32 2 三 外国语学院

23082007 日语史专题研究 32 2 三 外国语学院

23082008 日语教育 32 2 二 外国语学院

必修环节

（2学分）

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

会
6 次 2

跨学科补

修备选课

程

对有必要加强基础的学生，在导师指导下确定 2-3 门补修课程，不计学分。

补修课 1：《日语语言学概论》推荐学习网址：

https://moocs.unipus.cn/course/3101/reviews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

《新日本语学入门》，庵功雄，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5 年

《日本語文法演習 話し手の気持ちを表す表現》，三枝令子・中西久実子，

スリーエーネットワーク，2003年

补修课 2：《语料库语言学》推荐学习网址：

https://higher.smartedu.cn/course/6260b203f29a9e60d0f26a98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

《语料库与话语研究》（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9）

《语料库语言学导论》（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23）

《语料库语言学中的统计分析实用指南》（重庆大学出版社，2022）

其他要求

https://book.jd.com/publish/%E5%A4%96%E8%AF%AD%E6%95%99%E5%AD%A6%E4%B8%8E%E7%A0%94%E7%A9%B6%E5%87%BA%E7%89%88%E7%A4%BE_1.html
https://book.jd.com/publish/%E5%A4%96%E8%AF%AD%E6%95%99%E5%AD%A6%E4%B8%8E%E7%A0%94%E7%A9%B6%E5%87%BA%E7%89%88%E7%A4%BE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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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公共英语免修（不免考）相关政策见《上海海事大学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公共英语课程

教学管理规定》。

六、必修环节

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2学分。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至少需参加 6 次校内外学术讲座

或学术会议。由导师负责考核。

七、科研和学位论文要求

科研内容：按照《上海海事大学博士、硕士学位审核授予工作细则》执行，鼓励学生参

与学院科研团队项目。

成果要求：按照《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学术成果认定办法》执行，鼓励学生在 SSCI、

CSSCI 索引期刊发表中英文文章，参加国内外学术会议，参加研究生学科竞赛等。

学位论文要求：学位论文原则上用汉语撰写。具体要求参照《外国语学院学硕学位论文

统一规范》执行。

开题报告：第三学期初，由学位点组织，包括资格审核等，具体要求参照《上海海事大

学博士、硕士学位审核授予工作细则》和《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和中期考核管

理办法》执行。

中期考核：第三学期末，由学位点具体组织，具体要求参照《上海海事大学博士、硕士

学位审核授予工作细则》和《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和中期考核管理办法》执行。

预答辩、答辩：第六学期。具体要求参照《上海海事大学博士、硕士学位审核授予工作

细则》执行。

学位点负责人：李华东 学院分管院长：蒋哲杰 分委员会主席：张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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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

学科专业名称（中文）： 数学 ；（英文）： Mathematics

专 业 代 码： 0701 ； 学位授权类别： 理学

一、学科简介

上海海事大学数学学科于 2019 年获数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下设基础数学、应

用数学、计算数学 3个二级学科方向和智能算法与数据科学 1个交叉学科方向。

上海海事大学数学学科拥有一支教学水平高、科研能力强、年龄结构合理的师资队伍，

现有专任教师 55 人，其中，教授 9人，副教授 19 人，博士生导师 1人，硕士生导师 23 人，

具有博士学位教师 47 人。经过多年的建设和发展，形成了分析与方程、代数与数论、科学

计算、图论与优化及其应用、智能算法与数据科学等主要研究方向。近 5 年承接 16 项国家

级科研项目，经费达 691.51 万元，发表 SCI 论文 139 余篇，ESI 高被引论文 7 篇，出版教

材、专著 18 余部，获省部级奖 11 项。配有“数学建模”等实验室。目前已培养 92 名研究

生，就业方向为高校、银行、证券、港航、大数据研发中心等部门。

二、培养目标

本学位点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适应国家与社会发展需要的研究型、应用型高层次

数学专门人才，与港航相关领域深度融合的交叉人才。具体目标为：

1. 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理论成果，热爱祖国，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培养具有满足国家与地方经济建设需求的创新人才；

2. 具有坚实的数学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门知识，了解数学学科及在港航相关领域新的

发展前沿，掌握研究方向的基本理论、基本研究方法和技巧，初步具备独立科学研

究能力、自学能力、数学及在港航相关领域的应用能力和合作与交流的能力；

3. 较为熟练地运用一门外语阅读本学科专业文献和撰写学术论文；

4. 身心健康，持之以恒，具有家国情怀，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深厚的人文素养。

三、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名称 主 要 研 究 内 容

基础数学
李理论与表示理论；常微分方程与动力系统；偏微分方程及其应用；算子

代数与算子理论等

应用数学
微分方程数值解；生物数学；编码与密码学；计算机辅助几何设计；物流

模型及优化等

计算数学
反问题的计算；矩阵分析与科学计算；计算物理与数值分析；图论和组合

数学等

智能算法与数

据科学

智能优化算法；机器学习；大数据分析；时间序列分析；统计学等，特色

内容：智慧港口的优化决策，物流网络优化决策，航运大数据分析，海事

数据分析、港口数据分析，物流供应链建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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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习年限与学分要求

学术型硕士：学制 3 年，最长学习年限 5 年。总学分：27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不少于

25 学分，必修环节（学术活动）2 学分。原则上 1学分 16 学时。

五、课程设置(硕士)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 课

单 位

公共学位

课（5 学

分）

2011203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2 2 一二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12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6 1 一 马克思主义学院

23102010 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 16 1 一 理学院

23082998 英语

（2选1）

学术英语 16 1
一二 外国语学院

23082997 综合英语 16 1

学位基础

课

（8学分）

23102011 现代分析 48 3 一 理学院

23102012 代数学基础 48 3 一 理学院

23102013 几何与拓扑 48 3 一 理学院

23102018
机器学习（神经网络）

基础
48 3 二 理学院

专业学位

课

（8学分）

23102019 论文写作指导（必修） 16 1 二 理学院

23102014 泛函分析 48 3 一 理学院

23102020 算子代数基础 48 3 二 理学院

23102021 动力系统 48 3 二 理学院

23102022 K理论 48 3 二 理学院

23102015 交换代数 48 3 二 理学院

23102023 复半单李代数 I 64 4 一 理学院

23102024 复半单李代数 II 64 4 二 理学院

23102025 李超代数 32 2 三 理学院

23102016 现代常微分方程 48 3 一 理学院

23102026 生物数学原理 48 3 二 理学院

23102029 偏微分方程 48 3 二 理学院

23102030 偏微分方程数值解 48 3 二 理学院

24102003 现代数值分析 48 3 一 理学院

23102031 矩阵计算 48 3 二 理学院

23102032 组合矩阵论 32 2 二 理学院

23102033 图论及其应用 32 2 二 理学院

23102034 高等数理统计 48 3 二 理学院

23102035 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 32 2 二 国际航运研究中心

23102036
Python 优化与统计应

用
48 3 三 理学院

23102037 回归分析 48 3 二 理学院

24102004 C*-代数分类基础 48 3 三 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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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选修

课

（4学分）

23102039 C*-代数的表示理论 32 2 三 理学院

23102040 模李代数 32 2 三 理学院

23102041 Kac-Moody代数 48 3 三 理学院

23102042
无限维李代数的最高

权表示
48 3 三 理学院

24102005 量子群 32 2 三 理学院

23102027
时滞微分方程稳定性

与分支理论
48 3 三 理学院

23102028 反应扩散方程 32 2 二 理学院

23102044
孤立子理论与可积系

统
32 2 三 理学院

23102045 水波理论 32 2 三 理学院

23102046
微分方程在生命科学

中的应用
32 2 三 理学院

23102047 数学物理中的反问题 32 2 三 理学院

23102048 代数图论选讲 32 2 三 理学院

23102049
统计模拟（蒙特卡洛）

方法理论和应用
48 3 二 理学院

23102050 随机分析 32 2 三 理学院

23102051 现代密码算法概论 32 2 二 理学院

23102052 数据分析与软件应用 32 2 三 理学院

23102053 模糊集引论 32 2 三 理学院

23102054 运筹学选讲 32 2 三 理学院

24102001 港航 AIS 大数据 16 1 三 理学院

必修环节

（2学分）
23102055

学术活动与专题讨论

会
6次 2

跨学科补

修备选课

程

对有必要加强基础的学生，在导师指导下确定 2-3 门补修课程，不计学分。

基础数学

补修课 1：《近世代数》

推荐学习网址：

1.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344y1K7Y7/?spm_id_from=333.337.sear

ch-card.all.click

2.http://www.icourses.cn/sCourse/course_5968.html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2-5 种）：

1.《抽象代数学》（第二版），姚慕生 编著，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2.《近世代数》（第三版）韩士安，林磊，杜荣 编著，科学出版社出版，2023。

3.《近世代数引论》，冯克勤，李尚志等编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18。

4.《近世代数》，丘维声编著，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2015。

5.《简近世代数》，杨子胥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

补修课 2：《实变函数》

推荐学习网址：无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2-5 种）：

1.《实变函数与泛函分析基础》（第四版），作者：程其襄，张奠宙等， 出版社：

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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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实变函数》，作者：周性伟等，出版社：科学出版社。

3.《实变函数论》，作者：周民强，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补修课 3：《泛函分析》

推荐学习网址：无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2-5 种）：

1.《实变函数与泛函分析基础》（第四版），作者：程其襄，张奠宙等，出版社：高

等教育出版社。

2.《泛函分析》，作者：孙炯，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3.《泛函分析讲义》，作者：张恭庆等，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应用数学

补修课 1：《常微分方程》

学习网址：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Tr4y1w7Ef/?spm_id_from=333.788.recomm

end_more_video.1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

1.王高雄，周之铭，朱思铭，王寿松，《常微分方程》（第四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

2.张锦炎,冯贝叶,《常微分方程几何理论与分支问题》(第 2 次修订本)，北京大学

出版社，2000。

3.王鸿业，《常微分方程及 Maple 应用》，科学出版社，2018。

4.Lawrence Perko,《Differential Equations and Dynamical Systems》, Springer，

2006。

补修课 2：《数学物理方程》

学习网址：

数学物理方程_北京交通大学_中国大学 MOOC(慕课) (icourse163.org)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

1.谷超豪等,《数学物理方程》(第 4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23。

2.谭忠，《偏微分方程—现象、建模、理论与应用》，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3.薛定宇，《薛定宇教授大讲堂（卷Ⅴ）：MATLAB 微分方程求解》，清华大学出版社，

2020。

4.李大潜，周忆著，李亚纯 译著,《Nonlinear Wave Equations》，上海科学技术

出版社，2018.

计算数学

补修课 1：《数学软件实践》

推荐学习网址：

https://mooc1.chaoxing.com/mooc-ans/mycourse/teachercourse?moocId=24103

1716&clazzid=92897563&edit=true&v=0&cpi=116488901&pageHeader=0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

1.喻文健等 译. Matlab 数值计算,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6 年。

2.Cleve B. Moler, Numerical Computing with MATLAB, SIAM Press, 2004。

补修课 2：《数值分析》

推荐学习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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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nation.chaoxing.com/courseinfo?courseid=9609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

1.曾繁慧, 胡行华. 数值分析, 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 2021 年。

智能算法与数据科学

补修课 1：《REINFORCEMENT LEARNING AND OPTIMAL CONTROL》

推荐学习网址：

web.mit.edu/dimitrib/www/RLbook.html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2-5 种）：

教材：

1.[美]德梅萃·P. 博赛卡斯（Dimitri P. Bertsekas）. 强化学习与最优控制,

清华大学出版社,北京,2020,ISBN：9787302540328。

参考资料：

1.[加]Richard S. Sutton（理查德·桑顿）, [美]Andrew G. Barto（安德鲁·巴

图） 著,俞凯等译,强化学习（第 2版），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9.9,

ISBN:9787121295164。

2.张伟楠,沈键,俞勇.动手学：强化学习,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22,

ISBN:9787115584519。

补修课 2：《Logistics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推荐学习网址：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2-5 种）：

教材：

1.Simchi-Levi, David, Xin Chen, and Julien Bramel. The Logic of Logistics:

Theory, Algorithms, and Applications for Logistics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2nd ed. New York, NY: Springer, 2004. ISBN: 9780387221991。

参考资料：

1.Lemm, Jeffery M. Handbook in Operations Research and Management Science.

Vol. 4, Logistics of Production and Inventory. Edited by S. C. Graves, A.

H. G. Rinnooy Kan, and P. H. Zipkin. Amsterdam, Netherlands: North Holland

Publishing, 1993. ISBN: 9780444874726。

2. Graves, S. C., and A. G. De Kok, eds. Handbook in Operations Research

and Management Science. Vol. 11,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Amsterdam,

Netherlands: Elsevier Publishing Company, 2003. ISBN: 9780444513281.3。

3.Simchi-Levi, David, S. David Wu, and Zuo-Jun Shen, eds. Handbook of

Quantitative Supply Chain Analysis: Modeling in the E-Business Era. New

York, NY: Springer, 2004. ISBN: 9781402079528。

其他要求

备注：公共英语免修（不免考）相关政策见《上海海事大学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公共英语课程教

学管理规定》。

六、必修环节

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2学分。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至少需参加 6次校内外学术讲座

或学术会议。由导师负责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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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科研和学位论文要求

1. 科研要求：

发表（含接收）一篇中文核心期刊及以上期刊论文，或按学校《学位授予成果要求》获

得 1 分，如果未发表（含接收）核心期刊论文需要参加盲审。

2. 学位论文要求：

（1）论文选题

研究生在撰写论文前，需在导师的指导下广泛阅读文献资料，了解研究方向的历史、现

状和发展趋势，以此确定学位论文题目。论文的选题要切实反映本学科领域近期的研究成果，

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或有自己独特的见解，有一定的理论价值或应用价值。

（2）论文开题

硕究生应在第三学期末确定学位论文题目，通过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并制定出学位论文

工作计划。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包括：课题研究目标、研究方法、研究思路、内容框架、撰写

计划、创新点、研究难点、预期成果以及相关的参考书目和文献资料。 开题报告应组织 3

名相关学科教师进行评审，为公开性报告。对评议不通过者给予警告，一个月后可复审一次，

仍不通过者，将建议延期毕业。

（3）中期考核

学院在第四学期末开展中期考核。包含三个方面的考核：①是否修满了学分；②是否有

投稿论文；③对论文进展情况进行阶段性报告和中期考核，以保证论文按进度完成。中期考

核需组织 3名及以上的一级学科高级职称教师听取进展报告并进行评议。对评议不通过者给

予警告，一个月后可复审一次，仍不通过者，将建议延期毕业。

（4）预答辩、答辩：

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完教学培养计划规定的内容，完成课程学习和必修环节，成绩合

格者，在完成学位论文并经指导教师初审、1-2 名高级职称教师复审认可后，进行校内预答

辩，校内预答辩通过或者修改通过后，方可组织学位论文答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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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程

学科专业名称（中文）：机械工程；（英文）：Mechanical Engineering

专业代码：080200；学位授权类别：工学硕士

一、学科简介

机械工程是上海海事大学的传统特色优势学科，现拥有机械工程一级学科硕士点，机械

电子工程、机械设计及理论和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3个二级学科硕士点，其中机械设计及理

论学科于 1981年获得全国首批硕士学位授予权，2002年被定为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机械

工程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是以相关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为理论基础，紧密依托国内

外著名的港口机械和物流装备企业及研究机构，从事机械结构和机构设计、新产品研发、产

品健康监测与安全评估以及相关领域的理论与试验研究等。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机械电子工程、

机械设计及理论和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现有研究生实践基地 19个，其中国家级研究生实

践基地 1个、上海市研究生实践基地 1个，为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提供了充足的实践平台。

拥有一支年富力强的师资队伍，包括上海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及上海市级人才等。

本学科以航运装备、港航装备作为学科研究主线，培育出属于自己的品牌专业服务于社

会，为我国航运事业的发展、上海国际航运中心、临港新片区的建设输送了大量的人才，深

受广大用人单位的认可。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学术硕士着眼于机械工程领域的科学技术进步，旨在培养从事物流装备领域内的

设计制造、技术开发、应用研究的复合型、高层次港航技术人才。具体培养目标为：

1. 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具有国

家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遵纪守法，

品行端正，具备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具有良好的学术素养和职业道

德。

2. 掌握机械工程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深入系统的专业知识，了解物流装备、海洋工

程、先进制造等领域的技术现状与前沿发展趋势，具备良好的创新素质、复合的知识结构和

知识信息获取能力，具有从事本学科领域内的科学研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

3. 具有良好的表达交流能力和团队精神，能够阅读本领域的外语资料和文献。

三、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名称 主 要 研 究 内 容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液传动与控制技术

微纳功能器件设计与检测技术

物料搬运技术及其自动化

物流与海洋装备智能控制

机械设计及理

论

起重机械现代设计理论与方法

机构学及设计自动化

现代物流技术与智能物流装备

海洋装备绿色节能设计及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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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制造及其

自动化

制造技术及理论

制造过程智能监控理论及方法

智能制造

物流与海洋装备绿色环保与节能制造工艺

四、学习年限与学分要求

学术型硕士：学制 3年，最长学习年限 5年。总学分：27学分，其中课程学分不少于

25学分，必修环节（学术活动）2学分。原则上 1学分 16学时。

五、课程设置(硕士)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课

单位

公共学位

课（ 5 学

分）

2011203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m in China

32 2 一二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12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Dialectics of Nature
16 1 一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022110
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

Scientific Ethics and
Academic Norms

16 1 一 物流工程学院

23082998
英语

（2选1）

学术英语

Academic
English

Communication

16 1

一二 外国语学院

23082997
综合英语

Synthetical
English

16 1

基础学位

课

（8学分）

23022002

机械工程学科研究前沿

（必修）

Research Frontiers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16 1 一 物流工程学院

23022001

先进制造与智能制造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nd Intelligent
Manufacturing

32 2 一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46
工程可靠性

Reliability Engineering
32 2 一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40
机械优化设计

Mechanical Optimization
Design

32 2 一 物流工程学院

23102004
数值分析（必修）

Numerical Analysis
48 3 二 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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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02001
矩阵理论（必修）

Matrix Theory
32 2 一 理学院

专业学位

课

（8学分）

20022005
论文写作指导（必修）

Thesis Writing Guidance
16 1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3022048
机械振动

Mechanical Vibrations
32 2 一 物流工程学院

23022049
现代控制理论

Modern Control Theory
32 2 一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39

工程信号处理及应用

Theory and Application of
Engineering Signal

Processing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3022003

起重机械金属结构原理与

分析

Metal Structure Principle
and Analysis of Hoisting

Machinery

32 2 一 物流工程学院

23022004
计算机控制技术

Computer Control
Technology

32 2 一 物流工程学院

23022050 CAD/CAM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45
机械故障诊断理论及方法

Theory and Method for
Mechanical Fault Diagnosis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3022005
机构分析与综合

Analysis and Synthesis of
Mechanisms

32 2 一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48
机械系统动力学仿真

Simulation of Mechanical
Dynamics System

32 2 一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49
激光制造技术基础

Laser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Foundation

32 2 一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50
工程弹性力学

Engineering Elasticity
32 2 一 物流工程学院

专业选修

课

（4学分）

20022051
港口与海洋装备案例课程

Case Course for Port and
Marine Equipment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52
结构高等分析

Structural Advanced
Analysis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53
电液控制技术

Electrical and Hydraulic
Control Technology

32 2 一 物流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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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2054
模态实验与分析技术

Modal Experiment and
Analysis Technology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55
时间序列与系统动态分析

Time Series and System
Dynamic Analysis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56
虚拟样机技术

Virtual Prototyping
Technology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57
先进制造与算法

Advanced Manufacturing
and Algorithms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58
机电系统仿真与设计

Simulation and Design of
Electromechanical System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59
机器学习和数据挖掘

Machine Learning and Data
Mining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60
多体系统动力学

Flexible Multibody System
Dynamics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61
结构有限元分析

Finite Element Analysis of
Structure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62

计算结构力学及软件应用

Computational Structural
Mechanics and Software

Application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63
机械仿真技术

Mechanical Simulation
Technology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64
物流装备

Logistics Equipments
32 2 一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66
MATLAB工程应用

Engineering Applications
with MATLAB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67

机械零件选材与失效分析

Material Selection and
Failure Analysis of
Machinery Parts

32 2 一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68

装卸机器视觉及其应用

Machine Vision and
Application for Logistical

Machine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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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2069
物流设备远程控制技术

Remote Control Technology
for Logistical Machine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70
工业现场总线技术

Industrial Field-Bus
Technology

32 2 一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71
中华传统治国智慧

Wisdom of Traditional
Chinese Governance

32 2 二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052054
创新管理

Innovation Management
32 2 二

经济管理学院

必修环节 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 6次 2

跨学科补

修备选课

程

对有必要加强基础的学生，在导师指导下确定 2-3 门补修课程，不计学分。

补修课 1：《工程测试技术基础》推荐学习网址：中国大学MOOC，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HUST-1003395003?from=searchPage&outVendor=z
w_mooc_pcssjg_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2-5种）：

①郭宝龙闫允一朱娟娟吴宪祥.《工程信号与系统》高等教育出版社.
②王松林郭宝龙《信号与线性系统分析（第 4版）电子教案》.高等教育出版社.
③宝龙陈生潭冯宗哲等.《信号与系统网络课程》高等教育出版社.

补修课 2：《制造工艺基础》推荐学习网址：中国大学MOOC，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SJTU-1207397803?from=searchPage&outVendor=zw
_mooc_pcssjg_

《制造技术基础训练》推荐学习网址：中国大学MOOC，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BIT-1456681162?from=searchPage&outVendor=zw_
mooc_pcssjg_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2-5种）：

①朱平.《制造工艺基础》，机械工业出版社.
②施江澜，赵占西.《材料成形技术基础》第 3版，机械工业出版社.
③卢秉恒.《机械制造技术基础》第 3版，机械工业出版社.

补修课 3：《机械设计》推荐学习网址：中国大学MOOC，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NWPU-17001?from=searchPage&outVendor=zw_m
ooc_pcssjg_

《形象思维与工程语言（含工程图学）》推荐学习网址：中国大学MOOC，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SJTU-1003740001?from=searchPage&outVendor=z
w_mooc_pcssjg_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2-5种）：

①《机械设计》(第十版)，濮良贵、陈国定、吴立言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②《机械设计作业集》(第四版)1、2册，李育锡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③形象思维与工程语言，杨培中、赵新明、宋健，高等教育出版社.

其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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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公共英语免修（不免考）相关政策见《上海海事大学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公共英语课程教

学管理规定》。

六、必修环节

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2学分。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至少需参加 6次校内外学术讲座

或学术会议。由导师负责考核。

七、科研和学位论文要求

科研要求：按照《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学位授予成果要求》执行。

学位论文要求：

开题报告：第二学期末或第三学期初，由学科组织，包括资格审核等，具体要求见相关

文件；

中期考核：第三学期末，由学科具体组织；

预答辩、答辩：第六学期。具体要求见学校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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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工程

学科专业名称（中文）： 电气工程 ；（英文）： Electrical Engineering

专业代码： 080800 ； 学位授权类别： 工学硕士

一、学科简介

电气工程学科是研究电磁领域的客观规律及其应用技术的学科，其涵盖的主要内容包括

电磁形式的能量、信息的产生、传输、控制、处理、测量及其相关的系统运行、设备制造等

技术，是现代科技领域中的核心学科和关键学科。

本学科于 1987年获得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硕士点授予权，2018年获得电气工程一级学

科博士点授予权，是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本学科硕士点现有四个研究方向，设有交通部航

运技术与控制工程重点实验室、电力传动与控制研究所等科研机构。本学科以港口、船舶、

航运与海洋工程为特色，积极开展船舶电力推进系统、港航运输设备电力传动控制系统、新

能源开发与电源变换技术、智能化港航系统状态监测、故障诊断与容错控制技术、船舶电力

系统控制与优化等方面的研究。

二、培养目标

1. 培养能融会贯通数理知识和专业知识，追踪船舶电气化、新能源化、智能化、船岸

信息一体化发展趋势和前沿技术，具有一定国际化视野与创新意识，具备从事船舶

电气科学研究、开发、设计及其控制等工作能力的电气工程人才。

2. 培养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四项基本原则，热爱祖国，

热爱人民，遵纪守法，品德高尚，具有强烈的事业心和敬业精神，积极为祖国的现

代化建设服务的德才兼备的专业人才。

3. 培养具有良好的学风、严谨的治学态度、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掌握坚实的学科基

础理论和深入系统的专业知识，能够独立解决港航电气等领域的专业技术难题，具

有较强的独立从事科学研究工作能力的高级科技人才。

三、主要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名称 主 要 研 究 内 容

电力电子与海洋新能

源电能变换

研究电力电子变流技术在海洋新能源及电能质量控制等领域的应用，港

口、船舶大功率电力传动装置的变频控制技术和系统集成技术等。

船舶电力推进与水下

机器人

研究船舶电力系统控制与优化，船舶电力推进及其系统，深海潜水器电力

推进、故障诊断与容错控制技术。

机电系统安全控制与

智能化

研究港航装备机电系统信息融合，健康管理与安全控制，智能化与自动化，

物联网与工业大数据技术。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
研究电力系统控制与可靠性，电力系统优化与智能控制技术，分布式电力

系统及其并网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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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习年限与学分要求

学术型硕士：学制 3 年，最长学习年限 5 年。总学分：28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不少于

26 学分，必修环节（学术活动）2 学分。原则上 1学分 16 学时。

五、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开 课

单 位

公共学位

课（5 学

分）

2011203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
32 2 一二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12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6 1 一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022110 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 16 1 一 各学院

23082998 英语

（2选1）

学术英语 16 1
一二 外国语学院

23082997 综合英语 16 1

学位基础

课（9 学

分）

23022007 电气工程技术前沿 32 2 一二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33 线性系统理论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3102004 数值分析 48 3 二 理学院

23102001 矩阵理论 32 2 一 理学院

专业学位

课

（9学分）

20022005 论文写作指导（必修） 16 1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04 工程电磁场 32 2 二 理学院

20022006 最优控制 32 2 一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07 现代运动控制系统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08 现代电力电子技术 32 2 一 物流工程学院

专业选修

课

（3学分）

20022010 DSP基本原理与应用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09 非线性控制系统 32 2 一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11 现代电源技术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12 电力电子建模与控制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13 新能源发电与电能变换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14 功率半导体驱动和应用 16 1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15 智能控制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16 电力系统建模与控制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17 现代电力系统分析 32 2 一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18 智能故障诊断与容错控制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19 系统辨识与自适应控制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20 现代电路理论与分析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21 电力电子与传动系统仿真 32 2 一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22 交流电机的分析与设计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23 现代特种电机 16 1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3022051 电机故障诊断 16 1 一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24 电磁测量技术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25 层析成像技术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26 PLC系统与网络技术 32 2 一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28 水下机器人导论 32 2 一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32 机器学习及应用 32 2 一 物流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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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2030 先进传感器和仪表系统 16 1 一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31
基于数字成像的仪器仪表

技术
16 1 一 物流工程学院

23022008 算法导论 32 2 一 物流工程学院

23022009 智能信息处理及应用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必修环节 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 6 次 2

跨学科补

修备选课

程

对有必要加强基础的学生，在导师指导下确定 2-3 门补修课程，不计学分。

补修课 1：《自动控制系统》推荐学习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HUST-1001531001?tid=1472007458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2-5 种）：《自动控制原理》（第 3版）,孙亮，高等教育

出版社，2011 年；《自动控制原理》，胡寿松，科学出版社，2016 年；《自动控制原

理》，程鹏，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

补修课 2：《电力拖动控制系统》推荐学习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HRBEU-1002932001?tid=1472347474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2-5 种）：《电力传动控制系统——运动控制系统》，汤

天浩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 年；《电力传动控制系统（上册：基础篇）》，汤

天浩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 年；《电力拖动自动控制系统——运动控制系统

（第 4 版）》，阮毅、陈伯时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 年；《电力拖动自动控制

系统——运动控制系统（第 3 版）》，陈伯时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年；《电

力拖动控制系统》，马志源主编，科学工业出版社，2004 年。

补修课 2：《电力电子技术》推荐学习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HIT-1002540001?tid=1450417504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2-5 种）：《电力电子技术（第 5版）》，王兆安、刘进军主编，

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年；《现代电力电子技术》，林渭勋编，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6 年。

其他要求

备注：公共英语免修（不免考）相关政策见《上海海事大学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公共英语课程教

学管理规定》。

六、必修环节

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2学分。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至少需参加 6 次校内外学术讲座

或学术会议。由导师负责考核。

七、科研和学位论文要求

在科研内容方面，应深入探索电气领域的核心技术与创新应用，积极参与课题组的相关

科研项目，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行业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撑和技术支持。

在成果要求方面，参与境外研学，发表一篇与研究方向相关的学术论文，或参加研究生

学科竞赛等，应满足《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学位授予成果要求》的基本规定。

在学位论文方面，选题应具有创新性和实用性，研究深度要体现学术价值，能够推动电

气学科的发展；论文篇幅和结构应符合学术规范，内容应详实、论证应严谨，字数达 3万字

左右；同时，所有要求需严格遵循学校相关规定，确保学术质量与学位授予的严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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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系统与应用

学科专业名称（中文）： 人工智能系统与应用 ；

（英文）：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Systems and Applications

专业代码： 1201Z8 ； 学位授权类别： 管理学

一、学科简介

人工智能系统与应用是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下自主设置的二级学科，学位类型为全

日制学术型硕士学位。作为一个复杂性新兴交叉学科，本学科是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一级学

科的重要应用领域，是以人工智能技术为基础、以实现智能管理为目标的智能制造、智能控

制、智能规划、智能运营等管理理论和智能工程技术的总称。本学科具有学科跨度大、交叉

性强、理论与应用导向并重等特征，整合计算机学科与管理学科资源，与具体行业和应用领

域紧密结合。本学科培养具有扎实学科理论和应用技术基础，了解中国国情、具有国际视野

的科研创新和智能工程技术人才。

本学科现有教师 22人，其中，教授 8人，副教授 6人，讲师 8人，多数教师具有海外

学习研究经历，近五年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及省部级重要科研项目

近百项，完成了大量政府及企业的研究型和应用型课题，在国内外重要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

百余篇，多项成果获省部级科研成果奖。

二、培养目标

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培养掌握坚实宽广的理论基础和

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具备从事基础前沿研究、解决实际问题和开展交叉创新应用的能力，

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高层次复合型人才。

1. 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拥护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遵纪守法，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事业心，以及很好的创新意识和团队精神，愿为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贡献力量。

2. 具有坚实的管理科学和人工智能领域基础理论知识和专业技能，深入了解本领域的

发展方向，系统掌握相关研究领域的理论、技术和方法，具备多学科交叉的知识体系和学习

能力，能够快速获取跨学科知识和共性技术并综合运用。

3. 具有“需求导向、学科交叉、系统集成、国际视野”的发展理念，以及独立的科学

研究、自主学习和综合应用能力，能够运用多学科理论技术快速解决人工智能工程管理与工

程技术等领域实践问题。

三、主要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名称 主 要 研 究 内 容

智能制造装备与系统 针对高端装备制造业转型升级过程中的关键技术装备、建模与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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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制造过程、数据集成与处理、运行优化与管理等问题的人工

智能技术、系统与应用。主要包括：（1）面向产品全生命周期的

多耦合跨尺度运行机理；（2）面向多源制造数据融合的人工智能

技术与系统；（3）基于物联网的制造过程智能云服务。

协同制造供应链控制与优化

针对先进装备制造业中的供应链协同管理机制、智能管控、可视

化等问题的人工智能技术、系统与应用。主要包括：（1）面向高

动态性生产系统优态运行的管理决策与控制；（2）面向制造业企

业的数字化供应链智能管控系统；（3）基于大数据分析和人工智

能技术的动态生产供应链可视化。

供应链智能管理与系统

针对全球供应链中的多主体治理、协同运营以及风险管理等问题

的人工智能技术、系统与应用。主要包括：（1）以供应链治理为

牵引的人工智能技术与系统；（2）面向供应链协同运营的人工智

能技术与系统；（3）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供应链风险管理。

智慧港航运营与管理

针对港航运作与管理中的精细化管理、智能计划与调度以及设备

自主作业等问题的人工智能技术、系统与应用。主要包括：（1）

面向绿色港航和精细化治理的大数据分析；（2）港航运营智能建

模与算法，即基于智能建模技术以及人工智能优化算法等；（3）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的设备自主作业与运行。

四、学习年限与学分要求

学术型硕士：学制 3年，最长学习年限 5年。总学分：27学分，其中课程学分不少于

25学分，必修环节（学术活动）2学分。原则上 1学分 16学时。

五、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 课

单 位

公共学位

课（ 5 学

分）

2011203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与实践
32 2 一二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12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6 1 一 马克思主义学院

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 16 1 一 各学院

23082998 英语

（2选1）
学术英语 16 1

一二 外国语学院
23082997 综合英语 16 1

学位基础

课（ 8 学

分）

20022094
学科研究前沿（必修）

Frontiers in Disciplinary
Research

16 1 一 物流工程学院

23022031
系统工程与管理方法

Systems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Methods

16 1 一 物流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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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22032
Python机器学习

Python Machine
Learning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3022033
统计学习方法

Statistical Learning
Methods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3022034
人工智能模型与理论

Models and Theori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32 2 一 物流工程学院

专业学位

课

（8学分）

20022005
论文写作指导（必修）

A guide to writing a
research paper

16 1 一 物流工程学院

23022036

智能调度优化算法

Optimization Algorithm
for Intelligent
Scheduling

16 1 一 物流工程学院

23022037

智能装备系统建模与仿

真

Intelligent Equipment
System Modeling and
Simulation

32 2 一 物流工程学院

23022038

供应链智能规划

Intelligent Planning of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32 2 一 物流工程学院

23022039
数据分析与运营

Data Analysis and
Operation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专业选修

课

（4学分）

23022040
智能交通系统规划

Models and Theorie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16 1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3022041
物联网技术概论

Introduction to Internet
of Things Technology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3022042
供应链大数据分析

Big Data Analysis of
Supply Chain

32 2 一 物流工程学院

23022043
知识系统

Knowledge System
16 1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3022044
港口运营智能优化

Intelligent Optimization
of Port O peration

16 1 二 物流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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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22045
智慧港航物流系统管理

Smart Port and Logistics
System Management

16 1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3022046
离散数学

Discrete Mathematics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必修环节 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 6次 2

跨学科补

修备选课

程

对有必要加强基础的学生，在导师指导下确定 2-3 门补修课程，不计学分。

补修课 1：《系统工程与管理方法》

推荐学习网址：https://www.dxzy163.com/view/index5966.html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2-5种）：

汪应洛编. 系统工程（第 5版）[M].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16.
孙东川, 孙凯, 钟拥军著. 系统工程引论（第 4版）[M].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9.
Alexander Kossiakoff等著, 王英勋等译. 系统工程原理与实践（第 2版）[M]. 北

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 2021.

补修课 2：《统计学习方法》

推荐学习网址：https://www.dxzy163.com/view/index14959.html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2-5种）：

徐国祥. 统计预测和决策[M]. 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 2023.
李航著. 统计学习方法（第 2版）[M].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9.
Allen B.Downey著, 许杨毅译. 贝叶斯思维[M]. 人民邮电出版社, 2015.
李舰, 海恩. 统计之美(人工智能时代的科学思维) [M]. 电子工业出版社, 2019.

其他要求

备注：公共英语免修（不免考）相关政策见《上海海事大学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公共英语课程教

学管理规定》。

六、必修环节

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2学分。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至少需参加 6次校内外学术讲座

或学术会议。由导师负责考核。

七、科研和学位论文要求

研究生应积极参与导师主持的相关科研项目，争取发表相关学术论文，积极参加研究生

学科竞赛。

硕士学位论文开题、中期考核、答辩等环节要求参照相关文件执行。

硕士学位论文的基本论点、结论和建议，应围绕人工智能系统与应用方向展开，具有一

定的学术价值。论文内容应体现出作者具有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已掌握科学

的研究方法和较熟练的技能，应具有新的见解，不少于 50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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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科学与工程

学科专业名称（中文）： 控制科学与工程 ；（英文）： Control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专 业 代 码： 0811 ； 学位授权类别： 工学

一、学科简介

本学科于 2000年 12月获批“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检测技术与自动化装置”两个二

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点，2001年开始招生。2019年获批“控制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硕士

点，2020年正式以一级学科招生。本学位点依托“物流工程与管理”上海高校高峰学科、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港航电力传动与控制工程”重点学科、航运技术与控制工程交通运输行

业重点实验室、智能港口物流交通运输行业协同创新平台、自动化码头技术交通运输行业研

发中心等，紧密结合航运、港口、物流等海事特色行业的科技发展需求进行学位点建设，形

成了系统工程、控制理论与控制工程、模式识别与智能系统、物流装备检测与自动化等四个

相对稳定且在国内外港航物流领域具有较高社会影响的培养方向。

本学科现有专任教师知识结构、年龄结构、学缘结构以及专业技术职务结构合理。学科

拥有控制理论、过程控制、船舶多模式自动化电站、船舶电力推进、港航混合动力、港航检

测技术、智慧港口物联网国际联合实验室等实验室。

二、培养目标

（1）培养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纪守法、品德良好、身心健康，具有

良好科研道德和敬业精神，具有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德、智、体、能全面发

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2）熟悉学校的航运、物流、海洋特色，以自动化码头、港航物流、智能船舶等行业

特色领域为背景，以学生专业知识的掌握与应用等能力培养为目标，培养知晓本学科的研究

现状及发展趋势，了解本学科的前沿理论、技术和研究方法，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

专业知识，能够从事在港航、物流等领域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工程设计和管理等高层次

专业人才。

（3）以提高研究生的国际竞争力为目标，培养具有开阔的国际视野、创造性的思维，

能够熟练进行学术交流和论文写作的国际复合型人才。

三、主要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名称 主 要 研 究 内 容 研究生导师

系统工程

1）港航物流系统设计与优化。研究港航物流系统进行规划、

设计、评价和优化。

2）港航物流数据采集与分析。研究港航物流数据的采集技

术和大数据分析技术等。

苌道方、梁承姬、

范勤勤、许波桅、

余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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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港航物流系统仿真、虚拟现实与科学可视化。研究港航

物流分析、建模、可视化等。

控制理论与控

制工程

1）复杂系统控制与优化：智能控制、智能优化等理论和方

法，及其在船舶控制工程、电力系统控制与优化中的应用。

2）港航机电设备控制：控制理论、电磁测量理论与过程层

析成像技术、机器视觉理论与方法在港航等领域中的应用。

3）协同调度与控制：港口设备协同调度、自动化码头 AGV

协同调度与控制、AGV协同编队、无人控制系统设计等。

王锡淮、施伟锋、

肖健梅、何敏、张

思全、张艳、许媛

媛、贺俊吉、范红、

虞旦、李波、赵云

鹤、徐寿林、姚海

庆等

模式识别与智

能系统

1）模式识别理论与技术人工神经网络、深度学习、群智能

与智能信息处理技术、优化理论与方法、图像分析与识别

技术。

2）机器学习与视觉感知：机器学习理论与方法、视觉感知

与导航、视觉信息智能处理、目标检测与跟踪。

3）智能系统与大数据分析：智能系统中的数据分析，大数

据模型与系统，智慧港口物流系统、智慧港口供应链系统。

李朝锋、刘阳、符

修文、陈信强、付

广华、鲜江峰等

物流装备检测

与自动化

1）港航物联网协同感知：多源异构信息的采集、检测与控

制的物联网构建；港口动态监控与虚拟堆场构建技术等。

2）物流装备检测：物流装备数据采集、信号处理与分析的

理论和方法，物流装备状态识别与趋势分析、在线运维。

3）船舶与港口设备控制：港航物流装备综合电力系统一体

化双层多目标协同控制技术；新能源能量控制与优化方法、

无线能量传输技术、物流装卸关键设备协同控制和优化技

术等。

4）港航物流装备自动化：基于新能源的船舶、港口装卸关

键设备及其自动化技术；船舶电力推进技术；物流装备自

动化与智能化技术等

杨勇生、徐为民、

高迪驹、黄细霞、

王建华、朱瑾、薛

圻蒙、牛王强、刘

志全、王宇澄、张

依恋、郑翔、杨平、

白洪芬、鲍春腾等

四、学习年限与学分要求

学术型硕士：学制 3年，最长学习年限 5年。总学分：27学分，其中课程学分不少于

25学分，必修环节（学术活动）2学分。原则上 1学分 16学时。

五、课程设置

课程类

别

课程

代码
课 程 名 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学

期

开 课

单 位

公共

学位课
2011203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与实践
32 2 一 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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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学
分）

20112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6 1 一 理学院

20052056

20022110
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 16 1 二

物科院、

物流工程学院

23082998 英语

（2选1）
学术英语 16 1

一二 外国语学院
23082997 综合英语 16 1

基础

学位课

（8学
分）

20052058

20022099

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研

究前沿
16 1 一

物科院、

物流工程学院

20052059 运筹学 32 2 一 物科院

20052060 矩阵理论 32 2 一 物科院

20052061 随机过程 32 2 一 物科院

20052062 数值分析 32 2 二 文理学院

20052063 线性系统理论（一）** 32 2 一 物科院

20022033 线性系统理论（二）**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0052064

20022015
智能控制** 32 2 一

物科院、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06 最优控制** 32 2 一 物流工程学院

20052065 最优化方法与理论** 32 2 二 物科院

20052066 人工智能 32 2 二 物科院

专业

学位课

（8~9学
分）

20052067

20022005
论文写作指导（必修） 16 1 二

物科院、

物流工程学院

20052068 系统工程 32 2 一 物科院

20052069 嵌入式系统原理**# 32 2 一 物科院

20052070 智能优化算法** 32 2 一 物科院

20052071

20022009
非线性控制系统** 32 2 一

物科院、

物流工程学院

20052073

20022019

系统辨识与自适应控制

**
32 2 二

物科院、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07 现代运动控制系统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18
智能故障诊断与容错控

制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0052074 现代检测理论与技术** 32 2 二 物科院

20052075
分布式智能传感器系统

**
32 2 二 物科院

20052076 数字信号处理技术** 32 2 一 物科院

20052077 移动机器人学 32 2 二 物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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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72 预测控制 32 2 二 物科院

专业

选修课

（3~4学
分）

20052080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16 1 一 物科院

20052051 智能物流 16 1 二 物科院

20052082 智能交通系统 16 1 一 物科院

20052083
Python程序设计与开发

**
16 1 一 物科院

20052087 智能港口物联网** 16 1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10 DSP基本原理与应用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21
电力电子与传动系统仿

真
32 2 一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16 电力系统建模与控制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25 层析成像技术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103 深度学习基础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0052085

20022102
机器视觉** 32 2 一

物科院、

物流工程学院

20052084

20022101
信息融合技术 16 1 二

物科院、

物流工程学院

20052090
无人控制系统设计与仿

真# 16 1 二 物科院

23052001 滑模变结构控制 16 1 二 物科院

20052099
智能港航图像处理技术

**
16 1 二 物科院

20052101 港口物流大数据治理 16 1 一 物科院

20052102 大数据分析 16 1 二 物科院

23052003 海洋无线传感网技术 16 1 二 物科院

20052091 现代通信原理 16 1 二 物科院

20052092
海洋运载器操纵与控制

**
16 1 一 物科院

20052093
现代鲁棒控制理论与应

用**
16 1 一 物科院

20052094 网络化控制系统** 16 1 二 物科院

20052095 测控系统设计方法 16 1 二 物科院

20052096
复杂装备故障预测与健

康管理
16 1 二 物科院

20052097 航运控制技术 16 1 一 物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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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52002
港口新能源变换控制技

术
16 1 一 物科院

“2+1”联
合培养

（5选4）

Distributed Systems of Smart
Sensors*

三
里斯本大学

学院

Embedded System* 三
里斯本大学

学院

Mobile Applications* 三
里斯本大学

学院

Algorithms for Big Data* 三
里斯本大学

学院

Introduction to Research in
Engineering*

三
里斯本大学

学院

必修环

节

学术活动与专题讨论

会
6次 2

跨学科

补修备

选课程

对有必要加强基础的学生，在导师指导下确定 2-3 门补修课程，不计学分。

补修课 1：《高等数学》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高等数学》第八版，同济大学数学科学院编。

补修课 2：《自动控制原理》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自动控制原理》第八版，胡寿松等主编，科学出版社。

其他要

求

备注：1）按照入学时英语成绩，把有关研究生分成 A、B两类，A类免修不免考。具体

分类方法和确定名单由培养办公布。2）所开设的课程，根据选课研究生人数可按开设

单位（物流科学与工程研究院，物流工程学院）分为 2个教学班；若出现选课人数不足

开设两个教学班，学科分委会负责协调解决。3）专业选修课程教学中若设置实验、仿

真等实践环节，学时为 32 学时；否则，学时为 16学时。4）专业选修课可以跨方向选

课。

说明：上述课程设置中加注“*”的课程为“2+1”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选修课程，且参加联合培

养的研究生必须额外选修该模块的 4门课程；加注“**”的课程为学校精品课程或研究生院全

英文重点课程；加注“#”的课程为学校课程思政建设课程。

六、必修环节

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2学分。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至少需参加 6次校内外学

术讲座或学术会议。由导师负责考核。

七、科研和学位论文要求

1. 科研要求：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在硕士学位论文送审前，个人成果

分数要求以入校当年的上海海事大学授予成果要求为准。

2. 学位论文要求：立足上海海事大学航运、物流、海洋特色，以自动化码头、港航物流、

智能船舶等行业特色领域为背景，以学生专业知识的掌握与应用等能力培养为目标，培养学

生发现问题、利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并形成相应的研究成果的能力；积极支持和鼓励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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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导师的科研项目，发表高水平科研论文和申请高价值发明专利。学位论文应有一定的创

新，要对所研究的问题有新思想、新见解，且要有科学依据。论文应贯彻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原则，必须立论正确，逻辑严密，论证充分，材料详实，文字

通畅，格式规范，图表精确，数据和计量单位正确。详细要求参见《上海海事大学博士、硕

士学位审核授予工作细则》。学位论文过程管理的具体时间安排如下：

（1）开题报告：第三学期初，由学科组织，包括资格审核等；

（2）中期考核：第四学期末；

（3）论文送审、预答辩、答辩：第六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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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科学与工程（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学科专业名称（中文）： 管理科学与工程 ；（英文）： 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专业代码： 120100 ； 学位授权类别： 管理学

一、学科简介（300 字左右）

“管理科学与工程”是上海海事大学的传统优势学科，依托学校在管理科学、物流工程、

信息工程及交通运输等学科方面的优势资源，已建成一支年龄结构和知识结构都合理的教师

队伍。上海海事大学物流研究中心“管理科学与工程”以“物流管理”为特色。上海海事大

学是我国物流领域高级管理、科研及教学人才的主要培养基地之一，是教育部高等学校物流

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在国内同类学科中享有较高声誉。该专业依托上海海

事大学物流研究中心、上海航运物流信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科研平台，紧密结合港口、航

运、物流、供应链管理等行业发展需求，逐步形成了物流科学与管理、采购与供应链管理等

研究方向，在国内外取得较高的影响力。

本学科已具备知识结构与年龄结构合理的教师队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方案、

教学与科研相辅相成的学术环境。本学科广泛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推动与国外高等院校

进行学术交流、师生互访以及科研合作。本学科注重实践教学，与国内外著名港航与物流企

业建立了产学研实践基地，合作培养管理科学与工程、物流工程与管理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

才。

二、培养目标（300 字左右）

上海海事大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学术学位研究生的教育定位是培养复合型和应用型高

级工程技术与管理人才。“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注重管理基础理论和物流专业知识；尤其

注重培养物流运作优化和运营管理能力，具有国际视野及良好职业素养，并且有领军人才发

展潜质及创新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具体要求为：

（1）思想上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服务国家和人民的高

度社会责任感、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创业精神，具有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

风，身心健康。

（2）业务上系统地掌握“管理科学与工程”领域基础理论和物流管理专业知识，熟悉

本领域的相关规范，掌握解决本领域工程与管理问题必要的实验、分析、计算的方法和先进

技术手段，具备发现、分析、解决复杂物流与供应链系统的问题的能力，具备对物流系统进

行规划、设计和优化的实践和创新能力，具备管理、决策、计划、控制和实施的组织协调能

力，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

（3）能够熟练运用计算机，掌握一门外语，比较熟练地阅读“管理”和“物流”学科

的外文资料，能熟练地进行专业阅读和写作，具有一定的使用外语进行技术交流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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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名称 主 要 研 究 内 容

物流科学与管理
物流系统规划与设计、港航物流运作优化、物流信息与系统工程、综

合运输与物流工程

自贸区与供应链管

理

供应链高级计划与排程、供应链过程一体化、供应链金融、供应链系

统建模与仿真、跨国供应链采购、平台供应链决策优化、智慧供应链

管理、自贸区供应链发展战略、自由贸易港创新与实践

四、学习年限与学分要求

学术型硕士：学制 3 年，最长学习年限 3 年。总学分：27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不少于

25 学分，必修环节（学术活动）2 学分。原则上 1学分 16 学时。

五、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 课

单 位

公共学位

课（5 学

分）

2011203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与实践
32 2 一二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12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6 1 一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052056 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 16 1 一 物科院

23082998 英语

（2选1）

学术英语 16 1
一二 外国语学院

23082997 综合英语 16 1

学位基础

课（8 学

分）

20052002 学科研究前沿（必修） 16 1 一 物科院

20052003 高等运筹学 32 2 一 物科院

20052005 高级应用统计学 32 2 一 物科院

20052042 机器学习 16 1 一 物科院

20052052 管理学研究方法 32 2 一 物科院

专业学位

课

（8学分）

20052008 论文写作指导（必修） 16 1 二 物科院

20052009 程序设计 16 1 一 物科院

23052004 供应链管理 32 2 一 物科院

20052010 博弈论 32 2 一 物科院

20052020 供应链高级计划与排程 32 2 一 物科院

20052013 最优化方法 32 2 二 物科院

23052011 物流信息系统 32 2 一 物科院

20052021 供应链金融 32 2 二 物科院

20052028 物流系统建模与仿真 32 2 二 物科院

专业选修

课

（4学分）

20052036 不确定性建模方法 16 1 二 物科院

20052016 采购管理 16 1 二 物科院

20052017 仓储与配送管理 16 1 二 物科院

20052038 大数据技术 16 1 二 物科院

20052039 地下物流 16 1 二 物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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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19 港口物流 16 1 二 物科院

20052022 航运管理 16 1 二 物科院

20052023 库存管理 16 1 二 物科院

20052044 冷链物流 16 1 二 物科院

20052046 数据挖掘 16 1 二 物科院

20052024 数学建模 16 1 二 物科院

20052104 物流系统规划与优化 32 2 二 物科院

20052105 物流算法与计算机应用 32 2 二 物科院

20052051 智能物流 16 1 二 物科院

20052030 项目管理 16 1 二 物科院

20052031 运输管理 16 1 二 物科院

23052006 航运与物流大数据分析 16 1 二 物科院

20052037 城市物流 16 1 二 物科院

必修环节 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 6次 2

跨学科补

修备选课

程

对有必要加强基础的学生，在导师指导下确定 2-3 门补修课程，不计学分。

补修课 1：管理学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

1. 管理学：原理与方法，周三多，复旦大学出版社

2. 管理学，罗宾斯（著）孙健敏（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补修课 2：运筹学：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

1. 运筹学方法与模型，傅家良，复旦大学出版社

2. 运筹学导论，胡运权，清华大学出版社

其他要求

备注：公共英语免修（不免考）相关政策见《上海海事大学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公共英语课程教

学管理规定》。

六、必修环节

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2学分。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至少需参加 6 次校内外学术讲座

或学术会议。由导师负责考核。

七、科研和学位论文要求

（1）科研要求：

管理科学与工程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申请进入论文答辩环节时，个人成果计分须达到要求

以当年入校的上海海事大学授予成果要求为准。

（2）学位论文要求：

学位论文工作的主要目的是培养硕士研究生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精神和从事科学研究

的能力，使研究生的综合业务素质在科学研究或工程实际训练中得到全面提高。

学位论文应有一定的创新，要对所研究的问题有新思想、新见解，且要有科学依据。论

文应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原则，必须立论正确，逻辑严密，

论证充分，材料详实，文字通畅，格式规范，图表精确，数据和计量单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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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申请学位论文必须通过“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TMLC2）”检测，且

达到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对学位论文的有关要求后，方可答辩。未尽事宜以《上海海事大学博

士、硕士学位审核授予工作细则》的规定为准。

开题报告：第三学期，由学科组织，包括资格审核等，具体要求见相关文件。

中期考核：第四学期，由学科具体组织。

预答辩、答辩：第六学期。具体要求见学校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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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学科专业名称（中文）：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英文）： Compute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专业代码： 081200 ； 学位授权类别： 工学

一、学科简介

本一级学科硕士点主要培养在计算机及相关领域从事理论研究和技术开发的专业人才，

包含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软件与理论、计算机系统结构以及人工智能等四个二级学科硕

士点。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本学科已形成一批具有良好科学素养、科研能力强、教学经验

丰富的研究生导师队伍。自 2021年起，计算机科学连续多次进入 ESI 排名前 1%，跻身国

际高水平学科行列。拥有依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的智能信息处理与量子智能计算研究中心，

建有高性能计算机系统结构实验室、航运信息智能处理实验室、脑机智能计算与应用实验室、

机器人运动智能控制与计算机视觉问答实验室等科研平台。近 5年来，承担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上海市科委创新重点项目、交通部

及上海市教委重点科技创新项目以及企事业委托或国际合作的研发项目 200余项，多项成果

获上海市、交通部、教育部及全国性行业学会的科技奖项。紧靠学校航运物流特色，注重走

产学研相结合的办学道路，与振华重工、中远海运、上港集团、上海船研所、上海六院、寒

武纪、华大九天等企事业单位密切地科研合作，建立了稳定的研究生基地 40余个。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旨在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及相关学科的的高层次人

才，具体目标为：

1．坚持将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强化培养过程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和课程思政元素，

强调学术道德和规范，培养德行兼备的高水平计算机人才。

2．掌握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思维能力、算法设计与分析能力，具

备从事本学科及相关领域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的能力，并能独立担负专门技术与管理等方面

的工作，培养专业素质过硬的高水平计算机人才。

3．具有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勇于创新、团结协作的工作作风，培养有持续成长能力

的高水平计算机人才。

4．较为熟练地掌握一门外国语，能熟练地阅读本学科领域的外文资料，并具有一定的

外语写作能力，培养有国际视野的高水平计算机人才。

5．具有健康的体魄、良好的心理素质，培养有持续战斗力的高水平计算机人才。

三、主要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名称 主 要 研 究 内 容

港航分布式计算与

传感器网络

高性能计算在航运企业中的应用、移动计算、Agent技术及应用,

物联网技术及其在航运业中的应用、传感器网络、云计算体系结

构及其安全技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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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计算与量子信

息处理

智能计算的新理论、新方法，与人工智能、大数据、压缩感知及

图形与量子计算深度融合，探索分布式智能系统的协同、数据挖

掘方法、构建复合型智能系统等。

脑机智能计算与应

用

集中在脑功能连通性检测、脑功能复杂网络构建、类脑深度学习

算法、脑神经认知规律、以及 CPU/GPU并行运算等，脑科学与

人工智能以及高性能计算等交叉前沿学科的理论与应用研究方

面。

机器人运动智能控

制与计算机视觉问

答

基于强化学习的理论和算法，设计具备一定自主决策和学习能力

的机器人运动控制系统，使机器人在复杂、动态的环境中自学习

并获取技能，提高机器人对环境的适应能力，可在港口、物流、

医院和养老院等单位得到广泛应用。

面向智慧航运机器

学习与图像理解

围绕港航信息管理、物流信息管理、决策支持系统、电子商务、

信息安全、信息存储等研究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视觉场景

理解、互联网数据挖掘等机器学习方法，实现各种信息的深度语

义融合，已在港口、航运、物流等产业界的业务中实现工程化应

用，有效提升了海关、仓储、货运等航运产业链节点的工作效率。

四、学习年限与学分要求

学术型硕士：学制 3年，最长学习年限 5年。总学分：27学分，其中课程学分不少于

25学分，必修环节（学术活动）2学分。原则上 1学分 16学时。

五、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 程 名 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开 课

单 位

公共学位课

（5学分）

2011203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
32 2 一二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12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6 1 一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032057 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 16 1 一 信息工程学院

23082998 英语

（2选1）

学术英语 16 1
一二 外国语学院

23082997 综合英语 16 1

学位基础课

（8学分）

20032002 学科研究前沿（必修） 32 2 一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17

（3选2）

矩阵分析与应用 48 3 一 信息工程学院

23102005
数理统计与随机

过程
48 3 一 理学院

20032036 算法与复杂性 48 3 二 信息工程学院

专业学位课

（8学分）

20032051 论文写作指导（必修） 16 1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08 计算机网络与数据通讯 48 3 一 信息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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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037 高级操作系统 48 3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38 形式语言与自动机 32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39 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 32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09 高级数字图像处理 32 2 一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40 高级计算机体系结构 48 3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10 高级数据库建模与设计 48 3 一 信息工程学院

专业选修课

（4学分）

20032011 高级软件工程 48 3 一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43 软件质量保证与测试 32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41 模式识别 32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49 量子智能计算 32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46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32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53 生物特征识别 32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45 统计机器学习 32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15 大数据分析及应用 32 2 一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48 物联网技术 32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14 云计算与云存储技术 32 2 一 信息工程学院

22032001 无线通信网络原理 32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44 高级 Java 与分布式系统 32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12 数理逻辑 32 2 一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42 计算机安全与密码学 32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13 面向对象技术 32 2 一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55 高级数据库系统实现技术 32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3082999 法语基础 32 1 一 外国语学院

必修环节 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 6次 2 一二

跨学科补修

备选课程

对有必要加强基础的学生，在导师指导下确定 2-3 门补修课程，不计学分。

补修课 1：《计算机组成原理》

推荐学习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HUST-1003159001?from=searchPage&outVendo

r=zw_mooc_pcssjg_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

【教材】

[1] 谭志虎等,《计算机组成原理》(微课版),人民邮电出版社,2024.01

【主要参考资料】

[1] 唐朔飞,《计算机组成原理》(第 3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20.10

[2] 蒋本珊,《计算机组成原理》(第 4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9.08

补修课 2：《数据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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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学习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ZJU-93001?from=searchPage&outVendor=zw_m

ooc_pcssjg_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

【教材】

[1] 陈越等,《数据结构》(第 2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06

【主要参考资料】

[1] 严蔚敏等,《数据结构》(C语言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07.03

[2] 严蔚敏等,《数据结构题集》(C语言版),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02

补修课 3：《计算机网络》

推荐学习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HIT-154005?from=searchPage&outVendor=zw_

mooc_pcssjg_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

【教材】

[1] 谢希仁,《计算机网络》(第 8版),电子工业出版社,2021.06

【主要参考资料】

[1] (美)安德鲁·S.特南鲍姆(Andrew S. Tanenbaum)等,《计算机网络》(第 6版),

2022.06

[2] (美)詹姆斯·F. 库罗斯(James F. Kurose)等,《计算机网络：自顶向下方法》(第

8版),2022.10

其他要求

备注：公共英语免修（不免考）相关政策见《上海海事大学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公共英语课程教

学管理规定》。

六、必修环节

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2学分。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至少需参加 6次校内外学术讲座

或学术会议。由导师负责考核。

七、科研和学位论文要求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硕士研究生应积极参与科研项目和学科竞赛，要求掌握扎实的基础理

论和深入的专业知识，具备一定的独立从事科研工作的能力，具有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学

风。成果要求参照最新的《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学位学术成果授予要求》、《信息工程学院（含

商船学院人工智能专业）关于硕士研究生学位授予成果要求的补充规定》等文件执行。学位

论文应选题清晰，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及学术水平，并严格按照《上海海事大学博士、硕士学

位审核授予工作细则》有关规定执行。

学位点负责人：韩德志 学院分管院长: 徐艳丽 分委员会主席：刘广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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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与通信工程

学科专业名称（中文）：信息与通信工程 ；（英文）：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专业代码： 081000 ； 学位授权类别： 工学硕士

一、学科简介（300 字左右）

信息与通信工程专业主要培养面向海事、海洋、航运、港航物流相关领域的从事开发设

计、理论研究等信息技术专业人才。信息与通信工程包含通信与信息系统和信号与信息处理

两个二级硕士学位点，是信息领域的研究热点。通信与信息系统主要包括新一代移动通信

（5G/6G 技术）、多媒体通信、计算机与数据通信、卫星通信、光纤通信、信号与信息处理、

通信网设计与管理等。信号与信息处理学科以研究信号与信息的处理为主体，包含信息获取、

变换、存储、传输、交换、应用等环节中的信号与信息的处理，是信息科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主要理论和方法在国防、交通运输、港口海洋、生物、航空航天、信息对抗等各个领域应

用越来越广泛。本学科与电子科学与技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控制科学与工程、仪器科学

与技术、电气工程、生物医学工程等学科的研究领域密切相关。学科拥有雄厚的师资力量及

优良的教学、科研环境，目前拥有专任教师 43 名，其中教授 6名，副教授 15 名，硕士导师

28 人，具备博士学位人员 38 名，最高学位非本单位授予的 41 人，包括上海市级人才 6 人。

拥有智能海事搜救与水下机器人等上海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2个，设有智能海事通信网络与

信息感知技术实验室、海事无线通信与水声通信实验室、通信与测控工程技术研究所、机器

视觉实验室等研究性科研基地

二、培养目标（300 字左右）

信息与通信工程学位点面向我国国民经济信息化建设和发展的需要，及海洋、海事、港

航物流等企事业单位对信息技术人才的需求，培养目标为：

1）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

精神，具有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身心健康；

2）掌握通信科学、信息科学、电子科学的基础理论与技术，了解本领域的技术现状和

发展趋势，具有从事通信与导航、图像与信号处理、机器人与计算机测控等相关学科领域的

科研与教学工作能力；

3）掌握一门外语，能够顺利阅读本领域国内外科技资料和文献，并具有一定的专业论文写

作能力。

三、主要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名称 主 要 研 究 内 容

海事无线通信网络

与海洋物联网

主要研究新一代海事通信网络、5G/6G技术及新型海洋物联网。涉及

海洋新型融合网络、海事智能信息感知及卫星通信导航与智能助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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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融合处理等关键技术，是当今 E-航海的基础支撑技术之一。重点

研究面向海洋的新型分布式网络、自组织网络、全 IP 网络、网络融

合及宽带无线接入技术、移动通信系统、宽带多天线无线传输与多址

技术及海事无线通信网络安全与可靠性等。

海洋智能测控系统

与图像处理

主要研究复杂海洋环境下智能海洋监测与探测系统、高精度图像传输

与处理技术、多传感器信息获取与融合技术；并将相关技术应用于海

上及水下安全航行、港口交通管理领域。针对港航业务需求，开展电

子海图系统应用、遥感图像处理、SAR 图像处理等科研工作。研究

可见光成像系统、红外成像系统、新型雷达、声纳等多传感器系统在

水上、水下航行和搜救中的应用。

智能信息处理与人

工智能

主要研究基于人工智能的模式识别、智能信息融合、生物信息及智能

感知的关键技术及其应用。涉及：仿生技术关键问题的研究、脑机接

口及脑电信号处理与分析、生物芯片基因表达数据处理与分析、智能

感知数据处理、视听觉及脑电信号的智能感知技术研究以及交通安全

中驾驶员疲劳检测技术等研究。该方向的研究结合海事、海洋领域的

各类需求，为海事信息系统发展、海洋领域的开发应用提供重要的理

论与技术支持。

四、学习年限与学分要求

学术型硕士：学制 3 年，最长学习年限 5 年。总学分：27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不少于

25 学分，必修环节（学术活动）2 学分。原则上 1学分 16 学时。

五、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开 课

单 位

公 共 学 位

课（5 学分）

2011203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
32 2 一二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12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6 1 一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032057 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 16 1 一 信息工程学院

23082998
英语（2选1）

学术英语 16 1
一二 外国语学院

23082997 综合英语 16 1

学 位 基 础

课（8 学分）

20032002 学科研究前沿（必修） 32 2 一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01 矩阵分析与应用 48 3 一 信息工程学院

23102005 数理统计与随机过程 48 3 一 理学院

专 业 学 位

课（8 学分）

20032024 论文写作指导（必修） 16 1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04 现代通信理论 48 3 一 信息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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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信号处理（2选 1）20032026 48 3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27 图像通信 32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23 智能信息处理及其应用 32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31 移动通信与无线接入技术 32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25 模式识别 32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专 业 选 修

课（4 学分）

20032006 天线理论与工程设计 32 2 一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07 机器视觉及应用 32 2 一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30 数字图像处理 32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33 现代移动通信理论与实践 32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34 自动驾驶与车用通信技术 32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28 脑电信号分析与应用 32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必修环节 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 6次 2 一 信息工程学院

跨 学 科 补

修 备 选 课

程

补修课 1：《电路分析基础》推荐学习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NJUPT-1001656002?from=searchPage&out

Vendor=zw_mooc_pcssjg_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电路分析基础》（第 5 版），刘陈主编，人民邮电出版社；

《电路分析原理》（第五版），冯军 谢嘉奎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0.

补修课 2：《通信原理》推荐学习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NUDT-316006?from=searchPage&outVendo

r=zw_mooc_pcssjg_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通信原理与应用：基础理论部分》，曹志刚、宋铁成等

编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通信原理》（第 7版），樊昌信，曹丽娜编著，

国防工业出版社，2012.

补修课 3：《数字信号处理》推荐学习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SEU-1001754347?from=searchPage&outVe

ndor=zw_mooc_pcssjg_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吴镇扬，数字信号处理(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程佩青，数字信号处理教程（第五版），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

其他要求

备注：公共英语免修（不免考）相关政策见《上海海事大学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公共英语课程教

学管理规定》。

六、必修环节

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2学分。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至少需参加 6 次校内外学术讲座

或学术会议。由导师负责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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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科研和学位论文要求

研究生应积极参与科研项目和学科竞赛，要求掌握扎实的基础理论和深入的专业知识，具备

一定的独立从事科研工作的能力，具有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学风。成果要求参照最新的《上

海海事大学研究生学位学术成果授予要求》、《信息工程学院（含商船学院人工智能专业）

关于硕士研究生学位授予成果要求的补充规定》等文件执行。学位论文应选题清晰，具有一

定的创新性及学术水平，并严格按照《上海海事大学博士、硕士学位审核授予工作细则》有

关规定执行。

学位点负责人：张颖 学院分管院长：徐艳丽 分委员会主席：刘广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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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法律硕士（法学）（全日制）

学科专业名称（中文）： 法律硕士（法学） ；（英文）： Juris Master

专业代码： 035102 ；学位授权类别： 专业学位

一、学科简介（300 字左右）

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学位点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于 2010 年正式开始招

生。本学位点在法学院原有的国际法（海商法）、民商法、经济法学硕士学位点基础上设立，

着重培养实务型高级法律人才。

我院现有硕士研究生导师 60 余名，大多兼任律师或仲裁员，教学科研和专业实践并重。

胡正良教授、沈秋明教授等在学界和实务界具有广泛威望和影响力。我院长期以来与实务部

门保持密切交往和良好互动，一批法律实务界资深法官、律师等法律专家担任我院兼职导师。

二、培养目标（300 字左右）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学位主要培养具备扎实法律知识、熟练法律技能、良好法律素养的立法、司法、

行政执法和法律服务领域德才兼备的高层次的专门型、应用型法治人才。

（二）基本要求

1.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遵守宪法和法律，德法兼修，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

和道德品质，遵循法律职业伦理和法律职业道德规范；

2.全面掌握法学基本原理，特别是社会主义法学基本原理，具备从事法律职业所要求的

法律知识、法律术语、法律思维、法律方法和法律技能；

3.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良好的法

律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综合运用法律和其他专业知识，具有独立从事法务工作的能力；

4.熟练掌握一门外语。

（三）具体要求

1.全面掌握法律专业知识；

2.能够运用法律思维分析和解决法律实务问题；

3.熟练运用法律解释方法，具备在具体案件中进行法律推理的能力；

4.掌握诉讼主要程序，熟练从事法律事务代理和辩护业务；

5.熟练从事非诉讼法律实务以及法律事务的组织和管理；

6.熟练掌握法律文书制作技能。

三、主要研究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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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方向名称 主 要 研 究 内 容

海商法学 海上运输法；海事法；海上保险法等

国际法学 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等

民商法学 民法总论；民法分论；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商法等

刑法学 中国刑法；外国刑法；海上犯罪等

经济法学 宏观调控法；市场规制法；知识产权法等

诉讼与仲裁法学 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仲裁法等；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自然资源保护法；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宪法；行政法等

法学基础理论及应用 法理学、法制史等

四、学习年限与学分要求

全日制法律硕士（法学）：学制 2年，最长学习年限 5年。

非全日制法律硕士（法学）：学制 3年，最长学习年限 5年。

总学分不少于 59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不少于 36 学分（必修课 20 学分，选修课 16

学分），实践教学与训练不少于 16 学分，其他必修环节 2学分，学位论文 5学分。

原则上 1学分 16 学时。

五、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 程 名 称
学

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 课

单 位

必

修

课

公 共

基 础

课

（5学
分）

2011203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与实践
32 2 一 马克思主义学院

2311200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方法论 16 1 一 马克思主义学院

23092106 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 16 1 一 法学院

23082998 英语

（2选1）
学术英语 16 1

一 外国语学院
23082997 综合英语 16 1

专 业

基 础

课

（ 15
学分）

23092020 法律英语 32 2 一 法学院

20092071 刑法 32 2 一 法学院

20092114 刑事诉讼法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073 民法原理与实务 32 2 一 法学院

20092113 民事诉讼法原理与实务 32 2 一 法学院

20092075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原理与实

务
48 3 二 法学院

20092076 法律职业伦理 32 2 一 法学院

选

修

课
（
不

低
于16

学
分
）

推 荐

选 修

课

（ 不

20092108 法理学专题 32 2 一 法学院

20092110 宪法专题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079 中国法制史专题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119 商法专题 32 2 一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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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必修环节

1.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2 学分。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至少需参加 6 次校内外学术讲

座或学术会议。由导师负责考核。

低于 8
学分）

20092081 经济法专题 32 2 一 法学院

24092004 国际公法 32 2 一 法学院

20092121 知识产权法专题 32 2 一 法学院

24092005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124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专题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126 证据法专题 32 2 二 法学院

特色

方向

选修

课（不

低于 8
学分）

20092023 海上货物运输法 48 3 一 法学院

20092025 海上保险法 48 3 二 法学院

20092024 海事法 48 3 二 法学院

20092091 航运行政法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121 国际私法 32 2 一 法学院

20092019 海事国际私法 16 1 二 法学院

20092094 物权法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048 合同法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029 侵权责任法 32 2 二 法学院

23092007 财产法研究专题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098 国际经济法 32 2 一 法学院

20092099 证券法 32 2 二 法学院

23092004 国际商事仲裁法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101 法律实务专题 16 1 二 法学院

24092001 海洋法 32 2 一 法学院

24092006 人工智能法 16 1 一 法学院

实践教学与

训练

（16学分）

20092007 论文写作指导 1 二 法学院

20092103 法律写作 2 二 法学院

20092104 法律检索 2 二 法学院

20092105
模拟法庭、模拟仲裁、模拟调

解
3 二 法学院

20092106 法律谈判 2 二 法学院

专业实习
6个
月

6 三四 法学院

其他必修环

节（2学分）
学术活动与专题讨论会 6次 2 一二

学位论文

（5学分）

案例分析、研究报告、专项调

查等

2.5
万

字

5
三四

五六
法学院

其他要求

备注：硕士学位研究生完成相应学分，并完成培养计划中其他必修环节的全部内容，方可进入论文阶

段，申请论文答辩。公共英语免修（不免考）相关政策见《上海海事大学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公共英语

课程教学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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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专业实践：6学分。

本学科通过法律基础课程和大量实践类课程与训练相结合，主要培养立法、司法、行政

执法和法律服务领域德才兼备的高层次的专门型、应用型法治人才，要求学生综合运用法律

和其他专业知识，具有独立从事法务工作的能力。法学院现有 3家市级专业学位实践基地、

4家校级专业学位实践基地以及 10余家院级专业学位实践基地。

全日制学生根据学校统一组织在第三、第四学期前往律师事务所、企事业法务部门或司

法机关等单位分阶段完成不少于6个月的专业实习，其中3个月进入学校实践基地进行实习，

另 3个月根据就业情况自行选择单位进行实习，由学校进行考核。

非全日制学生的专业实习在定向单位完成，由学校进行考核。

七、科研和学位论文要求（150字左右）

科研要求：

参考现行《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学位授予成果要求》；

开题报告：第二学期末或第三学期初（全日制），第四学期末或第五学期初（非全日制）；

中期考核：第二学期末（全日制），第四学期末（非全日制）；

答辩：第四学期末（全日制），第六学期（非全日制）。

学位论文要求：

学位论文选题应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论文内容应着眼实际问题、面向法律实务，

反映学生综合运用所学法学理论与知识解决法律实务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能力。

学位论文应以法律实务研究为主要内容，提倡采用案例分析、研究报告、专项调查等形

式。

学位论文的写作应当规范并达到以下 5个方面的要求：

1.论题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题目设计合理；

2.梳理和归纳同类问题的研究或实践现状；

3.论据充分，论证合理，资料完整；

4.作者具有研究方法意识，能够采取多样的研究方法，如社会调查与统计方法、规范实

证方法等；

5.符合写作规范，字数不少于 2.5万字。

学位论文开题、中期考核、答辩等环节要求参照相关文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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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硕士（法学）（非全日制）

学科专业名称（中文）： 法律硕士（法学） ；（英文）： Juris Master

专业代码： 035102 ；学位授权类别： 专业学位

一、学科简介（300 字左右）

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学位点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于 2010 年正式开始招

生。本学位点在法学院原有的国际法（海商法）、民商法、经济法学硕士学位点基础上设立，

着重培养实务型高级法律人才。

我院现有硕士研究生导师 60 余名，大多兼任律师或仲裁员，教学科研和专业实践并重。

胡正良教授、沈秋明教授等在学界和实务界具有广泛威望和影响力。我院长期以来与实务部

门保持密切交往和良好互动，一批法律实务界资深法官、律师等法律专家担任我院兼职导师。

二、培养目标（300 字左右）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学位主要培养具备扎实法律知识、熟练法律技能、良好法律素养的立法、司法、

行政执法和法律服务领域德才兼备的高层次的专门型、应用型法治人才。

（二）基本要求

1.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遵守宪法和法律，德法兼修，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

和道德品质，遵循法律职业伦理和法律职业道德规范；

2.全面掌握法学基本原理，特别是社会主义法学基本原理，具备从事法律职业所要求的

法律知识、法律术语、法律思维、法律方法和法律技能；

3.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良好的法

律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综合运用法律和其他专业知识，具有独立从事法务工作的能力；

4.熟练掌握一门外语。

（三）具体要求

1.全面掌握法律专业知识；

2.能够运用法律思维分析和解决法律实务问题；

3.熟练运用法律解释方法，具备在具体案件中进行法律推理的能力；

4.掌握诉讼主要程序，熟练从事法律事务代理和辩护业务；

5.熟练从事非诉讼法律实务以及法律事务的组织和管理；

6.熟练掌握法律文书制作技能。

三、主要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名称 主 要 研 究 内 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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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商法学 海上运输法；海事法；海上保险法等

国际法学 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等

民商法学 民法总论；民法分论；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商法等

刑法学 中国刑法；外国刑法；海上犯罪等

经济法学 宏观调控法；市场规制法；知识产权法等

诉讼与仲裁法学 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仲裁法等；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自然资源保护法；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宪法；行政法等

法学基础理论及应用 法理学、法制史等

四、学习年限与学分要求

非全日制法律硕士（法学）：学制 3年，最长学习年限 5年。

总学分不少于 59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不少于 36 学分（必修课 20 学分，选修课 16

学分），实践教学与训练不少于 16 学分，其他必修环节 2学分，学位论文 5学分。

原则上 1学分 16 学时。

五、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 程 名 称
学

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 课

单 位

必

修

课

公 共

基 础

课

（5学
分）

FQ12008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与实践
32 2 一 马克思主义学院

FQ12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6 1 一 马克思主义学院

FQ12007 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 16 1 一 法学院

FQ12003 综合英语 32 1 一 外国语学院

专 业

基 础

课

（ 15
学分）

23092020 法律英语 32 2 一 法学院

20092071 刑法 32 2 一 法学院

20092114 刑事诉讼法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073 民法原理与实务 32 2 一 法学院

20092113 民事诉讼法原理与实务 32 2 一 法学院

20092075
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原理与实

务
48 3 二 法学院

20092076 法律职业伦理 32 2 一 法学院

选

修

课
（
不
低
于16

学

分
）

推 荐

选 修

课

（ 不

低于 8
学分）

20092108 法理学专题 32 2 一 法学院

20092110 宪法专题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079 中国法制史专题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119 商法专题 32 2 一 法学院

20092081 经济法专题 32 2 一 法学院

24092004 国际公法 32 2 一 法学院

20092121 知识产权法专题 32 2 一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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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必修环节

1.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2 学分。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至少需参加 6 次校内外学术讲

座或学术会议。由导师负责考核。

2.专业实践：6学分。

24092005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124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专题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126 证据法专题 32 2 二 法学院

特色

方向

选修

课（不

低于 8
学分）

20092023 海上货物运输法 48 3 一 法学院

20092025 海上保险法 48 3 二 法学院

20092024 海事法 48 3 二 法学院

20092091 航运行政法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121 国际私法 32 2 一 法学院

20092019 海事国际私法 16 1 二 法学院

20092094 物权法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048 合同法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029 侵权责任法 32 2 二 法学院

23092007 财产法研究专题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098 国际经济法 32 2 一 法学院

20092099 证券法 32 2 二 法学院

23092004 国际商事仲裁法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101 法律实务专题 16 1 二 法学院

24092001 海洋法 32 2 一 法学院

24092006 人工智能法 32 2 一 法学院

实践教学与

训练

（16学分）

20092007 论文写作指导 1 二 法学院

20092103 法律写作 2 二 法学院

20092104 法律检索 2 二 法学院

20092105
模拟法庭、模拟仲裁、模拟调

解
3 二 法学院

20092106 法律谈判 2 二 法学院

专业实习
6个
月

6 三四 法学院

其他必修环

节

（2学分）

学术活动与专题讨论会 6次 2 一二

学位论文

（5学分）

案例分析、研究报告、专项调

查等

2.5
万

字

5
三四

五六
法学院

其他要求

备注：硕士学位研究生完成相应学分，并完成培养计划中其他必修环节的全部内容，方可进入论文阶

段，申请论文答辩。公共英语免修（不免考）相关政策见《上海海事大学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公共英语

课程教学管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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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学科通过法律基础课程和大量实践类课程与训练相结合，主要培养立法、司法、行政

执法和法律服务领域德才兼备的高层次的专门型、应用型法治人才，要求学生综合运用法律

和其他专业知识，具有独立从事法务工作的能力。法学院现有 3家市级专业学位实践基地、

4家校级专业学位实践基地以及 10余家院级专业学位实践基地。

全日制学生根据学校统一组织在第三、第四学期前往律师事务所、企事业法务部门或司

法机关等单位分阶段完成不少于6个月的专业实习，其中3个月进入学校实践基地进行实习，

另 3个月根据就业情况自行选择单位进行实习，由学校进行考核。

非全日制学生的专业实习在定向单位完成，由学校进行考核。

七、科研和学位论文要求（150字左右）

科研要求：

参考现行《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学位授予成果要求》；

开题报告：第二学期末或第三学期初（全日制），第四学期末或第五学期初（非全日制）；

中期考核：第二学期末（全日制），第四学期末（非全日制）；

答辩：第四学期末（全日制），第六学期（非全日制）。

学位论文要求：

学位论文选题应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论文内容应着眼实际问题、面向法律实务，

反映学生综合运用所学法学理论与知识解决法律实务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能力。

学位论文应以法律实务研究为主要内容，提倡采用案例分析、研究报告、专项调查等形

式。

学位论文的写作应当规范并达到以下 5个方面的要求：

1.论题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题目设计合理；

2.梳理和归纳同类问题的研究或实践现状；

3.论据充分，论证合理，资料完整；

4.作者具有研究方法意识，能够采取多样的研究方法，如社会调查与统计方法、规范实

证方法等；

5.符合写作规范，字数不少于 2.5万字。

学位论文开题、中期考核、答辩等环节要求参照相关文件执行。

学位点负责人：徐国平 学院分管院长：殷骏 分委员会主席：胡正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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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硕士（非法学）（全日制）

学科专业名称（中文）： 法律硕士（非法学） ；（英文）： Juris Master

专业代码： 035101 ； 学位授权类别： 专业学位

一、学科简介（300 字左右）

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学位点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于 2010 年正式开始招

生。本学位点在法学院原有的国际法（海商法）、民商法、经济法学硕士学位点基础上设立，

着重培养实务型高级法律人才。

我院现有硕士研究生导师 60 余名，大多兼任律师或仲裁员，教学科研和专业实践并重。

胡正良教授、沈秋明教授等在学界和实务界具有广泛威望和影响力。我院长期以来与实务部

门保持密切交往和良好互动，一批法律实务界资深法官、律师等法律专家担任我院兼职导师。

二、培养目标（300 字左右）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学位主要培养具备扎实法律知识、熟练法律技能、良好法律素养的立法、司法、

行政执法和法律服务领域德才兼备的高层次的专门型、应用型法治人才。

（二）基本要求

1.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遵守宪法和法律，德法兼修，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

和道德品质，遵循法律职业伦理和法律职业道德规范；

2.全面掌握法学基本原理，特别是社会主义法学基本原理，具备从事法律职业所要求的

法律知识、法律术语、法律思维、法律方法和法律技能；

3.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良好的法

律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综合运用法律和其他专业知识，具有独立从事法务工作的能力；

4.熟练掌握一门外语。

（三）具体要求

1.全面掌握法律专业知识；

2.能够运用法律思维分析和解决法律实务问题；

3.熟练运用法律解释方法，具备在具体案件中进行法律推理的能力；

4.掌握诉讼主要程序，熟练从事法律事务代理和辩护业务；

5.熟练从事非诉讼法律实务以及法律事务的组织和管理；

6.熟练掌握法律文书制作技能。

三、主要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名称 主 要 研 究 内 容

海商法学 海上运输法；海事法；海上保险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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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法学 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等

民商法学 民法总论；民法分论；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商法等

刑法学 中国刑法；外国刑法；海上犯罪等

经济法学 宏观调控法；市场规制法；知识产权法等

诉讼与仲裁法学 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仲裁法等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自然资源保护法；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宪法；行政法等

法学基础理论及应用 法理学、法制史等

四、学习年限与学分要求

全日制法律硕士（非法学）：学制 3 年，最长学习年限 5 年。

非全日制法律硕士（非法学）：学制 3 年，最长学习年限 5年。

总学分不少于 78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不少于 55 学分（必修课 34 学分，选修课 21 学分），

实践教学与训练不少于 16 学分，其他必修环节 2 学分，学位论文 5 学分。

原则上 1 学分 16 学时。

五、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 程 名 称
学

时

学

分

开

课

学

期

开 课

单 位

必

修

课

公 共

基 础

课

（5学
分）

2011203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与实践
32 2 一 马克思主义学院

23112001
马克思主义与社会科学

方法论
16 1 一 马克思主义学院

23092016 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 16 1 一 法学院

23082998 英语

（2选1）
学术英语 16 1

一 外国语学院
23082997 综合英语 16 1

专 业

基 础

课

（ 29
学分）

23092020 法律英语 32 2 一 法学院

20092076 法律职业伦理 32 2 一 法学院

20092108 法理学 32 2 一 法学院

20092109 中国法制史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110 宪法学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111 民法学 64 4 一 法学院

20092112 刑法学 64 4 一 法学院

20092113 民事诉讼法学 32 2 一 法学院

20092114 刑事诉讼法学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115
行政法与

行政诉讼法学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116 经济法学 48 3 一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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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92004 国际公法学 32 2 一 法学院

选
修
课

推 荐

选 修

课

（ 不

低于

13 学

分）

20092118 外国法制史 32 2 三 法学院

20092119 商法学 32 2 一 法学院

20092120 国际经济法学 32 2 三 法学院

20092050 国际私法学 32 2 三 法学院

20092121 知识产权法学 32 2 一 法学院

24092005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124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125 法律方法 32 2 三 法学院

20092126 证据法学 32 2 二 法学院

特色

方向

选修

课（不

低于 8
学分）

20092023 海上货物运输法 48 3 一 法学院

20092025 海上保险法 48 3 二 法学院

20092024 海事法 48 3 二 法学院

20092091 航运行政法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019 海事国际私法 16 1 二 法学院

20092094 物权法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048 合同法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029 侵权责任法 32 2 二 法学院

23092007 财产法研究专题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099 证券法 32 2 二 法学院

23092004 国际商事仲裁法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101 法律实务专题 16 1 二 法学院

24092001 海洋法
3

2
2 一 法学院

24092006 人工智能法
1

6
1 二 法学院

实践教学

与训练

（16学分）

20092007 论文写作指导 1 二 法学院

20092103 法律写作 2 四 法学院

20092104 法律检索 2 四 法学院

20092105
模拟法庭、模拟仲裁、

模拟调解
3 四 法学院

20092106 法律谈判 2 四 法学院

专业实习
6个
月

6 五 法学院

其他必修

环节

（2 学分）

学术活动与专题讨论会 6次 2

一

二

三

四

法学院

学位论文

（5学分）

案例分析、研究报告、

专项调查等

2.5
万

字

5
五

六
法学院

其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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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硕士学位研究生完成相应学分，并完成培养计划中其他必修环节的全部内容，方可

进入论文阶段，申请论文答辩。公共英语免修（不免考）相关政策见《上海海事大学非英

语专业研究生公共英语课程教学管理规定》。

六、必修环节

1.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2 学分。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至少需参加 6 次校内外学术讲

座或学术会议。由导师负责考核。

2.专业实践：6学分。

本学科通过法律基础课程和大量实践类课程与训练相结合，主要培养立法、司法、行政

执法和法律服务领域德才兼备的高层次的专门型、应用型法治人才，要求学生综合运用法律

和其他专业知识，具有独立从事法务工作的能力。

全日制学生根据学校统一组织在第三、第四学期前往律师事务所、企事业法务部门或司

法机关等单位分阶段完成不少于6个月的专业实习，其中3个月进入学校实践基地进行实习，

另 3个月根据就业情况自行选择单位进行实习，由学校进行考核。

非全日制学生的专业实习在定向单位完成，由学校进行考核。

法学院现有 3家市级专业学位实践基地、4家校级专业学位实践基地以及 10余家院级

专业学位实践基地。

七、科研和学位论文要求（150字左右）

科研要求：

参考现行《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学位授予成果要求》；

开题报告：第四学期末或第五学期初（全日制），第四学期末或第五学期初（非全日制）；

中期考核：第四学期末（全日制），第四学期末（非全日制）；

答辩：第六学期末（全日制），第六学期末（非全日制）。

学位论文要求：

学位论文选题应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论文内容应着眼实际问题、面向法律实务，

反映学生综合运用所学法学理论与知识解决法律实务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能力。

学位论文应以法律实务研究为主要内容，提倡采用案例分析、研究报告、专项调查等形

式。

学位论文的写作应当规范并达到以下 5个方面的要求：

1.论题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题目设计合理；

2.梳理和归纳同类问题的研究或实践现状；

3.论据充分，论证合理，资料完整；

4.作者具有研究方法意识，能够采取多样的研究方法，如社会调查与统计方法、规范实

证方法等；

5.符合写作规范，字数不少于 2.5万字。

学位论文开题、中期考核、答辩等环节要求参照相关文件执行。

学位点负责人：徐国平 学院分管院长：殷骏 分委员会主席：胡正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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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硕士（非法学）（非全日制）

学科专业名称（中文）： 法律硕士（非法学） ；（英文）： Juris Master

专业代码： 035101 ； 学位授权类别： 专业学位

一、学科简介（300 字左右）

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法律硕士学位点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于 2010 年正式开始招

生。本学位点在法学院原有的国际法（海商法）、民商法、经济法学硕士学位点基础上设立，

着重培养实务型高级法律人才。

我院现有硕士研究生导师 60 余名，大多兼任律师或仲裁员，教学科研和专业实践并重。

胡正良教授、沈秋明教授等在学界和实务界具有广泛威望和影响力。我院长期以来与实务部

门保持密切交往和良好互动，一批法律实务界资深法官、律师等法律专家担任我院兼职导师。

二、培养目标（300 字左右）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学位主要培养具备扎实法律知识、熟练法律技能、良好法律素养的立法、司法、

行政执法和法律服务领域德才兼备的高层次的专门型、应用型法治人才。

（二）基本要求

1.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遵守宪法和法律，德法兼修，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

和道德品质，遵循法律职业伦理和法律职业道德规范；

2.全面掌握法学基本原理，特别是社会主义法学基本原理，具备从事法律职业所要求的

法律知识、法律术语、法律思维、法律方法和法律技能；

3.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具有良好的法

律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综合运用法律和其他专业知识，具有独立从事法务工作的能力；

4.熟练掌握一门外语。

（三）具体要求

1.全面掌握法律专业知识；

2.能够运用法律思维分析和解决法律实务问题；

3.熟练运用法律解释方法，具备在具体案件中进行法律推理的能力；

4.掌握诉讼主要程序，熟练从事法律事务代理和辩护业务；

5.熟练从事非诉讼法律实务以及法律事务的组织和管理；

6.熟练掌握法律文书制作技能。

三、主要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名称 主 要 研 究 内 容

海商法学 海上运输法；海事法；海上保险法等



171

国际法学 国际公法；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等

民商法学 民法总论；民法分论；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商法等

刑法学 中国刑法；外国刑法；海上犯罪等

经济法学 宏观调控法；市场规制法；知识产权法等

诉讼与仲裁法学 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仲裁法等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自然资源保护法；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等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宪法；行政法等

法学基础理论及应用 法理学、法制史等

四、学习年限与学分要求

非全日制法律硕士（非法学）：学制 3 年，最长学习年限 5年。

总学分不少于 78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不少于 55 学分（必修课 34 学分，选修课 21 学分），

实践教学与训练不少于 16 学分，其他必修环节 2 学分，学位论文 5 学分。

原则上 1 学分 16 学时。

五、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 程 名 称
学

时

学

分

开

课

学

期

开 课

单 位

必

修

课

公 共

基 础

课

（5学
分）

FQ12008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与实践
32 2 一 马克思主义学院

FQ12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6 1 一 马克思主义学院

FQ12007 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 16 1 一 法学院

FQ12003 综合英语 32 1 一 外国语学院

专 业

基 础

课

（ 29
学分）

23092020 法律英语 32 2 一 法学院

20092076 法律职业伦理 32 2 一 法学院

20092108 法理学 32 2 一 法学院

20092109 中国法制史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110 宪法学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111 民法学 64 4 一 法学院

20092112 刑法学 64 4 一 法学院

20092113 民事诉讼法学 32 2 一 法学院

20092114 刑事诉讼法学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115
行政法与

行政诉讼法学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116 经济法学 48 3 一 法学院

24092004 国际公法学 32 2 一 法学院

选修课推 荐 20092118 外国法制史 32 2 三 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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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 修

课

（ 不

低于

13 学

分）

20092119 商法学 32 2 一 法学院

20092120 国际经济法学 32 2 三 法学院

20092121 国际私法学 32 2 三 法学院

20092122 知识产权法学 32 2 一 法学院

24092005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学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124 劳动与社会保障法学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125 法律方法 32 2 三 法学院

20092126 证据法学 32 2 二 法学院

特色

方向

选修

课（不

低于 8
学分）

20092023 海上货物运输法 48 3 一 法学院

20092025 海上保险法 48 3 二 法学院

20092024 海事法 48 3 二 法学院

20092091 航运行政法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019 海事国际私法 16 1 二 法学院

20092094 物权法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048 合同法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029 侵权责任法 32 2 二 法学院

23092007 财产法研究专题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099 证券法 32 2 二 法学院

23092004 国际商事仲裁法 32 2 二 法学院

20092101 法律实务专题 16 1 二 法学院

24092001 海洋法 32 2 一 法学院

24092006 人工智能法 32 2 二 法学院

实践教学

与训练

（16学分）

20092007 论文写作指导 1 二 法学院

20092103 法律写作 2 四 法学院

20092104 法律检索 2 四 法学院

20092105
模拟法庭、模拟仲裁、

模拟调解
3 四 法学院

20092106 法律谈判 2 四 法学院

专业实习
6个
月

6 五 法学院

其他必修

环节

（2学分）

学术活动与专题讨论会 6次 2

一

二

三

四

法学院

学位论文

（5学分）

案例分析、研究报告、

专项调查等

2.5
万

字

5
五

六
法学院

其他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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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硕士学位研究生完成相应学分，并完成培养计划中其他必修环节的全部内容，方可

进入论文阶段，申请论文答辩。公共英语免修（不免考）相关政策见《上海海事大学非英

语专业研究生公共英语课程教学管理规定》。

六、必修环节

1.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2 学分。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至少需参加 6 次校内外学术讲

座或学术会议。由导师负责考核。

2.专业实践：6学分。

本学科通过法律基础课程和大量实践类课程与训练相结合，主要培养立法、司法、行政

执法和法律服务领域德才兼备的高层次的专门型、应用型法治人才，要求学生综合运用法律

和其他专业知识，具有独立从事法务工作的能力。

全日制学生根据学校统一组织在第三、第四学期前往律师事务所、企事业法务部门或司

法机关等单位分阶段完成不少于6个月的专业实习，其中3个月进入学校实践基地进行实习，

另 3个月根据就业情况自行选择单位进行实习，由学校进行考核。

非全日制学生的专业实习在定向单位完成，由学校进行考核。

法学院现有 3家市级专业学位实践基地、4家校级专业学位实践基地以及 10余家院级

专业学位实践基地。

七、科研和学位论文要求（150字左右）

科研要求：

参考现行《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学位授予成果要求》；

开题报告：第四学期末或第五学期初（全日制），第四学期末或第五学期初（非全日制）；

中期考核：第四学期末（全日制），第四学期末（非全日制）；

答辩：第六学期末（全日制），第六学期末（非全日制）。

学位论文要求：

学位论文选题应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论文内容应着眼实际问题、面向法律实务，

反映学生综合运用所学法学理论与知识解决法律实务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的能力。

学位论文应以法律实务研究为主要内容，提倡采用案例分析、研究报告、专项调查等形

式。

学位论文的写作应当规范并达到以下 5个方面的要求：

1.论题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题目设计合理；

2.梳理和归纳同类问题的研究或实践现状；

3.论据充分，论证合理，资料完整；

4.作者具有研究方法意识，能够采取多样的研究方法，如社会调查与统计方法、规范实

证方法等；

5.符合写作规范，字数不少于 2.5万字。

学位论文开题、中期考核、答辩等环节要求参照相关文件执行。

学位点负责人：徐国平 学院分管院长：殷骏 分委员会主席：胡正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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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工程

学科专业名称（中文）： 水利工程 ；（英文）： Hydraulic Engineering

专业代码： 085902 ； 学位授权类别： 专硕

一、学科简介（300 字左右）

水利工程专业学位点现有师资 40 名，其中其中教授 10 名，副教授 13 名。该学位点目

前在港口、近岸及海洋工程结构与岩土工程、港口、近岸及海洋工程水动力学、水利工程结

构安全性及耐久性评价、近海防灾与城市防洪工程、近海海域水资源与水环境等方向开展研

究工作和研究生培养。目前，完成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863”项目子课题、省部级

科研项目及企事业单位委托项目，获得省部级以上科技进步奖 5项，在出版著作、发表论文、

授权专利等方面取得了优异成绩。该学位点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港航与海洋工程类”高层

次专业技术人才的重要培养基地，毕业生的从业方向主要为与水利工程、土木工程、海洋工

程相关的大专院校、工程设计、工程施工、工程监理等企事业单位及行政管理部门。

二、培养目标（300 字左右）

培养掌握水利工程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具有较强的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能够承担专业技术或管理工作、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具体

要求为：

1. 具有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掌握马克思列

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服务国家和人民的高度社会责任感、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创业

精神、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身心健康。

2. 掌握所从事水利工程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先进计算方法和现代技术

手段，熟悉行业领域的相关规范，在水利工程、土木工程、海洋工程相关领域的某一方向

具有独立从事工程规划、勘测、设计、施工、维护与管理等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具有良

好的职业素养。

3. 掌握一门外国语。能比较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并具有一定的写作和交流能力。

三、主要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港口及近海工程结构安全与防灾

海洋工程结构

水利工程结构可靠性评估理论和方法

水利工程结构耐久性分析与寿命预测

水利工程结构材料的抗侵蚀性与耐久性

近海风暴潮与海啸的理论与数值模拟

海上事故环境风险防范与应急处理



175

风暴潮与灾害评估

水运工程安全管理

海洋与水利工程结构现代分析方法

海洋与水利工程优化设计理论与应用

波流与工程结构的相互作用

海洋防护涂层材料及其服役性能监测方法

港口及近海工程水动力学

自由表面水动力学理论与数值模拟

海岸河口动力学

波流与海洋结构物相互作用

海洋水动力模型建立及应用

水质模型及污染物迁移扩散数值模拟

潮流与波浪特征及其分析技术

港口、近海及海洋工程结构与岩土工程

港口工程结构与地基基础

港口航道坡岸岩土工程

环境及海洋岩土工程

南海岛礁建设

人工智能技术在海洋工程中的应用

近岸海域水资源与水环境

海水资源开发利用

近岸海域水环境保护

海洋生态与环境质量评价

四、学习年限与学分要求

专业型硕士：学制 3 年，最长学习年限 5 年。总学分：34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不少于

26 学分，必修环节（实践和学术活动）8 学分。原则上 1 学分 16 学时。

五、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 程

代码
课 程 名 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开 课

单 位

公共学位课

（6学分）

2011203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
32 2 一二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12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6 1 一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042064 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 16 1 一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42026 工程伦理 16 1 一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3082998 英语

(2选1)

学术英语 16 1
一二 外国语学院

23082997 综合英语 16 1

基础学位课

（至少修读 8

学分）

20042073 水利工程学科研究前沿 16 1 一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3102004 数值分析 48 3 二 理学院

20042012 弹塑性力学 32 2 一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42020 高等流体力学 32 2 一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42072 水化学原理 32 2 一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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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位课

（至少修读 8

学分）

24042001 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规划 16 1 二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3042001 海洋岩土工程 32 2 一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42006 波浪与工程结构物相互作用 32 2 二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42022 高等水工结构 32 2 二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42089 现代海洋监测技术 32 2 一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42076 水资源开发利用工程 32 2 一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42041 海洋工程环境学 32 2 二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42075 水资源规划与管理 32 2 二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42069 论文写作指导（必修） 16 1 二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专业选修课

（4学分）

23042002 海洋工程结构 16 1 二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3042003 港口工程结构 16 1 二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42083 污水深度处理与回用 16 1 一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42092 有限元理论及应用 32 2 二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3042004 工程项目管理原理与应用 32 2 一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42001 BIM技术与工程应用 16 1 二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42048 海洋水文学 16 1 二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42015 港口与海洋工程地质 16 1 二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42027 工程泥沙与航道整治 16 1 二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42059 计算流体力学 16 1 二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必修环节

（8 学分）

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 6次 2

专业实践 6

跨 学 科 补

修 备 选 课

程

对有必要加强基础的学生，在导师指导下确定 2-3 门补修课程，不计学分。

补修课 1：《水力学》

推荐学习网址：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HHU-1001752079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

1）赵振兴，何建京，《水力学》，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10年 02月
2）李家星、赵振兴主编，《水力学》，河海大学出版社，2009.7
3）李家星、赵振兴主编，《水力学教程》，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6

补修课 2：《海岸动力学》

推荐学习网址：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1206808802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

1）邹志利、严以新.海岸动力学（第四版），人民交通出版社 2009.
2）吴宋仁、严以新.海岸动力学,人民交通出版社 2004.5
3）郑金海，陈伟，张弛主编：《Coastal Hydrodynamics and Morphodynamics》,
人民交通出版社，2015年

补修课 3：《结构力学Ⅱ》

推荐学习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HHU-1001752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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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u4411a7tp/?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
ick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

1）龙驭球著，《结构力学Ⅱ》第 4版， 高等教育学出版社 ISBN：2020
年

2）戴鸿哲、王伟、王焕定主编，《结构力学（第 4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2年 3月

其他要求

备注：公共英语免修（不免考）相关政策见《上海海事大学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公共英语课程

教学管理规定》。

六、必修环节

1.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2 学分。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至少需参加 6 次校内外学术讲

座或学术会议。由导师负责考核。

2.专业实践：6学分。

水利工程（港口、海岸及近海工程、水工结构工程、水文学及水资源）是实践性很强的

专业，研究生实践能力是研究生培养水平的重要体现。学生要在导师的指导下掌握进行工程

实践的工程技能，进行科研课题的研究实践工作和工程项目的实践工作。水利工程专业学位

研究生专业实践时间应不少于 6 个月，管理和考核按照《上海海事大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专业实践管理办法》执行。

同时，部分研究生可通过产教融合研究生联合培养的模式完成专业实践，具体要求参照

《上海海事大学产教融合研究生联合培养实施办法》执行。

七、科研和学位论文要求（150字左右）

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应积极参加导师承担的科研项目或实习单位的工程项目、发表学

术论文和参加各类研究生学科竞赛。学术论文的等级要求参考《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学位授

予成果要求》（沪海大研〔2023〕225 号的论文等级和相关的说明。成果要求参考《上海海

事大学研究生学位授予成果要求》（沪海大研〔2023〕225 号认定。

专业学位的硕士学位论文须与实践紧密结合，论文的内容应体现作者运用本专业学位及

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和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论文结果应对实际工作具有较高

的应用价值。学位论文开题、中期考核、答辩等环节要求参照《上海海事大学博士、硕士学

位授予工作细则》（沪海大研〔2023〕227 号）等相关文件执行。

学位点负责人：王小惠 学院分管院长：郭佳民 分委员会主席：王小惠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u4411a7tp/?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u4411a7tp/?spm_id_from=333.337.search-card.all.cl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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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化工

学科专业名称（中文）： 材料与化工 ；（英文）： Materials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专业代码： 0856 ； 学位授权类别： 专硕

一、学科简介（300 字左右）

上海海事大学材料与化工专业是以海洋材料为特色背景的专业。经过多年的建设，建

立了以海洋极端环境材料检测与防护技术、舰船功能材料、能源与环境新材料等研究方向。

开展了一系列重大共性与关键技术的工程化研发，为地方企业产业化提供了成熟、配套的技

术、工艺、装备和新产品，提升了行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获得省部级科技奖励多项，为我国

海洋工程装备发展等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专业积极开展材料应用研究与成果转化，并旨在进

行涉海材料类的高级人才培养。专业依托“上海深远海洋装备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上

海市重型破冰船关键钢材协同创新中心”，拥有 80余套国际先进水平的仪器和分析测试设

备，总价值约 8500万元。专业现有教授 9人、教授级高工 1人，副教授 8人，高级工程师

4人，具有博士学位教师比例达到 90%以上，是一支学科结构合理、年轻而朝气蓬勃的团队。

二、培养目标（300 字左右）

本专业以培养高层次、高素质、综合型材料与化工领域人才为目标，具体要求是：

目标 1：人文素质

具有爱国情怀和民族精神，具备良好的思想品德和文化修养，能在技术开发或经营管理

中遵守职业道德规范。

目标 2：专业能力

具有坚实的材料工程理论基础和系统的专门知识，了解材料与化工领域的发展动向，掌

握必要的材料实验、计算方法和技术，具有解决工程问题或从事新材料、新产品、新工艺的

开发能力，掌握海洋材料化学成分和组织结构的分析方法、材料的制造过程和质量控制方法、

材料性能检测和分析方法、材料的改性技术、材料制品的加工工艺和技术等，并具有较强的

组织能力和合作精神。

目标 3：职业素养

具备终身学习能力、创新意识、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的能力，具有社会适应能力、竞

争与合作能力，能够胜任材料科学与工程相关领域、新兴产业的关键工程技术岗位，能够胜

任作为主管或负责人从事技术开发和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三、主要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名称 主 要 研 究 内 容

海洋极端环境材料

检测与防护技术

极地破冰船材料检测技术；材料腐蚀与防护技术；海洋微生物功

能化应用；表面处理新工艺与新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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舰船功能材料 舰船电力电子材料；舰船功能涂层；先进复合材料

能源与环境新材料
光热转换材料及器件；水处理技术与新材料；“减碳、降碳”新

技术与新材料

四、学习年限与学分要求

专业型硕士：学制 3 年，最长学习年限 5 年。总学分：34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不少于

25 学分，必修环节（实践和学术活动）9 学分。原则上 1 学分 16 学时。

五、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 课

单 位

公共学位

课（5 学

分）

2011203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与实践
32 2 一二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12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6 1 一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042064 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 16 1 一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3082998 英语

（2选1）

学术英语 16 1
一二 外国语学院

23082997 综合英语 16 1

学位基础

课（9 学

分）

23042031 材料物理与化学 32 2 一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3102005 数理统计与随机过程 48 3 一 理学院

23042030 计算材料学 32 2 二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3042022 材料研究方法 32 2 一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专业学位

课

（7 学分）

20042068 论文写作指导（必修） 16 1 二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3042027 材料热力学 32 2 一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3042028 先进材料制备技术 32 2 二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42095 金属材料学 32 2 一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专业选修

课

（4 学分）

23042029 模

块

A

交通运输工程材料 32 2 一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3042032 功能涂层材料 32 2 二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42094 表面工程学 32 2 二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3042021 模

块

B

材料学科研究前沿 32 2 一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3042012 半导体与器件 32 2 二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42032 功能高分子材料 32 2 一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42104 模

块

C

环境功能材料 32 2 二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0042091 新能源材料 32 2 二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23042023 电化学及其应用 32 2 二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必修环节 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 6次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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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学分） 23042033 实验室安全规范 16 1 一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院

专业实践 6

跨学科补

修备选课

程

对有必要加强基础的学生，在导师指导下确定 2-3 门补修课程，不计学分。

补修课 1：《材料科学基础》推荐学习网址：

https://mooc1.chaoxing.com/course/240905082.html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2-5 种）：《材料科学基础》（第三版），胡赓祥、蔡洵、

戎咏华，2010，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材料科学基础》（第二版），石德珂，2003，

机械工业出版社。《Materials Science And Engineering：An Introduction》 8th

Ed. William D. Callister Jr.，David G. Rethwisch，John Wiley & Sons, 2009

《Fundamentals of Materials Science：The Microstructure–Property

Relationship Using Metals as Model Systems》Eric J. Mittemeijer， Springer，

2011

补修课 2：《现代材料分析技术》推荐学习网址：

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Cp411f7xg/?spm_id_from=333.337.search

-card.all.click&vd_source=e768fdd1ce6787dea8f6c5f745e64fcc.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2-5 种）：《材料组织结构的表征》（第二版），戎咏华，

姜传海编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7。《材料现代分析方法》，左演声，陈文哲，

梁伟主编，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 2000。

其他要求
选修课模块 A,B,C 分别对应培养方案中三个研究方向，建议学生选修课从对应模块

中选择（非必须）。

备注：公共英语免修（不免考）相关政策见《上海海事大学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公共英语课程教

学管理规定》。

六、必修环节

1.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2 学分。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至少需参加 6 次校内外学术讲

座或学术会议。由导师负责考核。

2.专业实践：6 学分。研究生在参加专业实践过程中，应在校内导师和企业导师的共同

指导下，将理论知识与工作实际相结合，参与实践单位管理、生产及科研、技术攻关等关键

问题的研究、实践，或开展科技咨询、技术调研等活动，提高研究生的实践视野和实践应用

能力。专业实践考核主要从研究生的实践计划完成情况、出勤情况、实践表现及实践成果等

方面进行考核。具有 2 年及以上企业工作经历的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时间应

不少于 6 个月，不具有 2 年企业工作经历的工程类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时间应不少

于 1 年。

七、科研和学位论文要求

科研要求：在本学科专业领域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门知识；具有从事科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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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工作或独立担负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比较熟练地运用一种外国语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

并能用该种语言写作论文摘要。

学位论文要求：学位论文须与实践紧密结合，论文的内容应体现作者运用本专业学位及

相关学科的理论知识和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论文结果应对实际工作具有较高

的应用价值。

学位论文开题、中期考核、答辩等环节要求参照相关文件执行。

学位点负责人：安燕 学院分管院长：郭佳民 分委员会主席：范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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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

学科专业名称（中文）： 交通运输 ；（英文）： Communic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专业代码： 086100 ； 学位授权类别： 专硕

一、学科简介（300 字左右）

交通运输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人和货物的流动影响着世界的各个方面。水路运

输、铁路运输、公路运输、航空运输和管道运输以及相互之间的协调、配合，是现代社会交

通运输的永恒主题。管理、经济、安全、信息、控制、材料和环境等领域高新技术又为交通

运输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和要求。

上海海事大学是我国航运、物流、海洋领域高级管理、科研及教学人才的主要培养基地

之一，是教育部高等学校物流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在国内同类学科中享有

较高声誉。交通运输专业立足上海海事大学特色，始终把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放在首位，结

合学科布设，涵盖交通运输学院和商船学院，是国家“一带一路”和上海五个中心建设急需

的高等级技术和管理人才的重要培养基地。

本领域与交通运输工程及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方向渊源很深，交通运输规划与管理

1981 年获硕士学位授予权，1998 年获博士学位授予权，1996 年被评定为交通部重点学科，

2007 年被列为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学校现拥有交通运输工程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

及博士后流动站，近年来，承担的国家级科研项目、省部级科研项目以及各类横向项目达

1000 余项，其中一部分项目达到国家先进水平。

二、培养目标（300 字左右）

交通运输专业硕士培养具有服务国家和人民的高度社会责任感、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创业

精神，具备人文社会科学素养，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学风严谨、

实事求是，有较强的事业心和协作精神，具有积极为国家现代化建设服务良好品德、身心健

康的优秀人才。

1.掌握本专业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了解学科领域现状和发展，具有良好职业素养。

2.能够独立承担交通运输领域工程规划、工程设计、工程实施、工程研发、工程管理等

专门技术工作。

3.熟练掌握一门外语，具备使用外语开展专业领域国际交往与交流的能力。

4.完成学校规定的专业实践。

三、主要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名称 主要研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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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

学院

交通运输

政策与管理

港航交通发展战略及政策，港航系统现代化管理，交通运

输发展战略理论与策略，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效益评估，事

故应急防控，交通需求管理和应用，港口生产组织优化、

多式联运组织与管理等

交通运输系统规

划、设计及控制

交通系统规划、区域及港城综合交通规划、港口集疏运系

统规划设计，交通设施运营优化、设施优化设计，交通控

制与管理，交通安全与风险评估，交通系统分析及应用，

交通能源与环境，智能交通及运输系统数字化，集装箱多

式联运系统优化，运输经济等

载运工具应用工

程

载运工具应用数智化技术、绿色与安全运营、能源与环境、

设计优化技术等

交通基础设施工

程技术

港口航道工程、港站枢纽规划设计与运营、港口信息化技

术、港口水工及岸线结构与材料、基础设施运维等

商船学院

海上交通系统的

理论与仿真

海上交通系统理论，航海环境虚拟实现与仿真技术和海船

驾驶仿真技术等。

海上交通安全与

海事分析

海上交通法规与安全监管，港口、航道设计中船舶适航性

论证与安全评价，邮轮人员疏散，海上应急管理与处置理

论与方法，海事安全风险控制与仿真，海事调查、分析和

海事司法鉴定技术等。

船舶通信、导航

和海上智能交通

现代海上通信与导航信息系统，船舶航线设计优化理论与

应用技术，海船智能配积载技术，智能船舶技术和船舶驾

驶自动化等。

四、学习年限与学分要求

专业型硕士：学制 2 年，最长学习年限 5 年。总学分：35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不少于

27 学分，必修环节（实践和学术活动）8 学分。原则上 1 学分 16 学时。

五、课程设置

课程类

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开 课

单 位

公共

学位课

（6学

分）

2011203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 32 2 一
马克思主义

学院

20112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6 1 一
马克思主义

学院

20062048
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 16 1 一

交通运输学院

20052056 物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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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2022 商船学院

20062001

工程伦理

16 1 一 交通运输学院

20052103 16 1 一 物科院

20012001 16 1 一 商船学院

23082998
英语（2选1）

学术英语 16 1
一二 外国语学院

23082997 综合英语 16 1

基础

学位课

（9学

分）

20062003

交 通 运

输学院

交通运输研究前沿（必修） 16 1 一 交通运输学院

20062004 交通运输工程学（必修） 32 2 一 交通运输学院

20062005 高等运筹学 32 2 一 理学院

20062007 决策理论与方法 32 2 二 交通运输学院

20062008 高级应用统计学 32 2 二 交通运输学院

20062017 复杂网络科学导论（双语） 32 2 一 交通运输学院

23012001

商 船 学

院

交通运输研究前沿（必修） 16 1 一 商船学院

23012002 交通运输工程学（必修） 32 2 一 商船学院

24012001 智能计算理论与应用 32 2 二 商船学院

24102002 高等工程数学 64 4 一 理学院

23102003 运筹学 48 3 一 理学院

专业

学位课

（8学

分）

20062009

交 通 运

输学院

论文写作指导（必修） 16 1 二 交通运输学院

20062010 智能优化算法及编程 32 2 一 理学院

20062013
交通规划方法与应用（必修）(企

业导师）
32 2 一 交通运输学院

20062019 交通地理信息系统（必修） 32 2 一 交通运输学院

20062015 交通数据分析与建模 32 2 一 交通运输学院

20062016 计算机仿真技术 32 2 二 交通运输学院

23062007 港口集疏运系统规划与设计 16 1 二 交通运输学院

20062011 港口现代化管理 32 2 一 交通运输学院

20062037 高级航运管理 32 2 二 交通运输学院

23062001 远洋运输业务经营与管理 16 1 二 交通运输学院

23062002 航运实务与法规 16 1 二 交通运输学院

20062045 交通行为分析 32 2 二 交通运输学院

20062014 现代交通流理论(双语) 16 1 一 交通运输学院

20012006

商 船 学

院

论文写作指导（必修） 16 1 二 商船学院

23012003 航运大数据技术（双语）(必修) 32 2 一 商船学院

23012004 水上交通流理论(必修) 32 2 二 商船学院

23012023 航海软件设计实践（企业导师） 32 2 二 商船学院



185

23012005 航海电子系统 32 2 一 商船学院

23012006 船舶安全系统工程学 32 2 二 商船学院

23012007 虚拟现实与航海仿真 32 2 二 商船学院

23012008 航海数学建模与可视化 32 2 一 商船学院

专业

选修课

（4学

分)

20062026

交 通 运

输学院

综合枢纽与多式联运（双语） 16 1 二 交通运输学院

20062028 博弈论（双语） 32 2 一 交通运输学院

20062021 海运供应链管理 32 2 二 交通运输学院

20062022 运输与物流信息系统 32 2 二 交通运输学院

20062024 交通仿真与优化软件应用 32 2 一 交通运输学院

23062004 智能优化算法与大数据分析 16 1 一 交通运输学院

23102035 机器学习与人工智能 32 2 二 理学院

20062027 水运概论 32 2 一 交通运输学院

20062020 船舶与水上运输 32 2 一 交通运输学院

23062005 国际航运中心理论与实践 16 1 一 交通运输学院

23062006 遥感技术与港航生态环境监测 16 1 一 交通运输学院

20062025 交通系统分析与优化 32 2 一 交通运输学院

20062023 交通模型及应用 32 2 二 交通运输学院

高级物流学 16 1 二 交通运输学院

23062003 港口铺面设计原理与方法 16 1 二 交通运输学院

20012012

商 船 学

院

信号与图象处理（双语） 32 2 一 商船学院

20012014 航路学 32 2 二 商船学院

20012017 现代船舶管理（双语） 32 2 二 商船学院

20012018 海洋环境学（双语） 32 2 二 商船学院

20012019 航运物联网 32 2 二 商船学院

20012020 海上通信现代化 32 2 二 商船学院

必修环

节（8

学分）

学术活动与专题讨论会 6次 2 一二

专业实践

6-

12

个

月

6 三四

按 照 学 校 要

求，导师、学

院负责具体考

核。

跨学科

补修备

选课程

交通运

输学院

补修课 1：《综合运输》推荐学习网址：

http://mooc1.chaoxing.com/course/95984239.html?headFid=25

417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交通运输工程学》 沈志云、邓学钧编著

人民交通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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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修课 2：《港口管理》推荐学习网址：

http://mooc1.chaoxing.com/course/95485280.html?headFid=25

417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港航经济系统论，许长新著，北京：海洋出

版社，2004.08

补修课 3：《航运管理》推荐学习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DLMU-1002027024?from=se

archPage&outVendor=zw_mooc_pcssjg_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船舶运输管理与经营》，出版社：大连海事

学院出版社，1997 年

商船学

院

补修课 1：《船舶值班与避碰》推荐学习网址：

http://mooc1.chaoxing.com/course/95984239.html?headFid=25

417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船舶值班与避碰》，出版社：大连海事大学，

2021 年

补修课 2：《航海学》推荐学习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WHUT-1001863002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航海学》，出版社：上海浦江教育出版社有

限公司，2017 年

补修课 3：《船舶操纵》推荐学习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DLMU-1003469013?tid=147

1412452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船舶操纵》，出版社：上海交通出版， 2012

年

其他要

求

1.在导师指导下根据需要确定必修、选修和补修课程。

2.要求至少选两门双语课程。

备注：公共英语免修（不免考）相关政策见《上海海事大学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公共英语课程教学管

理规定》。

六、必修环节

1.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2 学分。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至少需参加 6 次校内外学术讲

座或学术会议。由导师负责考核。

2.专业实践：6学分。

6-12 个月，本领域研究生培养方针是“知识学习与实践能力并举”，课程设置围绕科

技发展和国民经济建设需求，注重多学科交叉与融合，体现宽广性、前沿性、综合性、创新

性和实践性，强化研究生分析能力和创造性解决实际问题能力的培养。

在课堂教学中，重视应用实验室模拟、案例分析、工程实践、参与项目等方法，要求学

http://mooc1.chaoxing.com/course/95984239.html?headFid=25417
http://mooc1.chaoxing.com/course/95984239.html?headFid=25417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WHUT-1001863002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DLMU-1003469013?tid=1471412452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DLMU-1003469013?tid=1471412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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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行业实践领域学习、历练；在项目研究、科技服务活动中，积极吸纳研究生参与并悉心

辅导；毕业论文作为重要环节，采用双导师制或导师组负责制；通过多种途径搭建专业实践

平台、积极开展校企联合培养，从而有效地培养研究生的创新意识和实际工作能力。

七、科研和学位论文要求（150字左右）

学位论文开题、中期考核、答辩等环节要求参照相关文件执行。

科研要求：具体要求参见学校相关文件。此外，本领域研究生必须完成一篇和学位论文

内容相关、且达到北大核心期刊水平的学术论文；如没有发表或录用，学位论文送审时一并

提供，由评阅专家签署相关意见。

学位论文要求：具体要求参见学校相关文件；

开题报告：通常情况下在第二学期末或第三学期初进行；

中期考核：通常情况下在第三学期末进行；

预答辩、答辩：通常情况下在第四学期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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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统计

学科专业名称（中文）： 应用统计 ；（英文）： Applied Statistics

专 业 代 码： 025200 ； 学位授权类别： 应用统计硕士

一、学科简介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统计方法的应用已经遍及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各个领域，

社会对应用统计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上海国际航运中心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尤其是中国

（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航运与物流企业不断开展和探索各类新业务，提出了大量需

要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的问题。从市场发展、政府宏观管理、企业业务拓展的需求看，迫切

需要具有较高统计理论水平，熟悉航运与物流业的行业特点，能够熟练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

的高级专门人才。

上海海事大学应用统计专业硕士学位点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于 2015年正式开始

招生。本学位点在经济管理学院“产业经济学”硕士专业“海运与物流产业的定量研究”方向、

文理学院“信息与计算科学”硕士专业学位点基础上设立。该学位点师资队伍分别来自经济管

理学院、文理学院，具有先进的统计学教学理念、扎实的统计学理论功底、缜密的逻辑思维

能力，具备很强的教学和科研能力，承担了国家级、省部级、企事业单位科研项目多项，具

有丰富的航运与物流业实践经验。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为航运与物流产业相关政府部门、大中型企业、咨询和研究机构培养高层次、应

用型统计专门人才，要求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

良好的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掌握统计学基本理论和方法，并熟练应用统计分析软件，具备

从事统计数据收集、整理、分析、预测和应用的基本技能，能够独立从事实际领域的应用统

计工作。

三、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名称 主 要 研 究 内 容

航运市场统计

分析与风险管

理

本方向从航运市场尤其是航运运价的数据来源、数据处理和风险管理角

度，通过统计学、计量经济学、金融学、金融数学等理论方法，归纳航运

市场运价及其波动规律，为相关行业主管部门、企业开展航运金融衍生品

交易业务，规避航运市场风险提供方法支撑。

物流业经济统

计分析

本方向研究物流业经济活动的统计规律，通过建立统计指标体系、统计调

查、统计建模和分析、计量经济学分析、综合评价等方法，对物流业经济

数据、数据间的相互结构、物流产业与区域经济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分

析，揭示物流业经济运行的规律，为产业管理决策提供支撑。

统计分析与决 本方向以数理统计、随机过程、贝叶斯理论、最优化理论为基础，以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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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 计算为工具，研究航运投融资等决策问题，通过随机过程、贝叶斯分析等

方法建立统计决策模型，为航运、物流企业经营者的智能决策提供方法支

撑。

大数据分析

本方向以统计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知识为基础，系统掌握大数据采集、

整理、分析及结果呈现的统计理论和计算机基础知识；掌握处理非结构化

大数据的方法、大数据分析的统计机器学习算法；掌握处理大数据的

Hadoop分布式平台、以及相应的编程思想和实时计算平台。能够熟练应用

计算机集群进行大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能够对企事业单位的实际大数据

问题开展研究并撰写规范的分析报告。

四、学习年限与学分要求

专业型硕士：学制 2 年。总学分不少于 32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不少于 28 学分，专业

实习 4学分。原则上 1 学分 16 学时。

五、课程设置(硕士)

课程类

别
课程代码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 课

单 位

公共基

础课（5

学分）

2011203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与实践研究
32 2 一二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12002 自然辩证法 16 1 一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072003 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 16 1 一 经济管理学院

23082997 综合英语 16 1 一二 外国语学院

专业基

础课（12

学分）

20072008
高等数理统计(Advance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48 3 一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022
中级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intermediate economics)
48 3 一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132 论文写作指导（必修） 16 1 二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114

应用回归与多元统计分析

(Applied regression and

multivariate statistical

analysis)

48 3 一 文理学院

20072074
空间计量经济学(Spatial

econometrics)
32 2 二 经济管理学院

专业方 20072049
非参数统计(Nonparametric

statistics）
32 2 二 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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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课（9

学分）
20072071

金融计量（Financial

econometrics）
32 2 二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062
海运投资分析(Analysis of

marine investment)
16 1 二 经济管理学院

20072039
物流统计学（Logistics

statistics）
32 2 一 经济管理学院

23072012
应用时间序列分析(Applied

time series analysis)
32 2 二 经济管理学院

案例实

务课（必

修，3学

分）

20072001 抽样调查(Sampling survey) 16 1 一 经济管理学院

23072013

机器学习中的回归模型

(Regression models in

machine learning)

32 2 二 经济管理学院

专业实

习（4学

分）

专业实习
6个

月
4 三四 导师

实习实

践
第三学期与第四学期，在学院和研究生院认定的单位实习。

跨学科

补修备

选课程

补修课 1：统计学（第 8版）[贾俊平/何晓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补修课 2：经济计量学精要（第 4版）中文版[(美)达莫达尔 N.古扎拉蒂][机械工业

出版社]

其他要

求

备注：公共英语免修（不免考）相关政策见《上海海事大学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公共英语课程教

学管理规定》。

学位点负责人：范国良 学院主管院长：於军 分委员会主席：范国良

六、必修环节

专业实践：4 学分。

应用统计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强调职业能力的培养。课程学习阶段，通过统计学理

论方法与基本技能的培养和训练、参加校内外以及实际部门专家学者的讲座、组织专题讨论，

充实完善在实际工作中应用统计的能力。

论文工作阶段，通过参与实际问题的数据搜集、数据整理、数据分析与推断，提高发现

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完成论文，提高查阅文献、论文写作的能力。

学生实习实践活动将依托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航运、金融类企事业单位的统

计相关部门，时间不少于 6个月。

javascript:;
javascri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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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科研和学位论文要求

开题报告：第三学期初，由学科组织，进行资格审核等，安排研究生阅读文献，撰写论

文大纲、开题报告。开题报告要在有关导师和评审专家参加的专门会议上进行答辩；经集体

评议，写出评语，给出考核成绩，通过后方可进入下一阶段的论文撰写。

预答辩、答辩：第四学期。学位论文须通过查重、评审和答辩。论文答辩未通过者可按

要求修改论文后参加后期的答辩，具体要求见学校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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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统计（非全日制）

学科专业名称（中文）： 应用统计 ；（英文）： Applied Statistics

专 业 代 码： 025200 ； 学位授权类别： 应用统计硕士

一、学科简介（300 字左右）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统计方法的应用已经遍及国民经济和科学技术

的各个领域，社会对应用统计人才的需求与日俱增。上海国际航运中心与国际金

融中心建设，尤其是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设立，航运与物流企业不断开

展和探索各类新业务，提出了大量需要进行数据处理与分析的问题。从市场发展、

政府宏观管理、企业业务拓展的需求看，迫切需要具有较高统计理论水平，熟悉

航运与物流业的行业特点，能够熟练进行数据处理和分析的高级专门人才。

上海海事大学应用统计专业硕士学位点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于 2015

年正式开始招生。本学位点在经济管理学院“产业经济学”硕士专业“海运与物

流产业的定量研究”方向、文理学院“信息与计算科学”硕士专业学位点基础上

设立。该学位点师资队伍分别来自经济管理学院、文理学院，具有先进的统计学

教学理念、扎实的统计学理论功底、缜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具备很强的教学和科

研能力，承担了国家级、省部级、企事业单位科研项目多项，具有丰富的航运与

物流实践经验。

二、培养目标（300 字左右）

本专业为航运与物流产业相关政府部门、大中型企业、咨询和研究机构培养

高层次、应用型统计专门人才，要求学生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理论体系，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掌握统计学基本理论和方法，

并熟练应用统计分析软件，具备从事统计数据收集、整理、分析、预测和应用的

基本技能，能够独立从事实际领域的应用统计工作。

三、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名称 主 要 研 究 内 容

航运市场统计

分析与风险管

理

本方向从航运市场尤其是航运运价的数据来源、数据处理和风险管理角度，

通过统计学、计量经济学、金融学、金融数学等理论方法，归纳航运市场运

价及其波动规律，为相关行业主管部门、企业开展航运金融衍生品交易业务，

规避航运市场风险提供方法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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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业经济统

计分析

本方向研究物流业经济活动的统计规律，通过建立统计指标体系、统计调查、

统计建模和分析、计量经济学分析、综合评价等方法，对物流业经济数据、

数据间的相互结构、物流产业与区域经济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分析，揭示

物流业经济运行的规律，为产业管理决策提供支撑。

统计分析与决

策

本方向以数理统计、随机过程、贝叶斯理论、最优化理论为基础，以统计计

算为工具，研究航运投融资等决策问题，通过随机过程、贝叶斯分析等方法

建立统计决策模型，为航运、物流企业经营者的智能决策提供方法支撑。

大数据分析

本方向以统计学、计算机科学等学科知识为基础，系统掌握大数据采集、整

理、分析及结果呈现的统计理论和计算机基础知识；掌握处理非结构化大数

据的方法、大数据分析的统计机器学习算法；掌握处理大数据的 Hadoop分

布式平台、以及相应的编程思想和实时计算平台。能够熟练应用计算机集群

进行大数据处理和统计分析，能够对企事业单位的实际大数据问题开展研究

并撰写规范的分析报告。

四、学习年限与学分要求

专业性硕士（非全日制），学制 2.5 年，最长学习年限 5 年。总学分 33 学分，

其中课程学分 29 学分，必修环节（专业实践）4 学分。原则上 1学分 16 学时。

五、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课单位

公共基础

课（ 5 学

分）

FQ13001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与实践（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32 2 一 经济管理学院

FQ13020

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

Scientific Ethics and

Academic Norms

16 1 一 经济管理学院

FQ13046 综合英语 32 2 一 经济管理学院

专业基础

课（12 学

分）

FQ17004
高等数理统计(Advanced

mathematical statistics)
48 3 一 经济管理学院

FQ17008
应用时间序列分析(Applied

time series analysis)
32 2 二 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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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Q17007

应用回归与多元统计分析

(Applied regression and

multivariate statistical analysis)

48 3 一 经济管理学院

FQ17010
统计数据分析方法(Statistical

data analysis methods)
48 3 二

文理学院/经济

管理学院

FQ17001
论文写作指导(Thesis writing

guidance)
16 1 二 经济管理学院

专业方向

课（9学

分）

FQ17003

非参数统计：基于案例分析

(Non-parametric statistics:

based on case analysis)

32 2 二 经济管理学院

FQ15007

商业应用中的数据科学（Data

Science in Commercial

Applications）

32 2 一 经济管理学院

FQ17005
海运投资分析(Analysis of

marine investment)
16 1 二 经济管理学院

FQ17006 物流统计学(Logistics statistics) 32 2 一 经济管理学院

FQ17009

机器学习中的回归模型

(Regression models in machine

learning)

32 2 二 经济管理学院

案例实务

课（3学

分）

FQ17002 抽样调查(Sampling survey) 16 1 一 经济管理学院

FQ17012

统计分析与软件应用

(Statistical Analysis and

Software Application)

32 2 二 经济管理学院

必修环节 专业实践 4

其他要求

备注：公共英语免修（不免考）相关政策见《上海海事大学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公共英语课程教

学管理规定》。

六、必修环节

专业实践：4学分。

应用统计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强调职业能力的培养。课程学习阶段，通

过统计学理论方法与基本技能的培养和训练、参加校内外以及实际部门专家学者

的讲座、组织专题讨论，充实完善在实际工作中应用统计的能力。

论文工作阶段，通过参与实际问题的数据搜集、数据整理、数据分析与推断，

提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通过完成论文，提高查阅文献、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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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写作的能力。

学生实习实践活动将依托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航运、金融类企事

业单位的统计相关部门，时间不少于 6个月。

七、科研和学位论文要求

开题报告：第三、四学期，由应用统计硕士（MAS）教育中心组织，进行

资格审核等，安排研究生阅读文献，撰写论文大纲、开题报告。开题报告要在有

关导师和评审专家参加的专门会议上进行答辩；经集体评议，写出评语，给出考

核成绩，通过后方可进入下一阶段的论文撰写。

答辩：学位论文须通过查重、评审和答辩。论文答辩未通过者可按要求修改

论文后参加后期的答辩。

学位点负责人： 范国良 学院分管院长：於军 分委员会主席：范国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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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计硕士（MPAcc）（非全日制）

学科专业名称（中文）： 专业会计 ；（英文）： Professional Accounting

专 业 代 码： 125300 ； 学位授权类别： 会计硕士

一、学科简介

上海海事大学会计学学科创建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我国较早开展会计学高等教育

的 院校之一。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本学科在会计学领域尤其是水运会计方面取得了丰硕

的成果， 为社会培养了大批专家学者、企事业单位高级管理人员和政府高级公务员，在

交通运输行业 和相关产业部门具有较高的知名度。20 世纪 80 年代就开始培养硕士研究

生，1996 年获批会 计学硕士学位授予权，2012 年取得财务管理学学科硕士学位授予权，

2018 年获批会计硕士 专业学位（MPAcc）授予权。该硕士点研究领域十分广泛，包括会

计与公司财务、管理会计 与智能化、会计与资本市场、交通运输行业财务与会计、审计

等多个专业方向，其中在物流 运输和港口航运领域的研究最具实力。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遵循现代高等教育规律，以立德树人为根本，培养具有较强发现问题、分析问

题 与创造性解决问题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国际化会计专门人才。基本要求为：

1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掌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具 有良好的政治素质；

2 、具有良好职业道德、终身学习意识和探索创新精神；

3 、具有较强的业务能力，能够熟练运用现代会计、财务、审计及相关领域的专业知

识 解决实际问题；

4、具有从事高层次会计管理工作所必备的国际视野、战略意识、领导能力和合作精神；

5 、具有数字化时代新思维，熟练掌握和运用数据处理技术，支持企业正确决策；

6 、熟练掌握和运用一门外国语；

7 、身心健康。

三、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名称 主 要 研 究 内 容

会计与公司财务 在会计硕士专业公共课和专业必修课基础上，侧重复杂会计知识和公

司财务知识学习和运用，提升学生处理复杂经济业务的能力、基于会

计知识进行战略规划和运营管理的能力。

会计与资本市场

在会计硕士专业公共课和专业必修课基础上，侧重于投融资、资本运

营，关注 IPO 、并购业务运作、财务估价、业绩评价以及财务风险控

制方面的知识与技能的学习与运用， 以提升学生资本运作能力。

管理会计与智能化 在会计硕士专业公共课和专业必修课基础上，侧重程序语言、大数据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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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运输行业财

务 与会计

在会计硕士专业公共课和专业必修课基础上，侧重交通运输行业相关

经济业务的会计确认、计量报告等方面的特殊账务处理， 以及行业特

殊的投融资行为和决策行为等的学习与运用，提升学生处理行业特色

经济业务的能力。

四、学习年限与学分要求

学制 2.5 年，最长学习年限 5 年。总学分： 44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不少于 37 学

分，必修环节 7 学分。原则上 1 学分 16 学时。

五、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

分

学

期

开 课

单位

公共学位

课（6 学

分）

FQ14028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

32 2

一

马克思主义学院

FQ14027 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 16 1 二 经济管理学院

FQ14002 跨文化交际英语 32 1 一 外国语学院

FQ14003 英语写作与翻译 32 1 二 外国语学院

FQ14004 工商管理专业英语 32 1 三 经济管理学院

基础学位

课（2 学

分）

FQ14005 管理经济学 32 2 一 经济管理学院

专业学位

课（15 学

分）

FQ14006 财务会计理论与实务 48 3 一 经济管理学院

FQ14007 财务管理理论与实务 48 3 一 经济管理学院

FQ14008 管理会计理论与实务 48 3 一 经济管理学院

FQ14009 审计理论与实务 48 3 二 经济管理学院

FQ14010 运输企业财务与会计 32 2 三 经济管理学院

FQ14011 论文写作指导（必修） 16 1 三 经济管理学院

专业选修

课（限选，

须修满 14

学分）

FQ14012 财务报表与企业经营分析 32 2 二 经济管理学院

FQ14029 智能会计基础 32 2 二 经济管理学院

FQ14014 企业税务筹划 32 2 三 经济管理学院

FQ14015 资本市场理论与实务 32 2 三 经济管理学院

FQ14016 公司治理与内部控制 32 2 二 经济管理学院

FQ14018 公司战略与风险管理 32 2 二 经济管理学院

商业伦理与会计职业道德 32 2 二 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研究方法、大数据与商务智能、商务数据分析等学习与运用， 提

升学生基于会计与技术融合进行会计管理的复合型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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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Q14030 Python 在企业财务中的应

用

32 2 三 经济管理学院

政府与非营利性组织会计 32 2 二 经济管理学院

供应链金融 32 2 二 经济管理学院

领导力 32 2 二 经济管理学院

水运概论 32 2 一 经济管理学院

会计与财务研究方法 32 2 二 经济管理学院

必修环节

（7 学分）

专业实践 7

跨学科补

修备选课

程

对有必要加强基础的学生，在导师指导下确定 2-3 门补修课程，不计学分。

补修课 1：《初级会计实务》,参考资料：财政部会计资格评价中心,当年最新。

补修课 2：《经济法基础》，参考资料：财政部会计资格评价中心，当年最新。

补修课 3：《审计学》，秦荣生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最新版。

其他要求

本科非“会计学 ”、“审计学 ”、“财务管理 ”专业的学生，需在论文答辩前取

得“初 级会计证 ”。

备注：按照入学时英语成绩,把有关研究生分成 A、B 两类,A 类免修不免考。具体分类方法和确

定 名单由培养办公布。

学位点负责人：李国民 学院主管院长：於军 分委员会主席：李国民

六、必修环节

专业实践：7 学分。

1、参加行业实践（5 学分）。（1）学习期间不少于半年的实习实践，可采用

集中实践 与分段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学生应提交实践计划，撰写实践总结报告，通

过后获得相应学分。 （2）具有三年以上财务、会计、审计相关专业工作经验的学

生，可以通过提交专业实务工 作总结等方式，获得学分。

2、参加案例研究与开发（2 学分） 。在学习期间必须参与案例研究与开发活

动，包括 但不限于独立或协助指导老师通过实地调研形成教学案例、参与企业管

理咨询活动并形成管 理咨询报告、参加学生案例大赛、发表案例研究方面的学术

成果。通过答辩的可获得相应成绩。

七、科研和学位论文要求

（一）科研要求 参照学校规定执行。

（二）学位论文要求

1 、会计硕士专业学位论文要体现专业学位特点，突出学以致用，注重解决实际问题。

学位论文应体现学生已系统掌握会计理论、专业知识和研究方法，具备综合运用会计等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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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的理论、知识、方法，分析和解决会计实际问题的能力，具有创新性和实用价值。

2 、论文类型一般应采用案例分析论文、专题研究论文、调研报告、方案设计、产品

设 计等。鼓励学位论文选题与实习实践、案例开发内容相关。学位论文篇幅一般不少于 3

万字。

3 、进度安排。各环节相关要求，参照学校相关规定执行。

4 、论文指导、评阅或答辩工作应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校外实务部门专业人员参与。

5、提交答辩的论文经公认检测系统或机构检测的内容复制比（重复率）应低于 15%

（不 含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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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商管理（MBA）

学科专业名称（中文）： 工商管理硕士 ；（英文）：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专业代码： 125100 ； 学位授权类别： 工商管理硕士 专硕

一、学科简介（300 字左右）

上海海事大学于 1996 年与荷兰马斯特里赫特管理学院（MSM）开始合作举办 MBA 项目。

1998 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学院独立试办 MBA 教育。2001 年，学院通过了国务院

学位办组织的全国 MBA 教育合格评估，受权开始正式举办 MBA 教育（全国第三批）。2002 年，

学院与 MSM 合作举办的 MBA 项目获得 AMBA 认证。2014 年，学院成为 AACSB（国际高等商学

院协会）会员，2023 年通过 AACSB 认证。目前，学科已经形成具有独特竞争优势的学科方

向，包括通用型管理、航运金融、港航物流管理、邮轮运营管理等，是与上海自由贸易试验

区、上海国际航运中心，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等国家和区域重大战略关联度最高的学科之

一。本着 “统一规格、自主模式、多样资源、规范管理”原则，重点突出港航优势，兼顾

综合管理教育的 MBA 教育办学方针，上海海事大学培养的 MBA 毕业生已经成为大型企业尤其

是航运和物流企业的 CEO、CFO、CLO 及其他高层管理人员，海大 MBA 教育中心也被誉为“航

运界的黄埔军校”。

二、培养目标（300 字左右）

培养能够胜任各类工商企业和经济管理部门需要的实务型和复合型管理人才，尤其是培

养从事航运、物流、港口及其他临港工业和临港服务业的应用型企业管理人才。他们具有高

度的政治素养和职业道德，具有国际化视野和社会责任感，掌握通用性管理理论和航运、物

流、邮轮等领域的专业知识，且能在工作中熟练运用上述知识和技能。

三、主要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名称 主 要 研 究 内 容

通用型管理

战略与企业成长、管理会计与财务决策、管理与组织行为学、战

略性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VUCA 时代下的营销管理、信息管理与

移动商务、运营管理等

资本运营及市场管

理

全球资本市场与投资决策、企业创新与资本运营战略、公司治理

与股权结构、企业融资策略与融资途径、并购战略与企业重组等

航运金融
航运金融市场及衍生品，航运衍生品与风险管理、航运企业财务

管理、航运金融业务结算、航运公司投融资管理等

互联网+供应链
大数据与供应链管理、智慧化供应链管理、平台化供应链、供应

链安全、港口供应链、供应链的数字化升级等

港航物流管理
港航供应链管理、港航物流、航运运营管理、航运服务管理、港

口商务管理、人工智能与数字化港口、海事案例与分析等

邮轮运营管理 邮轮危机管理、邮轮艺术设计、邮轮海上安全管理、邮轮公司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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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邮轮营销管理等

四、学习年限与学分要求

专业型硕士：学制 2.5 年，最长学习年限 5 年。总学分：47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不少

于 44 学分，必修环节 3 学分。原则上 1学分 16 学时。

五、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 课

单 位

公共学位

课（7 学

分）

FQ15027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

Theory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e

New Era

32 2
一二

三四
经济管理学院

FQ15002
商务英语

Business English
32 2

一二

三四
经济管理学院

24157001

中国传统文化与商业伦理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Business

Ethics

32 2
一二

三四
经济管理学院

FQ15025

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

Scientific Ethics and

Academic Norms

16 1
一二

三四
经济管理学院

学位基础

课（18 学

分）

FQ15009
管理经济学

Managerial Economics
32 2

一二

三四
经济管理学院

FQ15011

战略与企业成长

Strategy & Enterprise

Growth

32 2
一二

三四
经济管理学院

FQ15007

商业应用中的数据科学

Data Science in

Commercial Applications

32 2
一二

三四
经济管理学院

FQ15014

管理与组织行为学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32 2
一二

三四
经济管理学院

FQ15016

VUCA 时代下的营销管理

Marketing management in

VUCA era

32 2
一二

三四
经济管理学院

24157008

高管领导力发展与提升

Development and

enhancement of

executive leadership

32 2
一二

三四
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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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Q15018
运营管理

Operations Management
32 2

一二

三四
经济管理学院

FQ15012
管理会计

Management Accounting
32 2

一二

三四
经济管理学院

FQ15013

财务报表与财务决策

Financial Statement &

Financial Decision

32 2
一二

三四
经济管理学院

专业学位

课

（ 14 学

分）

FQ15005
博弈与谈判

Games and Negotiations
32 2

一二

三四
经济管理学院

FQ15006

企业文化管理与团队沟通

Corporate Culture &

Management

Communication

32 2
一二

三四
经济管理学院

FQ15008

决策的智慧与艺术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management decision

32 2
一二

三四
经济管理学院

FQ15010
宏观经济学与公共政策

Macroeconomic analysis
32 2

一二

三四
经济管理学院

FQ15020

服务管理与创新

Service Management and

Innovation

32 2
一二

三四
经济管理学院

FQ15021

合伙人与股权激励

Partner and equity

incentive

32 2
一二

三四
经济管理学院

FQ15019

现代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Logistics an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32 2
一二

三四
经济管理学院

专业选修

课

（不少于

5 学分）

FQ15023

宏观政策与港航企业管理

Macro Policies and

Management of Port and

Shipping Enterprises

32 2
一二

三四
经济管理学院

FQ15022

航运新业态与管理

New Shipping Form and

Management

32 2
一二

三四
经济管理学院

FQ15024
海事规则与案例

Maritime Law & Practice
32 2

一二

三四
经济管理学院

24157002

技术变革与商业模式创新

Technology revolution

and business model

innovation

32 2
一二

三四
经济管理学院

FQ15034
第三方物流

third-party logistics
16 1

一二

三四
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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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157003

人工智能与企业运营决策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operational

decision-making

16 1
一二

三四
经济管理学院

24157004

邮轮产业发展与运营

Development and

Operation of Cruise

Industry

8 0.5
一二

三四
经济管理学院

FQ15028

ESG 与现代港口管理

ESG and Modern Port

Management

8 0.5
一二

三四
经济管理学院

FQ15035

互联网+供应链管理

Internet-based Supply

Chain Management

8 0.5
一二

三四
经济管理学院

FQ15038

海上安全管理

Maritime Safety

Management

8 0.5
一二

三四
经济管理学院

FQ15029

港口装备健康与智慧管理

Port Equipment Health

and Smart Management

8 0.5
一二

三四
经济管理学院

FQ15030

航运金融市场及衍生品

Market and Derivatives

of Shipping Finance

8 0.5
一二

三四
经济管理学院

24157005

航运金融实务

Shipping finance

practice

8 0.5
一二

三四
经济管理学院

24157006

企业创新与资本运营

Enterprise Innovation

and Capital Operation

8 0.5
一二

三四
经济管理学院

必修环节

（3学分）

FQ15001

素质拓展与团队建设

Quality development and

team building

16 1 一 经济管理学院

FQ15036
论文写作指导

Thesis Writing Guidance
16 1

一二

三
经济管理学院

24157007
管理案例写作

Management Case Writing
16 1

一二

三
经济管理学院

跨学科补

修备选课

程

跨专业修读本专业的研究生先自学以下课程，不计学分。

补修课 1：《管理学》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

管理学：原理与方法（第七版），周三多 著，复旦大学出版社，ISBN：9787309136340

管理学（第 15 版），[美]斯蒂芬·罗宾斯，玛丽·库尔特 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

社，ISBN：9787300300795

补修课 2：《人力资源管理》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

https://book.jd.com/writer/%E5%91%A8%E4%B8%89%E5%A4%9A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6%96%AF%E8%92%82%E8%8A%AC%C2%B7%E7%BD%97%E5%AE%BE%E6%96%AF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7%8E%9B%E4%B8%BD%C2%B7%E5%BA%93%E5%B0%94%E7%89%B9_1.html
https://www.jd.com/pinpai/1-1713-446653.html
https://www.jd.com/pinpai/1-1713-446653.html


204

人力资源管理， [美]加里·德斯勒 著，刘昕 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ISBN：

9787300238449

HR+三支柱：人力资源管理转型升级与实践创新， 马海刚，彭剑锋，西楠 著，中

国人民大学出版社，ISBN：9787300243955

六、必修环节

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均有三年及三年以上的工作经历，多数学员还在单位从事具体管理

工作，进行着工作实践锻炼。在研究生学习阶段，学校将通过系列学习任务提升学员的理论

分析与实践转化能力。这种安排主要包括：

（1）选聘有实践经验的老师任教并指导研究生论文；

（2）组织案例教学、参观、交流、研讨等；

（3）进行管理案例和学位论文撰写。

MBA 教育中心本着“取自于学员，用之于学院”的精神，把大部分的学费用在 MBA 教育

教学和实践上。先后投入专项资金，提供覆盖面极为广泛的奖学金制度，进行新生拓展训练、

邮轮游学、学员各项体育和娱乐活动资助，定期举行高端讲座或公开课，资助学员参加全国

MBA 各类大赛等。

七、科研和学位论文要求（150字左右）

1、指导教师的确定

学员必须按培养计划要求修满规定学分后方可进入学位论文阶段。学员在导师指导下，

按照规定的工作进程撰写管理案例和学位论文。

2、论文选题

工商管理硕士（MBA）学位论文选题必须结合管理实践，要求从企业管理的实际需要中

发现问题，提倡问题导向型研究和案例研究。

3、管理案例

通过管理案例撰写，引导 MBA 学员对管理中的实践问题（难题、困境）加以观察和提

炼，客观地描述管理实践中遇到的关键决策问题和管理过程，通过合适的管理分析方法和工

具，提供解决问题的思路，促进 MBA 学员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

4、开题报告

第三、四学期，由工商管理硕士（MBA）教育中心组织，进行资格审核等，安排研究生

阅读文献，撰写管理案例、论文大纲、开题报告。开题报告要在有关导师和评审专家参加的

专门会议上进行答辩；经集体评议，写出评语，给出考核成绩，通过后方可进入下一阶段的

论文撰写。

5、论文答辩

学位论文须通过查重、评审和答辩。论文答辩未通过者可按要求修改论文后参加后期的

答辩。

6、学位的审批和授予

修完培养方案规定课程，成绩合格，取得规定学分，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符合学位授予

规定，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颁发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证书和研究生毕业证书。

https://book.jd.com/writer/%E5%8A%A0%E9%87%8C%C2%B7%E5%BE%B7%E6%96%AF%E5%8B%92 %E8%91%97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5%88%98%E6%98%95_1.html
https://book.jd.com/publish/%E4%B8%AD%E5%9B%BD%E4%BA%BA%E6%B0%91%E5%A4%A7%E5%AD%A6%E5%87%BA%E7%89%88%E7%A4%BE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9%A9%AC%E6%B5%B7%E5%88%9A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5%BD%AD%E5%89%91%E9%94%8B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8%A5%BF%E6%A5%A0_1.html
https://www.jd.com/pinpai/1-1713-446653.html
https://www.jd.com/pinpai/1-1713-4466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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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EMBA）

学科专业名称（中文）： 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 ；（英文）： Executive Master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专业代码： 125100 ； 学位授权类别： 工商管理专硕

一、学科简介

上海海事大学是全国第一批（2002 年）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试办 EMBA 教育的 30

家单位之一。上海海事大学 EMBA 以供应链物流方向的工商管理教育为主要品牌，重点突出

港航优势，兼顾综合管理教育。EMBA 教育致力于打造国内领先、国际知名的高端专业教育

品牌，满足上海乃至全国航运与物流服务业与国际接轨的需要。目前，上海海事大学 EMBA

项目已培养出众多学员，他们多为任职于大型企业尤其是海运、港口和物流企业的中高层管

理人员，海大 MBA 教育中心被誉为“航运界的黄埔军校”，EMBA 教育持续为国家建设“海

洋强国、航运强国”输送航运高端人才。

二、培养目标

旨在为中国及亚太地区的港航、物流等企业和组织培养具有高度政治素养、责任心和职

业道德的智慧型管理者，使之全面掌握现代企业管理理论和决策方法，深入了解国内外企业

的商业模式，具备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制定企业发展战略、日常经营管理决策和参与全球

竞争的能力。

三、主要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名称 主 要 研 究 内 容

通用型管理

战略与企业成长、管理会计与财务决策、管理与组织行为学、

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与开发、VUCA 时代下的营销管理、信息

管理与移动商务、运营管理等

资本运营及市场管理

全球资本市场与投资决策、企业创新与资本运营战略、公司治

理与股权结构、企业融资策略与融资途径、并购战略与企业重

组等

航运金融
航运金融市场及衍生品，航运衍生品与风险管理、航运企业财

务管理、航运金融业务结算、航运公司投融资管理等

互联网+供应链
大数据与供应链管理、智慧化供应链管理、平台化供应链、供

应链安全、港口供应链、供应链的数字化升级等

港航物流管理
港航供应链管理、港航物流、航运运营管理、航运服务管理、

港口商务管理、人工智能与数字化港口、海事案例与分析等

邮轮运营管理
邮轮危机管理、邮轮艺术设计、邮轮海上安全管理、邮轮公司

运营、邮轮营销管理等

http://baike.baidu.com/view/1389683.htm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1045864/11217332.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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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学习年限与学分要求

专业型硕士：学制 2.5年，最长学习年限 5年。总学分：39学分，其中课程学分不少

于 35学分，必修环节 4学分。原则上 1学分 16学时。

五、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课时 学分 开课学期 开课单位

公共学位课程

（5学分）

FQ16001 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 32 2 一 经济管理学院

FQ16002 商务英语与沟通 32 2 经济管理学院

FQ16027 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 16 1 一 经济管理学院

学位基础课

（12 学分）

FQ16005 管理经济学 32 2 经济管理学院

FQ16007 企业战略与成长 32 2 经济管理学院

FQ16008 财务管理与税务筹划 32 2 经济管理学院

FQ16009 数智时代的营销管理 32 2 经济管理学院

FQ16010 战略人力资源管理 32 2 经济管理学院

FQ16035 管理与组织行为学 32 2 经济管理学院

专业学位课

(12 学分)

FQ16036 运营管理 32 2 经济管理学院

FQ16006 数量分析与管理决策 32 2 经济管理学院

FQ16017 供应链管理 32 2 经济管理学院

FQ16036 合伙人与股权激励 32 2 经济管理学院

FQ16035 航运服务与管理创新 32 2 经济管理学院

FQ16034 博弈与谈判 32 2 经济管理学院

专业选修课程

（6学分）

FQ16011 会计学/财务报表分析 32 2 经济管理学院

FQ16012 领导学 32 2 经济管理学院

FQ16014 国际贸易与运输 32 2 经济管理学院

FQ16015 国际航运经济 32 2 经济管理学院

FQ16016 地缘政治和金融 32 2 经济管理学院

FQ16013 公司治理 32 2 经济管理学院

FQ16018 物流管理 32 2 经济管理学院

FQ16019 资本运营 32 2 经济管理学院

FQ16020 多式联运专题 32 2 经济管理学院

FQ16021 宏观政策与行业发展 32 2 经济管理学院

FQ16022 航运市场分析 32 2 经济管理学院

FQ16023 自贸区战略研究 32 2 经济管理学院

FQ16024 现代港口管理 32 2 经济管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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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必修环节

工商管理硕士研究生均有三年及三年以上的工作经历，多数学员还在单位从事具体管理

工作，进行着工作实践锻炼。在研究生学习阶段，学校将通过系列学习任务提升学员的理论

FQ16028 商业银行业务与管理 32 2 经济管理学院

FQ16029 金融市场与工具 32 2 经济管理学院

FQ16030 证券投资实务 32 2 经济管理学院

FQ16031 供应链金融 32 2 经济管理学院

FQ16032 智慧港口 32 2 经济管理学院

FQ16033 人工智能和数字化港口物流 32 2 经济管理学院

FQ16037
船舶制造业技术与商业模式

创新
32 2 经济管理学院

FQ16038 制造业流程管理创新 32 2 经济管理学院

FQ16039 海上安全管理 8 0.5 经济管理学院

FQ16040
人工智能与船舶制造（造船业

智能化转型与发展）
8 0.5 经济管理学院

FQ16041 港口装备健康与智慧管理 8 0.5 经济管理学院

FQ16042 航运衍生品与风险管理 8 0.5 经济管理学院

FQ16043 ESG与船舶制造业可持续发展 8 0.5 经济管理学院

跨学科补修备

选课程

跨专业修读本专业的研究生先自学以下课程，不计学分。

补修课 1：《管理学》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

管理学：原理与方法（第七版），周三多 著，复旦大学出版社，ISBN：9787309136340

管理学（第 15 版），[美]斯蒂芬·罗宾斯，玛丽·库尔特 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ISBN：9787300300795

补修课 2：《人力资源管理》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

人力资源管理， [美]加里·德斯勒 著，刘昕 著，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ISBN：

9787300238449

HR+三支柱：人力资源管理转型升级与实践创新， 马海刚，彭剑锋，西楠 著，中国

人民大学出版社，ISBN：9787300243955

必修环节

（4学分）

素质拓展与团队建设 1 一 经济管理学院

论文写作指导 2 三 经济管理学院

FQ166025 选题报告 1 三 经济管理学院

https://book.jd.com/writer/%E5%91%A8%E4%B8%89%E5%A4%9A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6%96%AF%E8%92%82%E8%8A%AC%C2%B7%E7%BD%97%E5%AE%BE%E6%96%AF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7%8E%9B%E4%B8%BD%C2%B7%E5%BA%93%E5%B0%94%E7%89%B9_1.html
https://www.jd.com/pinpai/1-1713-446653.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5%8A%A0%E9%87%8C%C2%B7%E5%BE%B7%E6%96%AF%E5%8B%92 %E8%91%97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5%88%98%E6%98%95_1.html
https://book.jd.com/publish/%E4%B8%AD%E5%9B%BD%E4%BA%BA%E6%B0%91%E5%A4%A7%E5%AD%A6%E5%87%BA%E7%89%88%E7%A4%BE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9%A9%AC%E6%B5%B7%E5%88%9A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5%BD%AD%E5%89%91%E9%94%8B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8%A5%BF%E6%A5%A0_1.html
https://www.jd.com/pinpai/1-1713-446653.html
https://www.jd.com/pinpai/1-1713-44665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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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与实践转化能力。这种安排主要包括：

（1）选聘有实践经验的老师任教并指导研究生论文；

（2）组织案例教学、参观、交流、研讨等；

（3）进行学位论文撰写。

MBA 教育中心本着“取自于学员，用之于学院”的精神，把大部分的学费用在 MBA/EMBA

教育教学和实践上。先后投入专项资金，提供覆盖面极为广泛的奖学金制度，进行新生拓展

训练、邮轮游学、学员各项体育和娱乐活动资助，定期举行高端讲座或公开课，资助学员参

加全国 MBA 各类大赛等。

七、科研和学位论文要求

1、指导教师的确定

学员必须按培养计划要求修满规定学分后方可进入学位论文阶段。学员在导师指导下，

按照规定的工作进程撰写管理案例和学位论文。

2、论文选题

工商管理硕士（EMBA）学位论文选题必须结合管理实践，要求从企业管理的实际需要中

发现问题，提倡问题导向型研究和案例研究。

3、开题报告

第三、四学期，由工商管理硕士（MBA）教育中心组织，进行资格审核等，安排研究生

阅读文献，撰写论文大纲、开题报告。开题报告要在有关导师和评审专家参加的专门会议上

进行答辩；经集体评议，写出评语，给出考核成绩，通过后方可进入下一阶段的论文撰写。

4、论文答辩

学位论文须通过查重、评审和答辩。论文答辩未通过者可按要求修改论文后参加后期的

答辩。

5、学位的审批和授予

修完培养方案规定课程，成绩合格，取得规定学分，通过学位论文答辩，符合学位授予

规定，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议通过，颁发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证书和研究生毕业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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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管理

学科专业名称（中文）： 项目管理 ；（英文）： Project Management

专业代码： 125602 ； 学位授权类别： 工程管理硕士

一、学科简介（300 字左右）

项目管理（Project Management , 简称 PM）是工程管理的一个专业方向（学科代码

125602）。项目是完成某一规定目标的、有组织的独特性、一次性努力，项目管理是在完

成项目的各项活动中，有效地整合人力、财力、物力、信息、技术和市场等资源，以满足

干系人对项目的要求，实现项目目标。项目管理理念和方法的掌握愈来愈成为企业核心竞

争力建设的主要内容。

项目管理作为一种通用的管理技术已被广泛地应用于建设工程、信息工程、制造工程、

农业工程、国防工程等行业项目和相关服务项目，获得了瞩目的效率和效益，从根本上改

善了管理人员的工作流程和思维方式，达到了节约时间、降低成本、明确责任、合理利用

资源、有效控制各类风险的目的，成为政府和企业提高工作效率的利器。

二、培养目标（300 字左右）

培养具备良好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从事项目决策、计划、实施、评估等项目全寿命

期管理工作的复合型、应用型高级工程管理人才。

项目管理专业方向工程管理硕士要求具备本领域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宽广的知识，了解

项目管理在国内外的发展趋势，能独立从事项目策划与评估、项目融资、项目组织、项目

采购、项目计划、项目实施与控制、项目风险管理、项目人力资源与沟通管理工作。同时

要求学生具有较好的外语水平，能顺利阅读相关文献并能进行一定的口头与书面沟通。

三、主要研究方向

培养方向名称 主 要 研 究 内 容

项目质量管理
各类工程项目的质量管理与控制，包括项目质量控制方法、

工具、过程、所需资源等。

项目成本管理
各类工程项目的投资决策、融资决策、成本控制与管理、工

程财务管理、工程审计管理等。

项目风险管理
各类工程项目的风险识别、风险评价、风险管理与控制等管

理方法、技术和手段等。

项目进度管理
各类工程项目的进度管理与控制，包括项目进度计划制定和

项目进度计划执行。

四、学习年限与学分要求

专业型硕士：学制 2.5 年，最长学习年限 5 年。总学分：32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不少

于 30 学分，必修环节 2 学分。原则上 1 学分 16 学时。

https://www.baidu.com/s?wd=%E9%A1%B9%E7%9B%AE%E7%AE%A1%E7%90%86%E5%B7%A5%E7%A8%8B%E7%A1%95%E5%A3%AB&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7%A5%E4%BD%9C%E6%B5%81%E7%A8%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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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 程 名 称 学

时

学

分

学

期
开课单位

公 共 学 位

课 (4学分)
FQ13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 与实践研究
36 2

一

文理学院

FQ13046
综合英语

36 1
一

外语学院

FQ13020
科学道德与学风建

设
18 1 一 交通运输学院

学 位 基 础

课 (8学分)

FQ13006
管理学原理

36 2
一

经济管理学院

FQ13051
管理经济学

36 2
一

经济管理学院

FQ13048
统计分析及软件应

用
36 2

一

经济管理学院

FQ13049 工程经济学 36 2 一 经济管理学院

专 业 学 位

课 (9 学

分)

FQ13035 工程质量管理 36 2 二 经济管理学院

FQ13050 工程项目管理 36 2 一 经济管理学院

FQ13016 工程投资与融资 36 2 二 经济管理学院

FQ13019 论文写作 18 1 二 经济管理学院

FQ13018
工程造价管理

36 2
二 海洋科学与工

程学院

专业选修

课 (9 学

分)

FQ13017
工程招投标与合同

管理
36 2 二 经济管理学院

FQ13021
定量分析与决策方

法
36 2

二 经济管理学院

FQ13023 运营管理 36 2 二 经济管理学院

FQ13024
工程财务与成本管

理
36 2

二 经济管理学院

FQ13025 工程管理实务 18 1 一 经济管理学院

FQ13052 工程伦理 36 2 一 经济管理学院

FQ13028 案例分析 36 2 二 经济管理学院

FQ13031
智能物流与电子商

务

36 2
二

物流科学与工

程研究院

FQ13034 智能化管理 36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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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他 必

修 环 节

(2 学分 )

论文文献阅读 2 三

跨学科补修

备选课程

对有必要加强基础的学生，在导师指导下确定 2-3 门补修课程，不计学分。

补修课 1：《系统工程概论》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2-5 种）：

（1）周德群.《系统工程概论》.科学出版社.2020.

（2）谢科范,王红军,刘星星.《系统工程概论》.武汉理工出版社.2020,5.

（3）吴翠花.《系统工程概论》.中国铁道出版社.2019.

补修课 2：《经济学原理》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2-5种）：

（1）[美]N.格里高利·曼昆（N.，Gregory，Mankiw）著，梁小民，梁砾译.经济学

原理 第 8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2）[英]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著，志英 译.《经济学原理》.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2017.

其他要求

备注：公共英语免修（不免考）相关政策见《上海海事大学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公共英语课程教学管

理规定》。

六、必修环节

论文文献阅读：2学分。硕士研究生在第三学期完成论文文献阅读，并完成文献综述报

告，2学分，由导师负责考核。

七、科研和学位论文要求

工程管理硕士学位论文应密切结合工程活动、工程要素、工程技术的管理需求，识别并

提炼需要研究的问题。此类研究既可以是用管理的理论、方法，解决工程活动、工程要素、

工程技术的问题，也可以是用工程技术的手段解决管理的问题。学位论文应以实践性论文的

形式呈现，可以是工程管理专题研究类、工程管 理设计类、工程管理案例研究类等多样化

论文类型。

学位论文开题、中期考核、答辩等环节要求参照相关文件执行。

学位点负责人：邵俊岗 学院分管院长：於军 分委员会主席：崔庆安

https://book.jd.com/writer/N.%E6%A0%BC%E9%87%8C%E9%AB%98%E5%88%A9%C2%B7%E6%9B%BC%E6%98%86%EF%BC%88N.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Gregory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Mankiw%EF%BC%89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6%A2%81%E5%B0%8F%E6%B0%91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6%A2%81%E7%A0%BE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9%98%BF%E5%B0%94%E5%BC%97%E9%9B%B7%E5%BE%B7%C2%B7%E9%A9%AC%E6%AD%87%E5%B0%94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5%BF%97%E8%8B%B1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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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管理

学科专业名称（中文）： 工程管理 ；（英文）： Master of Engineering Management

专业代码： 125601 ； 学位授权类别： 工程管理 专硕

一、学科简介（300 字左右）

工程管理硕士 (Master of Engineering Management ，简称 MEM) 是我国 2010 年

新设置的一种专业学位。其目的是适应我国现代工程事业发展对工程管理人才的迫切需

求，完善工程管理人才培养体系，创新工程管理人才培养模式，提高我国工程管理的人

才质量。

工程管理是针对工程实践而进行的决策、计划、组织、指挥、协调与控制。工程管理

包括重大工程建设项目决策的技术经济论证和实施中的管理；重要复杂的新产品、设备、

装备在开发、制造、生产过 程中的管理；技术创新、技术改造、转型、转轨、与国际接轨

的管理；产业、工程和科技的重大布局与发展战略 的研究与管理等。现代工程出现了规模

巨大、决策流程复杂、涉及技术种类众多、组织结构庞大、历时漫 长、参与人员众多等趋

势。

二、培养目标（300 字左右）

培养具备良好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掌握物流工程、船舶与港航工 程、信息工程、

产品研发与设计管理等相关工程领域的工程管理基础理论和专门知识，能够独立 担负物流、

港航、海洋、信息等工程管理工作的高层次应用型工程管理专门人才。

1、培养物流、港航、 海洋、信息等领域能够更好地胜任投资决策、项目管理、技术

管理、质量管理、风险管理、工程 财务与审计、产品和服务研发管理以及其他相关管理工

作的专业复合型人才，为海洋强国、交通 强国输送高层次应用型工程管理专门人才。

2、 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工程项目 的战略性分析与管理理念，具有总揽全局的决策

能力，适应国际竞争需要的工程分析与管理的工 程管理高级人才，符合物流、港航、海洋、

信息等行业发展需求。

三、主要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名称 主 要 研 究 内 容

1.工程项目管理
各类工程项目的投资决策、融资决策、成本控制与管理、进

度计划与控制、质量管理与控制、风险管理与控制、运营管理等。

2.物流工程管理

各类物流工程的投资决策、融资决策、成本控制与管理、进

度计划与控制、质量管理与控制、风险管理与控制、运营管理、

物流工程技术管理、物流工程设备管理以及物流园区规划与管

理、物流网络规划与管理、物流产业或企业发展规划与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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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系统优化与分析论证等。

3.港航工程管理

港航工程的投资决策、融资决策、成本控制与管理、进度计

划与控制、质量管理与控制、风险管理与控制、港航工程技术管

理、设备管理以及港航工程不同阶段的管理等；港航产业规划及

其分析论证，港航产业政策与管理等。

4.船舶与海洋工程

管理

船舶与海洋工程的投资决策、融资决策、成本控制与管理、

进度计划与控制、质量管理与控制、风险管理与控制；船舶与海

洋工程技术管理、设备管理以及海洋工程不同阶段的管理等；海

洋产业规划及其分析论证，海洋产业政策与管理等。

5.信息工程管理

各类信息工程的投资决策、融资决策、成本控制与管理、进

度计划与控制、质量管理与控制、风险管理与控制、信息工程技

术管理、设备管理以及信息工程不同阶段的管理等。

6.建设工程管理

各类建设工程的投资决策、融资决策、成本控制与管理、进

度计划与控制、质量管理与控制、风险管理与控制、建设工程技

术管理、设备管理以及建设工程不同阶段的管理等。

7.产品研发与设计

管理

各类大型产品研发与设计工程的投资决策、融资决策、成本

控制与管理、进度计划与控制、质量管理与控制、风险管理与控

制、企业工程技术管理、设备管理以及产品研发与设计工程不同

阶段的管理等；企业创新管理、知识产权管理等。

8.工程财务与审计

管理

各类工程的投资决策、融资决策、成本控制与管理、工程财

务管理、工程审计管理等。

9.其他（交通工程

管理、能源工程管

理、环境工程管理、

安全工程管理等）

各类交通工程、能源工程、环境工程、安全工程等的投资决

策、融资决策、成本控制与管理、进度计划与控制、质量管理与

控制、风险管理与控制、工程技术管理、设备管理以及工程项目

不同阶段的管理等。

四、学习年限与学分要求

专业型硕士：学制 2.5 年，最长学习年限 5 年。总学分：32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不少

于 30 学分，必修环节 2 学分。原则上 1 学分 16 学时。

五、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 程 名 称
学

时

学

分
学

期
开课单位

公 共 学 位

课 (4 学

分)

FQ13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与实践研究
36 2 一 文理学院

FQ13046 综合英语 36 1 一 外语学院

FQ13020 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 18 1 一交通运输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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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 位基础

课 (8学分)

FQ13006 管理学原理 36 2 一 经济管理学院

FQ13051 管理经济学 36 2 一 经济管理学院

FQ13048 统计分析及软件应用 36 2 一 经济管理学院

FQ13049 工程经济学 36 2 一 经济管理学院

专 业 学 位

课 (9 学

分)

FQ13035 工程质量管理 36 2 二 经济管理学院

FQ13050 工程项目管理 36 2 一 经济管理学院

FQ13016 工程投资与融资 36 2 二 经济管理学院

FQ13019 论文写作 18 1 二 经济管理学院

FQ13018 工程造价管理 36 2 二
海洋科学与工程学

院

专 业 选 修

课 (9 学

分)

FQ13017 工程招投标与合同管理 36 2 二 经济管理学院

FQ13021 定量分析与决策方法 36 2 二 经济管理学院

FQ13023 运营管理 36 2 二 经济管理学院

FQ13024 工程财务与成本管理 36 2 二 经济管理学院

FQ13025 工程管理实务 18 1 一 经济管理学院

FQ13052 工程伦理 36 2 一 经济管理学院

FQ13028 案例分析 36 2 二 经济管理学院

FQ13031 智能物流与电子商务 36 2 二
物流科学与工 程

研究院

FQ13034 智能化管理 36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其 他 必 修

环节 (2 学

分 )
论文文献阅读 2 三

跨 学 科 补

修 备 选 课

程

对有必要加强基础的学生，在导师指导下确定 2-3 门补修课程，不计学分。

补修课 1：《系统工程概论》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2-5种）：

（1）周德群.《系统工程概论》.科学出版社.2020.
（2）谢科范,王红军,刘星星.《系统工程概论》.武汉理工出版社.2020,5.
（3）吴翠花.《系统工程概论》.中国铁道出版社.2019.
补修课 2：《经济学原理》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2-5种）：

（1）[美]N.格里高利·曼昆（N.，Gregory，Mankiw）著，梁小民，梁砾译.经济

学原理 第 8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20.
（2）[英]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著，志英 译.《经济学原理》.中华工商联合出版

社,2017.
其他要求

备注：公共英语免修（不免考）相关政策见《上海海事大学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公共英语课程教

学管理规定》。

六、必修环节

论文文献阅读：2学分。硕士研究生在第三学期完成论文文献阅读，并完成文献综述报

告，2学分，由导师负责考核。

七、科研和学位论文要求

https://book.jd.com/writer/N.%E6%A0%BC%E9%87%8C%E9%AB%98%E5%88%A9%C2%B7%E6%9B%BC%E6%98%86%EF%BC%88N.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Gregory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Mankiw%EF%BC%89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6%A2%81%E5%B0%8F%E6%B0%91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6%A2%81%E7%A0%BE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9%98%BF%E5%B0%94%E5%BC%97%E9%9B%B7%E5%BE%B7%C2%B7%E9%A9%AC%E6%AD%87%E5%B0%94_1.html
https://book.jd.com/writer/%E5%BF%97%E8%8B%B1_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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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管理硕士学位论文应密切结合工程活动、工程要素、工程技术的管理需求，识别并

提炼需要研究的问题。此类研究既可以是用管理的理论、方法，解决工程活动、工程要素、

工程技术的问题，也可以是用工程技术的手段解决管理的问题。学位论文应以实践性论文的

形式呈现，可以是工程管理专题研究类、工程管 理设计类、工程管理案例研究类等多样化

论文类型。

学位论文开题、中期考核、答辩等环节要求参照相关文件执行。

学位点负责人：邵俊岗 学院分管院长：於军 分委员会主席：崔庆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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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动力（动力工程/清洁能源技术）

学科专业名称（中文）：能源动力（动力工程/清洁能源技术）； （英文）：Energy and Power

（Power Engineering/Clean Energy Technology）

专 业 代 码： 0858（085802/085807) ； 学位授权类别： 工程硕士 专硕

一、学科简介

上海海事大学能源动力（动力工程/清洁能源技术）专业学位依托动力工程与工程热物

理学科，以船舶运输及海洋技术为主线形成了包括“船舶余冷余热综合利用节能技术”、“船

舶能源相变储能技术”、“冷藏运输技术”、“新能源及其应用技术”、“航运清洁能源技术”等

成果突出、特色鲜明的研究方向。现有专业教师 37人，其中教授 10人，副教授 16人。实

验室装备条件良好，科研仪器设备先进。拥有教育部航运仿真工程中心、冷热高效利用实验

室和热能与动力工程创新基地。与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北京农林科学院等建立了研究生

国内联合培养机制。校外已拥有 20多个相关实习基地，如江苏双良集团、上海海立集团、

大金空调、特灵、开利、中国建科院上海分院等。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和成果已广泛应用于交

通、工业、农业和国防等众多领域，推动人类社会的能源利用与现代动力技术的发展。

二、培养目标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创新精神、

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身心健康。

2．掌握能源动力（动力工程/清洁能源技术）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

熟悉相关行业规范，在行业领域的某一方向具有独立担负工程规划、工程设计、工程施工、

工程研究、工程开发、工程管理等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

3．具有一定的学术交流能力，熟练掌握和应用一门外国语。

三、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名称 主 要 研 究 内 容

船舶余冷余热综合

利用节能技术

船舶能源综合利用技术；船舶柴油机废热利用技术；LNG 冷能

利用技术

船舶能源相变储能

技术

船舶相变蓄冷技术；船舶余热储能技术；船舶太阳能储热技术；

船舶动力电池热管理

冷藏运输技术

冷链物流节能技术；冷藏运输装备技术；冷藏运输保温技术；

冷藏/冷冻库及其节能；蓄冷式冷藏/冷冻节能技术；动态制冰

技术

新能源及其应用技

术

船舶太阳能利用技术；风帆助航技术；新能源及储存技术；氢

能及燃料电池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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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运清洁能源技术
新能源船舶节能技术；船舶二氧化碳捕集技术；动力装置节能

减排技术；船舶制冷空调节能技术

传热传质及工程应

用

多相流动理论；现代热工测试技术；强化传热和高效换热器；

脉动热管强化传热技术；能源有效利用和节能技术；流动、传

热过程的数值模拟

四、学习年限与学分要求

专业型硕士：学制 2年，最长学习年限 5年。总学分：36学分，其中课程学分不少于

28学分，必修环节（实践和学术活动）8学分。原则上 1学分 16学时。

五、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 程 名 称
学

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开 课 单 位

公共学位课

（6学分）

2011203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与实践
32 2 一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12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6 1 一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012036 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 16 1 一 商船学院

20012001 工程伦理 16 1 一 商船学院

23082998 英语

（2选1）

学术英语 16 1
一二 外国语学院

23082997 综合英语 16 1

学位基础课

（8学分）

23102001 矩阵理论 32 2 一 理学院

23102004 数值分析 48 3 二 理学院

23012021 工程热力学理论及应用 48 3 一 商船学院

专业学位课

（10学分）

20012035 论文写作指导（必修） 16 1 二 商船学院

20012028 能源动力学科研究前沿 32 2 一 商船学院

23012016
能源利用原理与节能技

术
32 2 一 商船学院

23012020 传热学理论及工程应用 48 3 一 商船学院

23012015
计算流体力学及数智分

析
32 2 一 商船学院

专业选修课

（4学分）

20012027 能源工程案例分析 16 1 一 商船学院

23012017 工程流体力学及其应用 32 2 一 商船学院

20012024 动力工程测试技术 32 2 二 商船学院

20012041 电气控制及 PLC应用 32 2 一 商船学院

20012029 冷链运输技术 32 2 二 商船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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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2054 储能技术 32 2 二 商船学院

20012025 制冷与热泵技术 32 2 一 商船学院

20012026 太阳能光伏光热技术 32 2 一 商船学院

20012030
暖通空调节能分析与评

价
32 2 二 商船学院

24012002
能源与多物理场耦合仿

真
16 1 二 商船学院

20012034 材料分析方法 32 2 二 商船学院

23012013 结构有限元分析 32 2 一 商船学院

24012003
船舶余冷余热综合利用

节能技术
32 2 二 商船学院

24012004 多孔介质流体传递理论 32 2 二 商船学院

必修环节

（8学分）

学术活动与专题讨论会 6次 2 一二

专业实践

6-1

2个

月

6 三四

按照第六条要求，

导师、学院负责具

体考核。

跨学科补修

备选课程

对有必要加强基础的学生，在导师指导下确定 2-3 门补修课程，不计学分。

补修课 1：《传热学》推荐学习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XJTU-1003741001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

1、杨世铭,陶文铨.传热学(第四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2、王秋旺,曾敏.传热学要点与解题.西安:西安交大出版社,2006.

3、霍尔曼.传热学.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1.

补修课 2：《工程热力学》推荐学习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SJTU-1002535024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

3、童钧耕,王丽伟,叶强.工程热力学（第六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22.

4、沈维道,童钧耕.工程热力学（第五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3、童钧耕等．工程热力学学习辅导与习题解答（第三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

社,2017.

补修课 3：《工程流体力学》推荐学习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DUT-1002750017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

1、刘宏升，孙文策.工程流体力学(第六版).大连：大连理工大学出版社，2022.

2、丁祖荣.流体力学（第 3 版）.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8.

3、赵存有.工程流体力学（第 2 版）.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出版社，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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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闻德荪，王玉敏，黄正华，马金霞.工程流体力学（水力学）第 4 版.北京：高

等教育出版社，2020.

5、刘宏升，高等流体与气体动力学.北京：科学出版社，2021.

备注：公共英语免修（不免考）相关政策见《上海海事大学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公共英语课程教学

管理规定》。

六、必修环节

1.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2学分。

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至少需参加 6次校内外学术讲座或学术会议。由导师负责考核。

2.专业实践：6学分。

本学科注重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的密切结合。实践环节是本学科硕士研究生培养的重要

组成部分。为使研究生能将理论用于实践，增强独立工作能力，研究生必须积极参加社会实

践。

依照《上海海事大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管理办法》及学位点相关细则，研究

生在校内导师和企业导师指导下进行科学研究或承担专门技术工作的全面训练、培养综合运

用所学知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和科学创新的能力。鼓励本专业研究生进入学校

签约备案实践基地参与实习，实习时间不少于 6个月，且实习内容与专业相关或研究方向相

关。另外，硕士生应积极参与导师承担的科研项目，选择并参与对本学科发展有重要应用价

值的研究课题，参与实验室建设或实船工作实践，进行部分本科辅助教学实践工作。学位论

文必须体现在工程实践中所取得的新知识和新见解，确保论文质量。

七、科研和学位论文要求

科研要求：各一级学科可依据实际情况制定不低于学校的要求。

执行 《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学位授予成果要求》

《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科技成果管理规定》

学位论文要求：

学位论文是硕士生基础理论知识和科学研究能力的具体体现，是硕士生培养质量的重要

标志，是培养研究生凝练科学问题、发挥创新力、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能力的主要环节。工程硕士学位论文一般要求 2~3万字。论文形式可以是调研报告、

产品研发、工程设计、应用研究、工程/项目管理和案例分析等。

开题报告：第二学期末或第三学期初，由学科组织，包括资格审核等，具体要求见相关

文件；

中期考核：第二学期末，由学科具体组织；

预答辩、答辩：第四学期。具体要求见学校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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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舶工程/海洋工程

学科专业名称（中文）： 船舶工程/海洋工程 ；（英文）： Ship engineering/Ocean engineering

专 业 代 码： 085505/085903 ； 学位授权类别： 工程硕士

一、学科简介（300 字左右）

船舶工程和海洋工程是船舶与海洋工程一级学科下设专业方向，国家专业学位领域调整

后分别归属于机械（0855）和土木水利（0859）。这两个专业方向是集船舶、机械、控制、

材料、流体力学、固体力学以及电气一体化的综合性学科，集中体现了设计、制造、运营、

使用、检验以及服役性能评估等方面的理论与方法。该学科的研究方向明确，主要学习和研

究现代船舶动力装置、轮机管理、船舶与海洋结构物设计、建造、检验等方面知识。船舶工

程/海洋工程方向现有专任教师 50余人，其中硕士生导师 30余人，本学科科研实力强，主

持和承担了大量科研项目，先后获部委科技进步一等奖、教育部及上海市优秀教学成果奖、

省部级科技奖多项，近 5年在国内外公开发表了论文近 500篇，其中多篇被 SCI、EI和 ISTP

收录。

二、培养目标（300 字左右）

本学科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主要从事现代船舶动力装置及船舶与海洋结构

物的设计、建造、维修和检验等专业方向，适应 21世纪航运发展、海洋开发和海军建设需

求的务实型高层次复合型人才。其基本要求为:

1. 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基本观点、基本方法，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热爱社会主义祖国；有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信念，有服务于为人民和社会发

展需要的意识，有高尚的道德品质、职业素质和文化素养；勇于开拓，遵纪守法。

2. 掌握坚实的船舶与海洋工程学科基础理论和扎实的专门知识，掌握本学科现状、发

展方向和前沿动态；能够独立承担专门技术工作；熟练掌握和应用一门外国语，并能熟练阅

读该门外语撰写的本专业技术资料；具有较强的实验和实践能力，掌握基本实验技术、数据

分析和计算机应用技术。

3. 具有健康的体格。

三、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名称 主 要 研 究 内 容

船舶动力系统

1. 船舶动力系统设计、状态监测与故障诊断

2. 新能源和新型船舶混合推进动力

3. 柴油机减振、降噪

4. 船舶动力装置系统仿真

5. 船舶动力装置节能和排放控制

6. 船舶制冷与空调

7. 船舶液压系统

8. 船舶余热回收利用

9. 船舶和海洋防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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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轮机管理

1. 单船、船队及公司的轮机管理

2. 各种新型特种船舶的技术管理

3. 船舶动力装置可靠性、经济性分析

4. 船舶检验、修造与试验，船舶保险、保修与索赔

5. 机务管理信息化、机舱资源管理

6. 海运法规的研究与实践

轮机自动化

1. 船舶 PLC、CAN总线应用技术

2. 船舶机舱自动控制技术

3. 船舶自动检测与信息技术

4. 船舶驾机合一与船岸一体化

船海工程结构物设计

及疲劳监测

1. 船舶工程结构强度设计及疲劳监测

2. 智能船舶与无人技术

3. 船舶总体与系统设计

4. 船舶建造、修理、检验与试验

5. 船舶环境荷载与结构设计

6. 水下结构物设计制造

船舶操纵流体特性分

析

1. 船舶操纵性能研究

2. 船舶控制理论与方法研究

3. 船舶流体动力学特性计算与分析

4. 船舶水动力与性能

5. 绿色船舶与气层减阻

船舶与海洋材料

1. 船舶及海洋工程结构物腐蚀、污损与防护

2. 船舶新材料与船机零部件修复及再制造技术

3. 船舶设备零部件的失效分析

4. 船舶机械检测、损伤修复、结构强化

四、学习年限与学分要求

专业型硕士：学制 2 年，最长学习年限 5年（含休学）。总学分 35 学分，

其中课程学分不少于 27 学分，必修环节（实践和学术活动）8 学分。1 学分 16

学时。

五、课程设置(硕士)

课程类

别
课程代码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开 课

单 位

公共学

位课（6

学分）

2011203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与实践
32 2 一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12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6 1 一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012098 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 16 1 一 商船学院

23012025 工程伦理学（必修） 16 1 一 商船学院

23082998 英语

（2选1）

学术英语 16 1
一 外国语学院

23082997 综合英语 16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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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基

础课

（8 学

分）

20012061 船海学科研究前沿（必修） 32 2 一 商船学院

23012010
学术论文与科技报告写作指

导（必修）
16 1 二 商船学院

23102001 矩阵理论 32 2 一 理学院

23102004 数值分析 48 3 二 理学院

专业学

位课

（9 学

分）

20012040 高等流体力学（必修） 48 3 一 商船学院

20012038 高等工程热力学 二

选

一

48 3 一 商船学院

20012062 柴油机振动、噪声与排放 48 3 一 商船学院

20012087 船舶辅机工程 三

选

一

48 3 一 商船学院

20012089 高等气体动力学 48 3 一 商船学院

20012096 腐蚀理论与防护技术 48 3 一 商船学院

专业选

修课

（4 学

分）

20012084 船舶电气及自动控制 32 2 一 商船学院

23012013 结构有限元分析 32 2 一 商船学院

20012047 油液检测技术及故障诊断 32 2 一 商船学院

20012075 材料焊接及零件失效分析 32 2 二 商船学院

20012079
材料表面工程与修复再制造

技术
32 2 二 商船学院

20012057 新能源与船舶节能技术 32 2 二 商船学院

20012076 热工测试技术 32 2 二 商船学院

20012081 船舶及港口防污染技术 32 2 二 商船学院

20012049 计算流体动力学 32 2 一 商船学院

20012073 机舱综合监控与总线技术 32 2 二 商船学院

20012074 轮机系统仿真技术 32 2 二 商船学院

20012071 造船生产模式 32 2 二 商船学院

20012072 船舶动力装置 CAD 32 2 二 商船学院

20012070 现代轮机与机务管理 32 2 二 商船学院

24012019 海洋机器人运动建模与控制 32 2 二 商船学院

20012080 燃气轮机设计与性能优化 32 2 一 商船学院

20012090 现代控制理论 32 2 一 商船学院

23012014 船舶智能运维与能效监测 32 2 二 商船学院

20012095 材料结构与性能 32 2 二 商船学院

23042008 船舶与海洋结构物环境载荷 32 2 一
海洋科学与工程

学院

23042010 船舶操纵与控制 32 2 一
海洋科学与工程

学院

必修环 学术活动与专题讨论会 6次 2 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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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8学
分）

专业实践
6-12
个月

6 三四

按照第七条要

求，导师、学院

负责具体考核。

其他要

求

对有必要加强基础的跨专业学生，在导师指导下确定 2-4 门自学补修课程，不计

学分。

补修课 1:《船舶动力装置》推荐学习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DLMU-1449923200?from=searchPage&outVendor
=zw_mooc_pcssjg_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王忠诚,刘晓宇,马义平主编,《船舶动力装置》，上海交通大

学出版社，2020 年 2 月.

补修课 2:《船舶辅机》推荐学习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WHUT-1206448823?from=searchPage&outVendor
=zw_mooc_pcssjg_
补修课 3:《船舶柴油机》推荐学习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DLMU-1003474013?from=searchPage&outV

endor=zw_mooc_pcssjg_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傅克阳、周美荣，船舶柴油机，浦江教育出版社.
补修课 4:《工程热力学》推荐学习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SJTU-1002535024?from=searchPage&outV

endor=zw_mooc_pcssjg_

补修课 5:《轮机自动化》推荐学习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DLMU-1002030033?from=searchPage&outV

endor=zw_mooc_pcssjg_

备注：按照入学时英语成绩,把有关研究生分成 A、B 两类,A 类免修不免考。具体分类方法

和确定名单由培养办公布。

学位点负责人： 学院主管院长： 分委员会主席：

六、科研和学位论文要求

科研要求：满足学校研究生院发布的相关毕业成果要求。

学位论文要求：

开题报告：第二学期末，由学位点组织，包括资格审核等；

中期考核：第三学期末，由学位点具体组织；

答辩：第四学期，由学位点具体组织。

开题报告、中期考核和答辩，统一按学校研究生院管理文件规定执行。

七、本学科研究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本学科注重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的密切结合，实践环节是本学科研究生培养的重要组成

部分。为使研究生能将理论用于实践，增强独立工作能力，研究生必须积极参加社会实践，

学位论文必须体现在工程实践中所取得的新知识和新见解，确保论文质量。研究生在导师指

导下应进行科学研究或参与科研项目实践，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积极参

与实验室建设或实船工作实践，经受承担专门技术工作的全面培养和训练。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WHUT-1206448823?from=searchPage&outVendor=zw_mooc_pcssjg_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WHUT-1206448823?from=searchPage&outVendor=zw_mooc_pcssjg_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DLMU-1002030033?from=searchPage&outVendor=zw_mooc_pcssjg_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DLMU-1002030033?from=searchPage&outVendor=zw_mooc_pcssjg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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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硕士

学科专业名称（中文）： 翻译硕士 ；（英文）：Maste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专业代码： 055101 ； 学位授权类别： 翻译专硕

一、学科简介（300 字左右）

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学科以国际航运、国际海事为特色。本学科师资力量雄厚、

硬件设施优良、实训基地完备、课外活动丰富、学生就业充分。师资队伍结构完整合理，专

任教师和导师年富力强，在航海、航运、海事法规、海洋环境保护、贸易、物流等领域有着

十分丰富的翻译实践经验，承担各类大中小型与海事相关的国际和国内会议，提供同声传译、

陪同翻译服务。本学科在国内同类以及相近学科中享有一定的知名度。本学科自 1986 年开

始招生“翻译理论与实践”硕士研究生，2011 年开始招收翻译硕士专业（MTI）研究生，已

经培养了大批翻译方向和翻译专业的硕士生，2015 年顺利通过国家教指委组织的翻译专业

硕士学位点专项评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教育部《关于做好全日制硕士专业学

位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若干意见》（教研[2009]1 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转发全日制硕

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的通知》（学位办[2009]23 号）、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2011 修订）、《上海市翻译

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2017 修订）、《上海市翻译硕士专业学位论文基本要

求与评价指标体系》（2017 修订）等文件精神和要求，结合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实际

情况，特制定本培养方案。

二、培养目标（300 字左右）

MTI 学位点培养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及适应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需要的

高层次、应用型、专业性的语言服务人才，尤其是应用型的国际航运笔译人才，兼顾航运及

商务口译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如下：

1．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纪守法，具有健全的人格、良好的品

质、严谨的学风，以及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崇高精神。

2．具有较系统完整的知识结构、宽广的人文视野、国际视野和良好的语言服务职业素养。

3．具有运用理论和方法解决文化、科技、国际航运和国际商务翻译等领域实践问题的能力。

4．具有中型翻译项目的设计能力、组织能力、管理能力和评价能力。

5．具有运用熟练使用各种翻译技术及 CAT 软件的能力。

6．具有良好的思辨和创新能力，能基于翻译实践总结翻译经验，解决实际问题。

凡修满 39 学分，所有课程考试合格，个人科研成果考核满足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学位授

予成果要求，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完成一定（首次）翻译工作量（详见第四条），达到上

述要求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授予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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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名称 主 要 研 究 内 容

笔译理论与实践

本方向主要通过对中外翻译理论、翻译技巧、翻译策略、翻译批

评、翻译史、译本比较等的学习，考察翻译理论与技巧在翻译实

践中的应用，并重点培养学生的应用文体的翻译实践能力。

航运、经贸文献及

翻译

本方向主要通过对国际航运、物流、经贸、金融以及海事专利等

领域文献及其译本的比较分析，考察相关行业文献的翻译原则与

翻译技巧，如《鹿特丹规则》、《海牙规则》、《约克—安特普

规则》、《租船合同》等；还包括与国际商务及国际运输有关的

国际公约及常用规章等，重点培养学生熟练掌握上述行业文献的

翻译原则与技巧。

英汉对比与翻译

本方向主要通过对英汉语作系统对比研究，考察两种语言的共同

点和类型学差异，以此确立跨语际翻译的指导原则，指导翻译实

践活动，重点培养学生通过语言比较指导翻译实践的能力。

四、学习年限与学分要求

学制 2年，最长学习年限 5年。总学分：39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不少于 35 学分，必修

环节（实践和学术活动）4 学分。原则上 1学分 16 学时。

凡修满 39 学分，所有课程考试合格，个人科研成果考核满足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学位

授予成果要求，完成一定（首次）翻译工作量，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学位条例》授予硕士学位。

说明 1：关于翻译工作量。持有“上海市高级口译”证书、或人事部翻译资格考试（二

级）证书、或在学期间出版译作且个人工作量达 10 万字以上（版权页注明或出版社证明），

达成以上三项任意一项的，须完成 5 万字文本（首次）翻译；未达到以上三项任意一项的，

须完成 40 万字文本（首次）翻译。

说明 2：关于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学位授予成果要求。根据《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学位

授予成果要求》（适用于 2023 级及以后学生）执行，其中“（六）学术会议报告计分标准”、

附件二《外国语学院正面清单》两项，不适用于翻译硕士。

五、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 课

人

公共学位

课（4 学

分）

2011203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与实践
32 2 一二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12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6 1 一 马克思主义学院

23082022 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 16 1 一 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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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基础

课（15

学分）

08231084 汉语言文化 32 2 二 外国语学院

YYBY3081 论文写作指导（必修） 16 1 二 外国语学院

05021018 翻译概论（MTI 专业） 32 2 一 外国语学院

20082034 高级汉英笔译 32 2 一 外国语学院

20082038 高级汉英口译 32 2 一 外国语学院

05021013 翻译与语言服务 32 2 一 外国语学院

23082002 自然语言处理

应用入门

32 2 二 外国语学院

YYBY6119 文学翻译 32 2 二 外国语学院

专业学位

课

（8学分）

05021024 中外翻译简史 32 2 一 外国语学院

ENGL7106 英汉对比与翻译 32 2 一 外国语学院

YYBY6109 文体与翻译 32 2 二 外国语学院

23082024 语料库与翻译 32 2 二 外国语学院

05021009 物流英语与翻译 32 2 二 外国语学院

05511001 国际航运英语与翻译 32 2 二 外国语学院

24082007 翻译实训 64 4 一 外国语学院

YYBY7111 第二外语 32 2 一 外国语学院

专业选修

课（选修

8 学分）

YYBY7106 计算机与网络辅助翻

译

32 2 二 外国语学院+产
学研实践基地

22082003 翻译项目管理与本地

化

32 2 一 外国语学院+产
学研实习基地

YYBY6113 国际贸易实务与翻译 32 2 二 外国语学院+产
学研实习基地

05021022 海事国际会议翻译 32 2 一 外国语学院+产
学研实习基地

05511006 翻译技术与应用 32 2 二 外国语学院+产
学研实习基地

20062037 高级航运管理 32 2 二 交通运输学院

23062005 国际航运中心理论与

实践

16 1 一 交通运输学院

20062021 海运供应链管理 32 2 二 交通运输学院

20092011 航海概论 32 2 一 法学院

20092023 海上货物运输法 48 3 一 法学院

20092048 合同法 32 2 二 法学院

必修环节

（4学分）

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

会

至少 6

次
2

专业实践 4个月 2

跨学科补

修备选课

程

对有必要加强基础的学生，在导师指导下确定 2-3 门补修课程，不计学分。

补修课 1：《计算机辅助翻译》推荐学习网址：

https://umoocs.unipus.cn/course/3746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计算机辅助翻译基础》:唐旭日编:出版社:武汉大学

补修课 2：《英文技术写作》推荐学习网址：

https://higher.smartedu.cn/course/62d33c20ce6ac77184c5fc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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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英语技术写作精要》陶友兰 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其他要求

备注：公共英语免修（不免考）相关政策见《上海海事大学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公共英语课程教

学管理规定》。

六、必修环节

1.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2 学分。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至少需参加 6 次校内外学术讲

座或学术会议。由导师负责考核。

2.专业实践：2 学分。专业实践是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必要环节，时间应不少于一

学期。学院根据专业培养目标组织学生到符合资质要求的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实习，派出

指导教师，确保学生获得规范、有效的培训和实践，提高翻译技能和职业操守。实习结束后，

学生须将实习单位出具的实习鉴定交给学校，作为完成实习的证明。实习不得用课程学分替

代。实践环节的要求按照国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各专业学位类别要求制定，管

理和考核按照《上海海事大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管理办法》及学生所在学院或学

位点的相关细则执行。

七、科研和学位论文要求（150字左右）

鼓励研究生参与国际国内学术交流的情况，如参加学术会议，参加学术竞赛，参加国际

国内校际交流等。达到入学年制定的《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学位授予成果要求》。入学前未

获得二级或二级以上翻译专业资格（CATTI）证书的，在校期间应积极参加二级口译或笔译

翻译专业资格考试。翻译硕士专业学位论文推荐采用案例分析报告或调研报告等撰写。案例

分析报告的类型包括：口笔译实践操作类案例分析报告、翻译项目管理类案例分析报告、翻

译术语库类案例分析报告、翻译项目语料库类案例分析报告、项目质量审校类案例分析报告，

等等。调研报告的类型包括：翻译政策类调研报告、译行业调研报告、翻译项目管理类调研

报告、翻译实践操作类调研报告、翻译工具类调研报告，等等。学位论文的写作语言可在中

文或外文中选择一种，全文的字数（不包括参考文献和附录）以中文为计原则上不少于 10000

字。

学位论文开题、中期考核、答辩等环节要求参照相关文件执行。

学位点负责人：宋志平 学院分管院长：蒋哲杰 分委员会主席：张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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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译硕士（非全日制）

学科专业名称（中文）：翻译硕士；（英文）：Master of Translation and Interpreting

专业代码：055101；学位授权类别：翻译专硕

一、学科简介（300 字左右）

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翻译学科以国际航运、国际海事为特色。本学科师资力量雄厚、

硬件设施优良、实训基地完备、课外活动丰富、学生就业充分。师资队伍结构完整合理，专

任教师和导师年富力强，在航海、航运、海事法规、海洋环境保护、贸易、物流等领域有着

十分丰富的翻译实践经验，承担各类大中小型与海事相关的国际和国内会议，提供同声传译、

陪同翻译服务。本学科在国内同类以及相近学科中享有一定的知名度。本学科自 1986 年开

始招生“翻译理论与实践”硕士研究生，2011 年开始招收翻译硕士专业（MTI）研究生，已

经培养了大批翻译方向和翻译专业的硕士生，2015 年顺利通过国家教指委组织的翻译专业

硕士学位点专项评估。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及其实施细则、教育部《关于做好全日制硕士专业学

位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若干意见》（教研[2009]1 号）、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关于转发全日制硕

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的通知》（学位办[2009]23 号）、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指导委员会《翻译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2011 修订）、《上海市翻译

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2017 修订）、《上海市翻译硕士专业学位论文基本要

求与评价指标体系》（2017 修订）等文件精神和要求，结合上海海事大学外国语学院的实际

情况，特制定本培养方案。

二、培养目标（300 字左右）

MTI 学位点培养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及适应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需要的

高层次、应用型、专业性的语言服务人才，尤其是应用型的国际航运笔译人才，兼顾航运及

商务口译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如下：

1．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纪守法，具有健全的人格、良好的品

质、严谨的学风，以及为人民服务和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的崇高精神。

2．具有较系统完整的知识结构、宽广的人文视野、国际视野和良好的语言服务职业素养。

3．具有运用理论和方法解决文化、科技、国际航运和国际商务翻译等领域实践问题的能力。

4．具有中型翻译项目的设计能力、组织能力、管理能力和评价能力。

5．具有运用熟练使用各种翻译技术及 CAT 软件的能力。

6．具有良好的思辨和创新能力，能基于翻译实践总结翻译经验，解决实际问题。

凡修满 39 学分，所有课程考试合格，个人科研成果考核满足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学位授

予成果要求，并通过学位论文答辩，完成一定翻译工作量，达到上述要求者，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授予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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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名称 主 要 研 究 内 容

笔译理论与实践

本方向主要通过对中外翻译理论、翻译技巧、翻译策略、翻译批

评、翻译史、译本比较等的学习，考察翻译理论与技巧在翻译实

践中的应用，并重点培养学生的应用文体的翻译实践能力。

航运、经贸文献及

翻译

本方向主要通过对国际航运、物流、经贸、金融以及海事专利等

领域文献及其译本的比较分析，考察相关行业文献的翻译原则与

翻译技巧，如《鹿特丹规则》、《海牙规则》、《约克—安特普

规则》、《租船合同》等；还包括与国际商务及国际运输有关的

国际公约及常用规章等，重点培养学生熟练掌握上述行业文献的

翻译原则与技巧。

英汉对比与翻译

本方向主要通过对英汉语作系统对比研究，考察两种语言的共同

点和类型学差异，以此确立跨语际翻译的指导原则，指导翻译实

践活动，重点培养学生通过语言比较指导翻译实践的能力。

四、学习年限与学分要求

学制 2年，最长学习年限 5年。总学分：39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不少于 35 学分，必修

环节（实践和学术活动）4 学分。原则上 1学分 16 学时。

凡修满 39 学分，所有课程考试合格，个人科研成果考核满足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学位

授予成果要求，完成一定翻译工作量，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

例》授予硕士学位。

五、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 课

学院

公共学位

课（4 学

分）

FQ12001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

实践研究
32 2 一二 马克思主义学院

FQ12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6 1 一 马克思主义学院

FQ12007 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 16 1 一 各学院

学位基础

课（15

学分）

FQ08001 汉语言文化 32 2 二 外国语学院

FQ08002 论文写作指导（必修） 16 1 一 外国语学院

FQ08003 翻译概论 32 2 一 外国语学院

FQ08024 高级汉英笔译 32 2 二 外国语学院

FQ08025 高级汉英口译 32 2 一 外国语学院

FQ08007 翻译与语言服务 32 2 一 外国语学院

23082002 自然语言处理

应用入门

32 2 二 外国语学院

FQ08010 文学翻译 32 2 一 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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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位

课

（8学分）

FQ08011 中西翻译简史 32 2 一 外国语学院

FQ08014 英汉对比与翻译 32 2 二 外国语学院

FQ08016 文体与翻译 32 2 二 外国语学院

23082024 语料库与翻译 32 2 二 外国语学院

专业选修

课（选修

8 学分）

FQ08013 物流英语与翻译 32 2 二 外国语学院

FQ08009 国际航运英语与翻译 32 2 三 外国语学院

FQ08012 交替传译 32 2 三 外国语学院

FQ08018 第二外语 32 2 三 外国语学院

FQ08019 计算机与网络辅助翻译 32 2 二 外国语学院+产

学研实践基地

FQ08020 翻译项目管理与本地化 32 2 一 外国语学院+产

学研实习基地

FQ08021 国际贸易实务与翻译 32 2 三 外国语学院+产

学研实习基地

FQ08022 海事国际会议翻译 32 2 三 外国语学院+产

学研实习基地

FQ08008 翻译技术与应用 32 2 二 外国语学院+产

学研实习基地

20062037 高级航运管理 32 2 二 交通运输学院

23062005 国际航运中心理论与实践 16 1 一 交通运输学院

20062021 海运供应链管理 32 2 二 交通运输学院

20092011 航海概论 32 2 一 法学院

20092023 海上货物运输法 48 3 一 法学院

20092048 合同法 32 2 二 法学院

必修环节

（4学分）

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
至少 6

次
2

专业实践 4 个月 2

跨学科补

修备选课

程

对有必要加强基础的学生，在导师指导下确定 2-3 门补修课程，不计学分。

补修课 1：《计算机辅助翻译》推荐学习网址：

https://umoocs.unipus.cn/course/3746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计算机辅助翻译基础》:唐旭日编:出版社:武汉大学

补修课 2：《英文技术写作》推荐学习网址：

https://higher.smartedu.cn/course/62d33c20ce6ac77184c5fc9a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英语技术写作精要》陶友兰 编，复旦大学出版社

其他要求

备注：公共英语免修（不免考）相关政策见《上海海事大学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公共英语课程教

学管理规定》。

六、必修环节

1.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2 学分。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至少需参加 6 次校内外学术讲

座或学术会议。由导师负责考核。

2.专业实践：2 学分。专业实践是翻译硕士专业学位教育的必要环节，时间应不少于一

学期。学院根据专业培养目标组织学生到符合资质要求的政府部门和企事业单位实习，派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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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教师，确保学生获得规范、有效的培训和实践，提高翻译技能和职业操守。实习结束后，

学生须将实习单位出具的实习鉴定交给学校，作为完成实习的证明。实习不得用课程学分替

代。实践环节的要求按照国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各专业学位类别要求制定，管

理和考核按照《上海海事大学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管理办法》及学生所在学院或学

位点的相关细则执行。

七、科研和学位论文要求（150字左右）

鼓励研究生参与国际国内学术交流的情况，如参加学术会议，参加学术竞赛，参加国际

国内校际交流等。达到入学年制定的《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学位授予成果要求》。入学前未

获得二级或二级以上翻译专业资格（CATTI）证书的，在校期间应积极参加二级口译或笔译

翻译专业资格考试。翻译硕士专业学位论文推荐采用案例分析报告或调研报告等撰写。案例

分析报告的类型包括：口笔译实践操作类案例分析报告、翻译项目管理类案例分析报告、翻

译术语库类案例分析报告、翻译项目语料库类案例分析报告、项目质量审校类案例分析报告，

等等。调研报告的类型包括：翻译政策类调研报告、译行业调研报告、翻译项目管理类调研

报告、翻译实践操作类调研报告、翻译工具类调研报告，等等。学位论文的写作语言可在中

文或外文中选择一种，全文的字数（不包括参考文献和附录）以中文为计原则上不少于 10000

字。

学位论文开题、中期考核、答辩等环节要求参照相关文件执行。

学位点负责人：宋志平 学院分管院长：蒋哲杰 分委员会主席：张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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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流工程与管理

学科专业名称（中文）： 物流工程与管理 ；（英文）： Logistics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专业代码： 125604 ； 学位授权类别： 工程管理硕士

一、学科简介

上海海事大学是我国物流领域高级管理、科研及教学人才的主要培养基地之一，是教育

部高等学校物流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单位，在国内同类学科中享有较高声誉。“物

流”是上海海事大学的传统优势学科，于 2004 年 6 月获批工程硕士学位授予点。该学科依

托上海海事大学物流科学与工程研究院（物流研究中心）、物流工程学院、集装箱供应链技

术教育部工程中心、中国（上海）自贸区供应链研究院、上海航运物流信息工程技术研究中

心等学院与科研平台，紧密结合港口、航运、物流、供应链管理等行业发展需求，逐步形成

了自贸区与供应链管理、物流系统规划与设计、港航物流运作与优化、物流信息与系统工程、

智能港口物流、综合运输与物流交通等研究方向，在国内外具有较大的影响力。

本学科已具备知识结构与年龄结构合理的教师队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人才培养方案、

教学与科研相辅相成的学术环境。本学科广泛开展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推动与国外高等院校

进行学术交流、师生互访以及科研合作。本学科注重实践教学，与国内外著名港航与物流企

业建立了产学研实践基地，合作培养物流工程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二、培养目标（300 字左右）

上海海事大学“物流工程与管理”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教育定位是培养适合于大型物流企

业、交通运输企业、港航企业、科研院所和政府机构等部门的复合型和应用型高级工程技术

与管理人才。“物流工程与管理”学位获得者将具有物流工程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

识，掌握供应链管理、物流系统规划、港航运作运营领域的先进技术与方法；具有独立担负

物流技术和运作管理工作的能力，具有国际视野及良好职业素养，并且有领军人才发展潜质

及创新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具体要求为包括以下三点。

（1）思想上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服务国家和人民的高

度社会责任感、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创业精神，具有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

风，身心健康。

（2）业务上系统地掌握“物流工程与管理”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熟悉本

领域的相关规范，掌握解决本领域工程问题必要的实验、分析、计算的方法和先进技术手段，

具备发现、分析、解决复杂物流与供应链系统的问题的能力，具备对物流系统进行规划、设

计和优化的实践和创新能力，具备管理、决策、计划、控制和实施的组织协调能力。具有独

立担负物流领域工程规划、设计、实施、研究、开发、管理等专门技术与管理工作的能力，

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

（3）能够熟练运用计算机，掌握一门外语，比较熟练地阅读“物流”学科的外文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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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熟练地进行专业阅读和写作，具有一定的使用外语进行技术交流的能力。

三、主要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名称 主 要 研 究 内 容

自贸区与供应链管

理

供应链高级计划与排程、供应链过程一体化、供应链金融、

供应链系统建模与仿真、跨国供应链采购、平台供应链决

策优化、智慧供应链管理、自贸区供应链发展战略、自由

贸易港创新与实践

物流系统规划与设

计

城市物流系统、物流园区规划设计、区域物流网络设计、

多式联运物流系统、物流新兴市场与技术、物流业与产业

联动、电子商务物流、物流大数据、智慧物流、一带一路

与跨境物流

港航物流运作优化

港航物流资源配置与调度、港航运营管理与优化、港航物

流系统设计与管理、港航物流系统评价、仿真与优化、自

动化集装箱港口设计与优化、地下物流系统设计与优化、

地下集装箱物流系统设计与运营

物流信息与系统工

程

物流与供应链系统建模、仿真与优化；物流与供应链系统

复杂性；物流与供应链大数据；物流与供应链人工智能技

术与方法；物流与供应链信息系统与信息管理；物流与供

应链可视化；物流与供应链系统安全与风险管理；物流与

供应链竞争情报与决策；物流装备识别、监测与管控。

智能港口物流

港口码头数字化运营管理；港口码头宏观规划设计与仿真

分析；港口码头流程分析及仿真；港口码头智能集港及配

载；港口码头智能堆存及优化；港口码头装卸机器视觉；

港口码头智能控制；港口物流装备稳定性及裂纹控制；港

口物流可视化技术；港口码头智能交通控制；制造流程分

析及优化。

综合运输与物流交

通

交通行为与交通运输系统规划；交通行为理论、建模与仿

真；城市交通系统；港口集疏运交通系统；物流交通系统。

四、学习年限与学分要求

专业型硕士：学制 3 年，最长学习年限 5 年。总学分： 40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不

少于 32 学分（学分要求按照国家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各专业学位类别要求制

定），必修环节（实践和学术活动） 8 学分，其中专业学位硕士实践学分：6 学分。原则

上 1 学分 16 学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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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 课

单 位

公共学位

课（5 学

分）

2011203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与实践
32 2 一二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12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6 1 一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052056 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 16 1 一 物科院、物工院

23082998 英语

（2选1）

学术英语 16 1
一二 外国语学院

23082997 综合英语 16 1

学位基础

课（8 学

分）

20052002

20022094
学科研究前沿（必修） 16 1 一

物科院

物工院

23052012

23022010
定量分析：模型与方法 32 2 一

物科院

物工院

20052006

23022011
工程管理导论 16 1 二

物科院

物工院

20052007

23022012
工程经济学 32 2 一

物科院

物工院

23052007

23022013
工程信息系统 32 2 一

物科院

物工院

23052005

23022014
系统工程 32 2 一

物科院

物工院

23022015 质量与可靠性管理 32 2 二 物工院

专业学位

课（11 学

分）

20052008

2022005
论文写作指导（必修） 16 1 一二

物科院

物工院

20052003

23022016
高等运筹学 32 2 一

物科院

物工院

20052104

23022017
物流系统规划与优化 32 2 二

物科院

物工院

20052105

23022018
物流算法与计算机应用 32 2 二

物科院

物工院

23022019 高等物流学 32 2 一 物工院

23052008

23022020
高等工程统计学 32 2 一

物科院

物工院

23022021 智慧物流 32 2 二 物工院

23022022 领导力与沟通 32 2 一 物工院

23052013

23022023
工程系统建模与仿真 32 2 二

物科院

物工院

专业选修

课

（8学分）

模块 1 研究方法

20052010 博弈论 32 2 一
物科院

物工院

23052006

23022024
航运与物流大数据分析 16 1 二

物科院

物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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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052009 港航物流优化建模方法 32 2 一 物科院

20052036 不确定性建模方法 16 1 二 物科院

20052013 最优化方法 32 2 二 物科院

20052024

23022025
数学建模 16 1 二

物科院

物工院

20022095 贝叶斯方法及应用 32 2 一 物工院

20022088
制造与物流决策支持系

统
32 2 二 物工院

23022026 人因工程 32 2 二 物工院

20022089 港口物流计划与调度 32 2 二 物工院

20022075 国际航线规划与调度 16 1 二 物工院

模块 2 数智科技

20052038 大数据技术 16 1 二 物科院

20052042 机器学习
16

32

1

2

二

二

物科院

物工院

20052046 数据挖掘 16 1 二 物科院

20052048 物联网技术 16 1 二 物科院

20052009 程序设计 16 1 一 物科院

20052051 智能物流 16 1 二 物科院

20022080 智能制造技术与系统 32 2 二 物工院

20022081 制造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32 2 二 物工院

20022083
现代港口智能物流装备

技术
32 2 二 物工院

23022027 数字孪生 16 1 二 物工院

23022028 数字货运 32 2 一 物工院

模块 3 港航与物流

20052020 供应链高级计划与排程 32 2 一 物科院

20052035 ERP 原理与实践 16 1 二 物科院

23052010 航运供应链管理 32 2 一 物科院

20052021 供应链金融 32 2 一 物科院

20052023 库存管理 16 1 二 物科院

20052016 采购管理 16 1 一 物科院

20052044 冷链物流 16 1 二 物科院

20052039 地下物流 16 1 二 物科院

20052037 城市物流 16 1 二 物科院

20022087 供应链风险管理 32 2 二 物工院

20022073 供应链知识管理 32 2 二 物工院

20052049 物流企业管理 16 1 二 物科院

20052017 仓储与配送管理 16 1 二 物科院

20052031 运输管理 16 1 二 物科院

20052019 港口物流 16 1 二 物科院

20052022 航运管理 16 1 二 物科院

20022096 国际集装箱运输 32 2 一 物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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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2040 电子商务物流 16 1 二 物科院

20022091 港口装卸工艺 32 2 二 物工院

23022029 新能源与船舶节能技术 32 2 二 物工院

20052030 项目管理 16 1 二 物科院

模块 4 交通运输

20052032 交通规划方法与应用 16 1 一 物科院

20052033 交通运输工程学 32 2 一 物科院

20052034 交通运输系统分析 16 1 一 物科院

20022092 城市道路交通安全 32 2 二 物工院

20052103 工程伦理 16 1 一 物科院、物工院

20022115 交通运输工程与系统 32 2 一 物工院

必修环节

（8学分）

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 6 次 2

专业实践 6

跨学科补

修备选课

程

对有必要加强基础的学生，在导师指导下确定 2-3 门补修课程，不计学分。

补修课 1：现代物流管理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

1）供应链物流管理，作者:(美)唐纳德 J.鲍尔索克斯 著,马士华,张慧玉

等译注，机械工业出版社，ISBN：9787111473459

2）物流与供应链管理导论 徐贤浩,马士华，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249672

补修课 2：物流系统规划与设计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

1）徐丰伟. 物流系统规划与设计. 电子工业出版社. ISBN:9787121371745

2）董维忠. 物流系统规划与设计. 电子工业出版社，ISBN:9787121117459

3）刘联辉. 物流系统规划及其分析设计. 中国物资出版社，ISBN：

9787504725493

其他要求

备注：公共英语免修（不免考）相关政策见《上海海事大学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公共英语课程教

学管理规定》。

六、必修环节

1.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2 学分。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至少需参加 6 次校内外学术讲

座或学术会议。由导师负责考核。

2.专业实践：6学分。

“物流工程与管理”专业致力于培养具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高层次物流科技与管理人

才。重点从以下方面培养研究生综合实践能力：以航运与港口物流、供应链管理、智慧物流、

物流交通、物流系统工程为主要模块组织和设计课程体系；以国家和上海市重大需求为背景，

依托于国家、省部级与产学研科研课题，开展课程学习与学术研究；物流与供应链系统建模

与仿真、物流与供应链系统优化与决策、供应链可视化、物联网与大数据、地下物流系统等

实验室，为科研和教学工作提供有力支撑；为政府部门和国内外大型物流企业提供算法、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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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方案、咨询等技术服务，依托大型物流企业建立实习基地和提供实习机会；与国际知名

大学建立学术交流与合作关系，提供海外短期访学机会和经费支持；采取开放式研讨、案例

分析、现场研究和模拟训练等多种综合教学方法；在导师指导下参加教学科研工作和社会实

践活动；鼓励参加学术会议、实地考察与调研。实践环节的要求按照国家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要求执行，管理和考核按照《上海海事大学硕士专业学位研

究生专业实践管理办法》执行。

七、科研和学位论文要求（150字左右）

（1） 科研要求：

物流工程与管理硕士研究生申请进入论文答辩环节时，个人成果计分须达到

要求以当年入校的上海海事大学授予成果要求为准。

（2）学位论文要求：

学位论文工作的主要目的是培养硕士研究生独立思考、勇于创新的精神和从事科学研究

或承担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使研究生的综合业务素质在科学研究或工程实际训练中得到全

面提高。

学位论文选题应具备一定的工程背景，选用恰当的理论、方法和工具，并收集、整理和

分析真实数据；学位论文研究解决的工程管理问题应具有一定的难度、深度和先进性，具有

足够的工作量；学位论文的论点表述应准确精炼，论据充分，论证研究过程严谨、逻辑性强；

论文写作符合学位论文规范。

硕士研究生申请学位论文必须通过“学位论文学术不端行为检测系统（TMLC2）”检测，

且达到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对学位论文的有关要求后，方可答辩。未尽事宜以《上海海事大学

博士、硕士学位审核授予工作细则》的规定为准。

开题报告：第三学期，由学科组织，包括资格审核等，具体要求见相关文件。

中期考核：第四学期，由学科具体组织。

预答辩、答辩：第六学期。具体要求见学校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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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气工程

学科专业名称（中文）： 电气工程 ；（英文）： Electrical Engineering

专业代码： 085801 ； 学位授权类别： 专硕

一、学科简介

本学科于 1987年获得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硕士点授予权，2018年获得电气工程一级学

科博士点授予权，是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电气工程硕士点现分为四个二级学科及研究方向，

设有交通部航运技术与控制工程重点实验室、电力传动与控制研究所等科研机构，现拥有教

授 12名，副教授 15名，外聘硕士导师 4名。本学科以港口、船舶、航运与海洋工程为特色，

积极开展船舶电力推进系统、港航运输设备电力传动控制系统、新能源开发与电源变换技术、

智能化港航系统状态监测、故障诊断与容错控制技术、船舶电力系统控制与优化等方面的研

究。近年来承接了多项国家级、省部级及企业委托的课题，科研经费充足，社会效应显著。

本学科与法国、波兰、丹麦等国建立了长期的国际合作关系，共同承担科学研究项目和高端

人才培养，与法国南特大学签署了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的协议，每年选派若干名研究生赴法

留学一年，并可获得法国硕士学位。

二、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才兼备的具有家国情怀、社会责任、国际视野、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相适

应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学生能够融会贯通数理知识和专业知识，追踪船舶电气化、

新能源化、智能化、船岸信息一体化发展趋势，具有从事船舶电气科学研究、开发、设计及

其控制等工作能力。在科技创新、团队协作、工程管理、终身学习和领导能力上表现出担当

与进步。

采取协同培养方式，实行“双师型”指导模式，采取集中学习与校内外实践相结合的多

种方式，鼓励参与到校企合作重大项目的研发工作中，或通过赴实践基地进行联合培养。课

程学习实行学分制，要求在校学习时间为 1年。学位论文在学校导师与实践单位导师联合指

导下，由研究生本人独立完成，实践单位导师需由业务水平高、责任心强的高级职称技术或

管理人员担任。毕业 3年后，具有解决船舶复杂电气工程问题能力的应用和管理型人才。

三、主要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名称 主 要 研 究 内 容

电力电子与海洋新

能源电能变换

研究电力电子变流技术在海洋新能源及电能质量控制等领域的

应用，港口、船舶大功率电力传动装置的变频控制技术和系统集

成技术等。

船舶电力推进与水

下机器人

研究船舶电力系统控制与优化，船舶电力推进及其系统，深海潜

水器电力推进、故障诊断与容错控制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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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电系统安全控制

与智能化

研究港航装备机电系统信息融合，健康管理与安全控制，智能化

与自动化，物联网与工业大数据技术。

电力系统及其自动

化

研究电力系统控制与可靠性，电力系统优化与智能控制技

术，分布式电力系统及其并网技术。

四、学习年限与学分要求

专业型硕士：学制 2 年，最长学习年限 5 年。总学分：35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不少于

27 学分，必修环节（实践和学术活动）8 学分。原则上 1 学分 16 学时。

五、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 课

单 位

公共学位

课（6 学

分）

2011203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与实践
32 2 一二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12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6 1 一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022110 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 16 1 一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111 工程伦理（必修） 16 1 一 物流工程学院

23082998 英语

（2选1）

学术英语 16 1
一二 外国语学院

23082997 综合英语 16 1

学位基础

课（9 学

分）

23022007 电气工程技术前沿 32 2 一二 物流工程学院

23102004 数值分析 48 3 二 理学院

23102001 矩阵理论 32 2 一 理学院

20022033 线性系统理论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专业学位

课

（9学分）

20022005 论文写作指导（必修） 16 1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10 DSP 基本原理与应用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17 现代电力系统分析 32 2 一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07 现代运动控制系统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32 机器学习及应用 32 2 一 物流工程学院

专业选修

课

（4学分）

20022004 工程电磁场 32 2 二 理学院

20022006 最优控制 32 2 一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08 现代电力电子技术 32 2 一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09 非线性控制系统 32 2 一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11 现代电源技术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12 电力电子建模与控制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13 新能源发电与电能变换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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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2014 功率半导体驱动和应用 16 1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15 智能控制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16 电力系统建模与控制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18
智能故障诊断与容错控

制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19 系统辨识与自适应控制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20 现代电路理论与分析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21
电力电子与传动系统仿

真
32 2 一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22 交流电机的分析与设计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23 现代特种电机 16 1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3022051 电机故障诊断 16 1 一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24 电磁测量技术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25 层析成像技术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26 PLC 系统与网络技术 32 2 一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28 水下机器人导论 32 2 一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30 先进传感器和仪表系统 16 1 一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31
基于数字成像的仪器仪

表技术
16 1 一 物流工程学院

23022008 算法导论 32 2 一 物流工程学院

23022009 智能信息处理及应用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必修环节

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 6 次 2

按照第六点第一条

要求，导师负责具体

考核。

专业实践 6

按照第六点第二条

要求，导师、学院负

责具体考核。

跨学科补

修备选课

程

对有必要加强基础的学生，在导师指导下确定 2-3 门补修课程，不计学分。

补修课 1：《自动控制系统》推荐学习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HUST-1001531001?tid=1472007458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2-5 种）：《自动控制原理》（第 3版）,孙亮，高等

教育出版社，2011 年；《自动控制原理》，胡寿松，科学出版社，2016 年；《自

动控制原理》，程鹏，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年。

补修课 2：《电力拖动控制系统》推荐学习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HRBEU-1002932001?tid=1472347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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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2-5 种）：《电力传动控制系统——运动控制系统》，

汤天浩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 年；《电力传动控制系统（上册：基础篇）》，

汤天浩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 年；《电力拖动自动控制系统——运动控制

系统（第 4 版）》，阮毅、陈伯时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 年；《电力拖动

自动控制系统——运动控制系统（第 3 版）》，陈伯时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

年；《电力拖动控制系统》，马志源主编，科学工业出版社，2004 年。

补修课 3：《电力电子技术》推荐学习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HIT-1002540001?tid=1450417504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2-5 种）：《电力电子技术（第 5 版）》，王兆安、刘

进军主编，机械工业出版社，2009 年；《现代电力电子技术》，林渭勋编，浙江

大学出版社，2006 年。

其他要求

备注：公共英语免修（不免考）相关政策见《上海海事大学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公共英语课程教

学管理规定》。

六、必修环节

1.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2 学分。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至少需参加 6 次校内外学术讲

座或学术会议。由导师负责考核。

2.专业实践：6学分。

学生必须完成不少于 6 个月的专业实践，其中原则上应到学校实践基地参加不少于 3

个月的校外专业实践，其他专业实践时间可以：

1）在学校实践基地完成；

2）参与校内导师的在研横向科研项目；

3）进入校内导师安排的实践单位；

4）自行联系满足学校要求的实践单位；

如果校外实践基地要求专业实践时间不少于 6 个月的，进入这些实践单位参加专业实

践的研究生需优先满足校外实践基地的时间要求。

研究生在参加专业实践过程中，应在校内导师和企业导师的共同指导下，将理论知识与

工作实际相结合，参与实践单位管理、生产及科研、技术攻关等关键问题的研究、实践，或

开展科技咨询、技术调研等活动，提高研究生的实践视野和实践应用能力。专业实践考核主

要从研究生的实践计划完成情况、出勤情况、实践表现及实践成果等方面进行考核。

七、科研和学位论文要求

学生需参加实习单位的工程项目或导师承担的横向科研项目，并取得一定科研成果，如

发表研究论文，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参加研究生学科竞赛，出国访学等。

学位论文选题须与实践紧密结合，论文的内容应体现作者运用本专业及相关学科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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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和方法，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并具有一定创新性；论文结果应对实际工作具有

较高的应用价值；论文字数须达 3万字左右。

开题报告：第二学期末或第三学期初，由学科组织，包括资格审核等。

中期考核：第三学期末，由学科具体组织。

预答辩、答辩：第四学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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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工程

学科专业名称（中文）：机械工程；（英文）：Mechanical Engineering

专业代码：085501；学位授权类别：工程硕士

一、学科简介

机械工程是上海海事大学的传统特色优势学科，现拥有机械工程一级学科硕士点，机械

电子工程、机械设计及理论和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3个二级学科硕士点，其中机械设计及理

论学科于 1981年获得全国首批硕士学位授予权，2002年被定为上海市教委重点学科。机械

工程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是以相关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为理论基础，紧密依托国内

外著名的港口机械和物流装备企业及研究机构，从事机械结构和机构设计、新产品研发、产

品健康监测与安全评估以及相关领域的理论与试验研究等。主要研究方向包括机械电子工程、

机械设计及理论和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现有研究生实践基地 19个，其中国家级研究生实

践基地 1个、上海市研究生实践基地 1个，为专业硕士研究生的培养提供了充足的实践平台。

拥有一支年富力强的师资队伍，包括上海高等学校教学名师及上海市级人才等。

本学科以航运装备、港航装备作为学科研究主线，培育出属于自己的品牌专业服务于社

会，为我国航运事业的发展、上海国际航运中心、临港新片区的建设输送了大量的人才，深

受广大用人单位的认可。

二、培养目标

机械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坚持以港航企业的发展需要和技术创新为出发点，侧重于

解决工程实际问题，以培养研究型、应用型、复合型港航工程技术人才为宗旨。具体培养目

标如下：

1. 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拥护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具有国

家使命感和社会责任心，树立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严谨

求实的科学态度和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具有良好的学术素养和职业道德，身心健康，热爱

祖国，遵纪守法。

2. 掌握机械工程学科坚实的基础理论和深入系统的专业知识，了解物流和海洋装备、

先进制造领域的前沿发展和趋势，熟悉物流和海洋装备现代设计理论和方法、机电系统控制

技术以及机电系统故障诊断技术、智能制造及其自动化技术和机电一体化技术等，具有从事

科研工作、工程技术创新和开发的基本能力。

3. 具有良好的表达交流能力和团队精神，能够阅读本领域的外语资料和文献，具有独

立从事物流装备结构设计、系统开发和维护、安全评估和应用管理的能力。

三、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名称 主 要 研 究 内 容



244

机械电子工程

机电液传动与控制技术

微纳功能器件设计与检测技术

物料搬运技术及其自动化

物流与海洋装备智能控制

机械设计及理论

起重机械现代设计理论与方法

机构学及设计自动化

现代物流技术与智能物流装备

海洋装备绿色节能设计及理论

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制造技术及理论

制造过程智能监控理论及方法

智能制造

物流与海洋装备绿色环保与节能制造工艺

四、学习年限与学分要求

专业型硕士：学制 2年，最长学习年限 5年。总学分：34学分，其中课程学分不少于

26学分，必修环节（实践和学术活动）8学分。原则上 1学分 16学时。

五、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课

单位

公共学位

课（6学

分）

2011203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
32 2 一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12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6 1 一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022111 工程伦理（必修） 16 1 一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110 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 16 1 一 物流工程学院

23082998 英语

（2选1）

学术英语 16 1
一二 外国语学院

23082997 综合英语 16 1

基础学位

课

（8学分）

23022002
机械工程学科研究前沿（必

修）
16 1 一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40 机械优化设计 32 2 一 物流工程学院

23022001 先进制造与智能制造 32 2 一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46 工程可靠性 32 2 一 物流工程学院

23102004 数值分析（必修） 48 3 二 理学院

23102001 矩阵理论（必修） 32 2 一 理学院

专业学位 20022005 论文写作指导（必修） 16 1 二 物流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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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

（8学分）

23022048 机械振动 32 2 一 物流工程学院

23022006 港口机械工程设计 32 2 一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39 工程信号处理及应用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3022003
起重机械金属结构原理与

分析
32 2 一 物流工程学院

23022004 计算机控制技术 32 2 一 物流工程学院

23022050 CAD/CAM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45 机械故障诊断理论及方法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3022005 机构分析与综合 32 2 一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48 机械系统动力学仿真 32 2 一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49 激光制造技术基础 32 2 一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50 工程弹性力学 32 2 一 物流工程学院

专业选修

课

（4学分）

20022051 港口与海洋装备案例课程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52 结构高等分析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53 电液控制技术 32 2 一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54 模态实验与分析技术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55 时间序列与系统动态分析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56 虚拟样机技术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57 先进制造与算法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58 机电系统仿真与设计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59 机器学习和数据挖掘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60 多体系统动力学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61 结构有限元分析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62 计算结构力学及软件应用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63 机械仿真技术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64 物流装备 32 2 一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66 MATLAB工程应用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67 机械零件选材与失效分析 32 2 一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68 装卸机器视觉及其应用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69 物流设备远程控制技术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70 工业现场总线技术 32 2 一 物流工程学院

20022071 中华传统治国智慧 32 2 二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052054 创新管理 32 2 二 经济管理学院

必修环节
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 6次 2

专业实践 6
按照第八点要求，导师、

学院负责具体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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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学科补

修备选课

程

对有必要加强基础的学生，在导师指导下确定 2-3 门补修课程，不计学分。

补修课 1：《工程测试技术基础》推荐学习网址：中国大学MOOC，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HUST-1003395003?from=searchPage&outVendor=zw_
mooc_pcssjg_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2-5种）：

①郭宝龙闫允一朱娟娟吴宪祥. 《工程信号与系统》高等教育出版社.
②王松林郭宝龙《信号与线性系统分析（第 4版）电子教案》. 高等教育出版社.
③宝龙陈生潭冯宗哲等. 《信号与系统网络课程》高等教育出版社.

补修课 2：《制造工艺基础》推荐学习网址：中国大学MOOC，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SJTU-1207397803?from=searchPage&outVendor=zw_
mooc_pcssjg_

《制造技术基础训练》推荐学习网址：中国大学MOOC，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BIT-1456681162?from=searchPage&outVendor=zw_m
ooc_pcssjg_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2-5种）：

①朱平.《制造工艺基础》，机械工业出版社.
②施江澜，赵占西.《材料成形技术基础》第 3版，机械工业出版社.
③卢秉恒.《机械制造技术基础》第 3版，机械工业出版社.

补修课 3：《机械设计》推荐学习网址：中国大学MOOC，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NWPU-17001?from=searchPage&outVendor=zw_moo
c_pcssjg_

《形象思维与工程语言（含工程图学）》推荐学习网址：中国大学MOOC，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SJTU-1003740001?from=searchPage&outVendor=zw_
mooc_pcssjg_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2-5种）：

①《机械设计》(第十版)，濮良贵、陈国定、吴立言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②《机械设计作业集》(第四版)1、2册，李育锡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
③形象思维与工程语言，杨培中、赵新明、宋健，高等教育出版社.

其他要求

备注：公共英语免修（不免考）相关政策见《上海海事大学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公共英语课程教学

管理规定》。

六、必修环节

1.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2学分。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至少需参加 6次校内外学术讲

座或学术会议。由导师负责考核。

2.专业实践：6学分。

机械学科是紧密联系实践的学科，创新是推动机械工程以至全社会发展的动力，机械研

究生的培养必需自始至终注重加强实践与创新能力的培养。

研究生课程学习完成后必须参加校外专业实践。另外，根据研究生导师所承担的科研的

具体情况，可选择下述实践环节之一：

①参与省部级及以上研究基地的实验室建设、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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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根据研究生的特点结合学位论文研究课题，参与导师的科研项目。

③与有关企业建立联合培养机制，要求研究生参加企业的生产实习。

七、科研和学位论文要求

科研要求：按照《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学位授予成果要求》执行。

学位论文要求：

开题报告：第二学期末或第三学期初，由学科组织，包括资格审核等，具体要求见相关

文件；

中期考核：第二学期末，由学科具体组织；

预答辩、答辩：第四学期。具体要求见学校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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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工程（含宽带网络、移动通信等）

学科专业名称（中文）：通信工程（含宽带网络、移动通信等）；

（英文）： Communication Engineering

专 业 代 码： 085402 ；学位授权类别： 工程硕士

一、学科简介

密切结合上海海事大学的港口、航运行业特色，开展港口航运智能信息处理与水下机器

人、港口无线通信与测控技术、导航与图象处理、生物信号处理技术等研究。本学科设有应

用电子研究所、通信与测控工程技术研究所、水下机器人与智能系统实验室、图像与信号处

理实验室等研究性科研基地。

本学位点师资力量雄厚，现有教授、副教授 20余人，其中，上海市级人才 2名。近年

来主持或参与国家 863项目 3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6项、上海市科委、交通部科技专项课

题、上海市教委科技项目及企业委托项目近 80余项，科研经费接近 2000余万，其中纵向科

研经费达 500余万；近三年已获得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20余项；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发表 SCI、EI论文 100余篇。

本专业拥有两个上海市工程研究中心，与企业联合设有多个实习基地，并聘请企事业具

有丰富经验的高级专业人员，共同承担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工作。建立健全校内外双导师

制，以校内导师指导为主，校外导师参与实践过程、项目研究、课程与论文等多个环节的指

导工作。并在与企业的合作培养、专业实践和双导师负责制过程中形成了具体细致的实施办

法和规章制度。

二、培养目标

依托上海海事大学的特色，培养适应海事航运、物流、海洋等行业信息化发展需求的高

级通信工程领域专业技术人才。具体要求为：

1. 拥护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具有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具有良好的

人文素养、高尚的职业道德和强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掌握熟悉行业领域相

关规范，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人才。

2. 依托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区域优势以及港航物流等企事业单位对通信人才的需求，

以实践研究和创新能力为导向，培养电子与通信产品开发、船舶通信、无线传感网络、港口

无线通信与测控技术、新一代海事星-地通信网络协同、面向海洋的新型分布式网络、自组

织网络、网络融合及宽带无线接入技术、现代移动通信系统、宽带无线传输与多址技术、海

事无线通信网络、遥测遥控及遥感图像识别与传输等方面基础理论和知识扎实、素质全面、

工程实践能力强的专业人才。

三、主要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名称 主 要 研 究 内 容

海事无线通信网络

与海洋物联网

主要研究新一代海事星-地通信网络协同与智能导助航及新型海

洋物联网。涉及海事智能信息感知及卫星通信导航与智能助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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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融合处理等关键技术，是当今 E-航海的基础支撑技术之一。

重点研究面向海洋的新型分布式网络、自组织网络、全 IP网络、

网络融合及宽带无线接入技术、移动通信系统、天线宽带无线

传输与多址技术及海事无线通信网络安全与可靠性等。

海洋智能测控与图

像处理

主要研究复杂海洋环境下智能海洋监测与探测系统、高精度图

像传输与处理技术、多传感器信息获取与融合技术；并将相关

技术应用于海上及水下安全航行、港口交通管理领域。针对港

航业务需求，开展电子海图系统应用、遥感图像处理、SAR 图

像处理等科研工作。研究可见光成像系统、红外成像系统、雷

达、声纳等多传感器系统在水上、水下航行和搜救中的应用。

四、学习年限与学分要求

学制 2 年，最长学习年限 5 年。研究生至少应修满 36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不少于 27

学分，必修环节（实践和学术活动）8学分。原则上 1 学分 16 学时。

五、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 课

单 位

公共学位课

（6学分）

2011203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2 2 一二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12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6 1 一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032057 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 16 1 一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58 工程伦理 16 1 一 信息工程学院

20082001 英语（2选
1）

学术英语 16 1
一二 外国语学院

20082002 综合英语 16 1

基础学位课

（10学分）

20032033
现代移动通信理论与实

践
32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02 学科研究前沿（必选） 32 2 一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01 矩阵分析与应用 48 3 一 信息工程学院

23102055 数理统计与随机过程 48 3 一 理学院

专业学位课

（8学分）

20032024 论文写作指导（必修） 16 1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04 现代通信理论 48 3 一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07 机器视觉及应用 32 2 一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25 模式识别 32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专业选修课

（4学分）

20032026 现代信号处理 48 3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06 天线理论与工程设计 32 2 一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34
自动驾驶与车用通信技

术
32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28 脑电信号分析与应用 32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必修环节 学术活动与专题讨论会 6次 2 一二 信息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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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实践
6-12
个月

6 三四 信息工程学院

跨学科补修

备选课程

补修课 1：《数字信号处理》推荐学习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SEU-1001754347?from=searchPage&out

Vendor=zw_mooc_pcssjg_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程佩青，数字信号处理教程（第五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吴镇扬，数字信号处理(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补修课 2：《人工智能导论》推荐学习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ZJUT-1002694018?from=searchPage&ou

tVendor=zw_mooc_pcssjg_

王万良，《人工智能导论》（第 5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23；贲可荣、张彦铎，

《人工智能》(第 3 版)，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2018.

补修课 3：《通信原理》推荐学习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NUDT-316006?from=searchPage&outVen

dor=zw_mooc_pcssjg_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通信原理》（第 7版），樊昌信，曹丽娜编著，国防工业

出版社，2012.；《通信原理与应用：基础理论部分》，曹志刚、宋铁成等编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其他要求

备注：公共英语免修（不免考）相关政策见《上海海事大学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公共英语课程教

学管理规定》。

六、必修环节

1.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2学分。研究生参加并开展学术活动，主要为听学术报告、

参加讨论班、作专题报告等形式。目的是开阔他们的视野，活跃他们的学术思想，使他们了

解学科最前沿的知识，增强他们的创新能力。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至少需参加 6 次校内外学

术讲座或学术会议。由导师负责考核。

2.专业实践：6 学分。每位研究生都要接受校内导师和企业导师双方的指导，到企业参

加 6-12 个月的实习实践，实行校内导师和企业导师“双导师制”的专业实践，参与解决企

业中的实际技术问题，熟悉行业领域的相关规范，锻炼他们能够在该领域某一方向具有一定

独立担负工程规划、设计、实施、研究、开发和管理等技术工作的能力以及独立工作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

七、科研和学位论文要求

研究生应积极参与学科竞赛和科研项目，要求掌握扎实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具备一定

的独立从事科研工作的能力，具有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学风。成果要求参照最新的《上海

海事大学研究生学位学术成果授予要求》、《信息工程学院（含商船学院人工智能专业）关

于硕士研究生学位授予成果要求的补充规定》等文件执行。学位论文应选题清晰，具有一定

的创新性及学术水平，并严格按照《上海海事大学博士、硕士学位审核授予工作细则》有关

规定执行。

学位点负责人：孔薇 学院主管院长： 徐艳丽 分委员会主席：刘广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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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工程

学科专业名称（中文）： 软件工程 ；（英文）： Software Engineering

专 业 代 码： 085405 ； 学位授权类别： 工程硕士

一、学科简介

软件工程学科主要以数学、计算机科学、系统科学、管理学等为基础，研究运用工程化

方法构建和维护软件系统的新兴交叉学科。本学科面向软件产业发展需要，注重走产学研相

结合的办学道路，培养高层次的应用型与工程型软件开发与管理人才。

本学位点隶属于信息工程学院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下设 5个研究方向，于 2011年开

始招生。本学师资力量雄厚，现有教授、副教授 30余人，其中博士研究生导师 5人, 上海

市级人才 1人。主要学科带头人有姜胜明教授、周日贵教授、王晓峰教授、韩德志教授、刘

晋教授、杨智应教授、曾卫明教授、高茂庭教授等人。并拥有工程经验丰富的资深企业导师

及长期稳定的校外实习实践基地 12个，现有校内实验室和研究所 9个。

本学科研究领域广泛, 研究成果丰硕。近五年来，公开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其中多数

论文被 SCI、EI、ISTP 收录。承担 863 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上海市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上海市科委创新重点项目等各类科研项目近百项，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各类

奖项近十项，项目研究经费四千多万元。

二、培养目标

依托上海海事大学航运技术、经济与管理等办学优势，面向港航、物流、海洋信息及其

它应用领域培养高层次软件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人才。具体要求为：

1.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服务国家和人民的高度社会责

任感、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创业精神、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身心健康。

2. 掌握坚实的软件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熟悉软件工程领域的相关规范，具有独立

担负大型软件系统分析、设计、实施、测试、软件项目管理及研究等工作能力。

3. 掌握一门外国语。

三、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名称 主 要 研 究 内 容

软件开发方法与软件项

目管理

软件科学与技术、软件架构、构件技术、形式化方法、

软件复用、软件质量保障与测试、分布式软件技术、

软件项目管理等

大数据管理与智能决策

方法及其应用

数据库与知识工程、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决策支持

系统、机器学习、大数据算法、时空数据分析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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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网络软件技术与

开发

云计算与网络存储、物联网、传感器网络、电子商务

技术的研究与系统开发等

模式识别与图像处理软

件技术与开发

多媒体技术与图形图像处理、人工智能与模式识别、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的研究及其软件系统的开发、人脸

图像处理及识别等

港航与物流信息管理系

统研究与开发

港航信息管理系统、物流信息管理系统及决策支持系

统的设计与开发、水下声(光)学图像处理、水下目标

检测、跟踪与识别在智慧港口中的应用。

四、学习年限与学分要求

专业型硕士：学制 2 年，最长学习年限 5 年。总学分：34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不少于

26 学分，必修环节（实践和学术活动）8 学分。原则上 1学分 16 学时。

五、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

分

开

课

学

期

开 课

单 位

公共学位

课（6学
分）

2011203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2 2

一

二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12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6 1 一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032057 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 16 1 一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58 工程伦理 16 1 一 信息工程学院

23082998 英语

（2选 1）
学术英语 16 1 一

二
外国语学院

23082997 综合英语 16 1

学位基础

课（8学
分）

20032002 学科研究前沿（必修） 32 2 一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36 算法与复杂性 48 3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11 高级软件工程 48 3 一 信息工程学院

23102005 数理统计与随机过程 48 3 一 理学院

专业学位

课（8学
分）

20032051 论文写作指导（必修） 16 1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50
软件系统设计与软件体

系结构
32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43 软件质量保证与测试 32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13 面向对象技术 32 2 一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08 计算机网络与数据通讯 48 3 一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10 高级数据库建模与设计 48 3 一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52 软件项目管理 32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39 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 32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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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040 高级计算机体系结构 48 3 二 信息工程学院

专业选修

课（4学
分）

20032009 高级数字图像处理 32 2 一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41 模式识别 32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42 计算机安全与密码学 32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44 高级 Java与分布式系统 32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46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32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14 云计算与云存储技术 32 2 一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48 物联网技术 32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15 大数据分析及应用 32 2 一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12 数理逻辑 32 2 一 信息工程学院

22032001 无线通信网络原理 32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38 形式语言与自动机 32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52053 中华传统治国智慧 32 2 二
物流科学与工程

学院

20072045 创新管理 32 2 二 经济管理学院

20052055 创业管理 32 2 二
物流科学与工程

学院

23082999 法语基础 32 1 一 外国语学院

必修环节

学术活动与专题讨论会 6次 2
一

二

硕士研究生在学

期间至少需参加

6 次校内外学术

讲座或学术会

议。由导师负责

考核。

专业实践
6-12
个月

6
三

四
企业导师、导师

跨学科补

修备选课

程

对有必要加强基础的学生，在导师指导下补修以下 2门课程，不计学分。

补修课 1：《操作系统》推荐学习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NJTU-1003245001?from=searchPage&ou

tVendor=zw_mooc_pcssjg_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

[1] 汤小丹，梁红兵，哲凤屏等．计算机操作系统（第四版）．西安：西安电子

科技大学出版社，2014．
[2] Ramez Elmasri，AGil Carrick，David Levine，操作系统实用教程：螺旋方

法（翟高寿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
[3] 邹鹏．操作系统原理与实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4] 翟高寿．系统程式. 台北：新文京开发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
[5] 张尧学，史美林．计算机操作系统教程（第二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0．
补修课 2：《计算机组成原理》推荐学习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HUST-1003159001?from=searchPage&ou

tVendor=zw_mooc_pcssjg_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

[1]（美）帕特森，（美）亨尼斯 著，王党辉等译。计算机组成与设计：硬件/

https://search.dangdang.com/?key2=%C5%C1%CC%D8%C9%AD&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search.dangdang.com/?key2=%BA%E0%C4%E1%CB%B9&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search.dangdang.com/?key2=%CD%F5%B5%B3%BB%D4&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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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接口（原书第 5 版）.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年 7 月

[2] (美)布赖恩特(Bryant,R.E.).深入理解计算机系统，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

年出版

[3] 袁春风. 计算机组织与结构。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年出版

[4] 秦磊华.计算机组成原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年出版

其他要求

备注：公共英语免修（不免考）相关政策见《上海海事大学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公共英语课

程教学管理规定》。

六、必修环节

1.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2学分。研究生参加并开展学术活动，主要有听学术报告、

参加讨论班、作专题报告等形式。目的是开阔他们的视野，活跃他们的学术思想，使他们了

解学科最前沿的知识，增强他们的创新能力。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至少需参加 6 次校内外学

术讲座或学术会议。由导师负责考核。

2.专业实践：6 学分。每位研究生都要接受校内导师和企业导师双方的指导，到企业进

行为期 6-12个月的专业实践，参与解决实际技术问题，以便研究生对所在单位各类业务工

作有所了解，熟悉行业领域的相关规范，锻炼他们能够在该领域某一方向具有一定独立担负

工程规划、设计、实施、研究、开发和管理等技术工作的能力以及独立工作和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

七、科研和学位论文要求

研究生应积极参与科研项目和学科竞赛，要求掌握扎实的基础理论和深入的专业知识，

具备一定的独立从事科研工作的能力，具有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学风。成果要求参照最新

的《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学位学术成果授予要求》、《信息工程学院（含商船学院人工智能

专业）关于硕士研究生学位授予成果要求的补充规定》等文件执行。学位论文应选题清晰，

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及学术水平，并严格按照《上海海事大学博士、硕士学位审核授予工作细

则》有关规定执行。

学位点负责人： 杨智应 学院主管院长： 徐艳丽 分委员会主席：刘广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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软件工程（非全日制）

学科专业名称（中文）： 软件工程（非全） ；（英文）： Software Engineering

专 业 代 码： 085405 ； 学位授权类别： 工程硕士

一、学科简介

软件工程学科主要以数学、计算机科学、系统科学、管理学等为基础，研究运用工程化

方法构建和维护软件系统的新兴交叉学科。本学科面向软件产业发展需要，注重走产学研相

结合的办学道路，培养高层次的应用型与工程型软件开发与管理人才。

本学位点隶属于信息工程学院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下设 5个研究方向，于 2011年开

始招生。本学师资力量雄厚，现有教授、副教授 30 余人，其中博士研究生导师 5人, 上海

市级人才 1名。主要学科带头人有姜胜明教授、周日贵教授、王晓峰教授、韩德志教授、刘

晋教授、杨智应教授、曾卫明教授、高茂庭教授等人。并拥有工程经验丰富的资深企业导师

及长期稳定的校外实习实践基地 12个，现有校内实验室和研究所 9个。

本学科研究领域广泛, 研究成果丰硕。近五年来，公开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其中多数

论文被 SCI、EI、ISTP 收录。承担 863 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上海市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上海市科委创新重点项目等各类科研项目近百项，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各类奖

项近十项，项目研究经费四千多万元。

二、培养目标

依托上海海事大学航运技术、经济与管理等办学优势，面向港航、物流、海洋信息及其

它应用领域培养高层次软件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人才。具体要求为：

（一）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服务国家和人民的高度社

会责任感、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创业精神、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

风，身心健康。

（二） 掌握坚实的软件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熟悉软件工程领域的相关规范，具有

独立担负大型软件系统分析、设计、实施、测试、软件项目管理及研究等工作能力。

（三） 掌握一门外国语。

三、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名称 主 要 研 究 内 容

软件开发方法与软件

项目管理

软件科学与技术、软件架构、构件技术、形式化方法、软

件复用、软件质量保障与测试、分布式软件技术、软件项

目管理等

大数据管理与智能决

策方法及其应用

数据库与知识工程、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决策支持系统、

机器学习、大数据算法、时空数据分析等

计算机网络软件技术 云计算与网络存储、物联网、传感器网络、电子商务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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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开发 的研究与系统开发等

模式识别与图像处理

软件技术与开发

多媒体技术与图形图像处理、人工智能与模式识别、自然

语言处理技术的研究及其软件系统的开发、人脸图像处理

及识别等

港航与物流信息管理

系统研究与开发

港航信息管理系统、物流信息管理系统及决策支持系统的

设计与开发、水下声(光)学图像处理、水下目标检测、跟

踪与识别在智慧港口中的应用。

四、学习年限与学分要求

专业型硕士：学制 2.5 年，最长学习年限 5 年。总学分：34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不少

于 26 学分，必修环节（实践和学术活动）8 学分。原则上 1 学分 16 学时。

五、课程设置(硕士)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 课

单 位

公共学位

课（6 学

分）

FQ12008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与实践
32 2 一二 马克思主义学院

FQ12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6 1 一 马克思主义学院

FQ12007 科学道德与学风建设 16 1 一 信息工程学院

FQ12006 工程伦理 16 1 一 信息工程学院

FQ12003 综合英语 32 1 一二 外国语学院

基础学位

课

（8学分）

20032018 学科研究前沿（必修） 32 2 一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36 算法与复杂性 48 3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11 高级软件工程 48 3 一 信息工程学院

FQ12005 数理统计与随机过程 48 3 一 理学院

专业学位

课

（8学分）

20032051 论文写作指导（必修） 16 1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50
软件系统设计与软件

体系结构
48 3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43 软件质量保证与测试 32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13 面向对象技术 32 2 一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08
计算机网络与数据通

讯
48 3 一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10
高级数据库建模与设

计
48 3 一 信息工程学院

0032052 软件项目管理 32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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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039 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 32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40 高级计算机体系结构 48 3 二 信息工程学院

专业选修

课

（4学分）

20032009 高级数字图像处理 32 2 一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41 模式识别 32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42 计算机安全与密码学 32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44
高级 Java 与分布式系

统
32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46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32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14 云计算与云存储技术 32 2 一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48 物联网技术 32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15 大数据分析及应用 32 2 一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12 数理逻辑 32 2 一 信息工程学院

22032001 无线通信网络原理 32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38 形式语言与自动机 32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22071 中华传统治国智慧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0072045 创新管理 32 2 二 经济管理学院

20052055 创业管理 32 2 二 物流工程学院

23082999 法语基础 32 1 一 外国语学院

必修环节

学术活动与专题讨论

会
16 次 2 一二

硕士研究生在学期

间至少需参加 6 次

校内外学术讲座或

学术会议。由导师负

责考核。

专业实践
6-12

个月
6 三四

企业

导师
导师

跨学科补

修备选课

程

对有必要加强基础的学生，在导师指导下补修以下 2门课程，不计学分。

补修课 1：《操作系统》推荐学习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NJTU-1003245001?from=searchPage&outVe

ndor=zw_mooc_pcssjg_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

[1] 汤小丹，梁红兵，哲凤屏等．计算机操作系统（第四版）．西安：西安电子科

技大学出版社，2014．

[2] Ramez Elmasri，A Gil Carrick，David Levine，操作系统实用教程：螺旋方法

（翟高寿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

[3] 邹鹏．操作系统原理与实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4] 翟高寿．系统程式. 台北：新文京开发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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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张尧学，史美林．计算机操作系统教程（第二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0．

补修课 2：《计算机组成原理》推荐学习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HUST-1003159001?from=searchPage&outVe

ndor=zw_mooc_pcssjg_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

[1]（美）帕特森，（美）亨尼斯 著，王党辉等译。计算机组成与设计：硬件/软

件接口（原书第 5 版）.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年 7 月

[2] (美)布赖恩特(Bryant,R.E.).深入理解计算机系统，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 年

出版

[3] 袁春风. 计算机组织与结构。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年出版

[4] 秦磊华.计算机组成原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年出版

其他要求

备注：备注：公共英语免修（不免考）相关政策见《上海海事大学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公共英语

课程教学管理规定》

六、必修环节

1.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2学分。研究生参加并开展学术活动，主要有听学术报告、

参加讨论班、作专题报告等形式。目的是开阔他们的视野，活跃他们的学术思想，使他们了

解学科最前沿的知识，增强他们的创新能力。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至少需参加 6 次校内外学

术讲座或学术会议。由导师负责考核。

2.专业实践：6 学分。每位研究生都要接受校内导师和企业导师双方的指导，到企业进

行为期 6-12个月的专业实践，参与解决实际技术问题，以便研究生对所在单位各类业务工

作有所了解，熟悉行业领域的相关规范，锻炼他们能够在该领域某一方向具有一定独立担负

工程规划、设计、实施、研究、开发和管理等技术工作的能力以及独立工作和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

七、科研和学位论文要求

研究生应积极参与科研项目和学科竞赛，要求掌握扎实的基础理论和深入的专业知识，

具备一定的独立从事科研工作的能力，具有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学风。成果要求参照最新

的《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学位学术成果授予要求》、《信息工程学院（含商船学院人工智能

专业）关于硕士研究生学位授予成果要求的补充规定》等文件执行。学位论文应选题清晰，

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及学术水平，并严格按照《上海海事大学博士、硕士学位审核授予工作细

则》有关规定执行。

学位点负责人： 董一琳 学院主管院长： 徐艳丽 分委员会主席：刘广钟

https://search.dangdang.com/?key2=%C5%C1%CC%D8%C9%AD&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search.dangdang.com/?key2=%BA%E0%C4%E1%CB%B9&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search.dangdang.com/?key2=%CD%F5%B5%B3%BB%D4&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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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

学科专业名称（中文）： 人工智能 ；（英文）：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专 业 代 码： 085410 ；学位授权类别： 工程硕士

一、学科简介

“人工智能”依托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人工智能专业硕士学位点旨在培

养能把人工智能在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数据挖掘、语音识别、机器人等领域技术与

生产实践相结合，综合运用人工智能理论、各种应用技术以及工程方法解决生产实践中的实

际问题的工程技术型高级专业人才。

本学位点隶属于信息工程学院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下设 3个研究方向，于 2022年开

始招生，为航运物流领域培养具有人工智能理论以及系统开发与设计、工程实现等方面的研

究型人才。

本学位点师资力量雄厚，现有教授、副教授 10余人，其中，博士研究生导师 5人，上

海市级人才 1名。主要学科带头人有周日贵、曾卫明、韩德志、刘晋等教授，并拥有一批掌

握最新人工智能计算机技术、编程经验丰富、善于解决应用问题的企业导师。现有校内实验

室和研究所 9个，长期稳定的校外实习实践基地 12个。

本学科研究领域广泛, 研究成果丰硕。近五年来，公开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其中多数

论文被 SCI、EI、ISTP 收录。承担国家重点研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上海市自

然科学基金项目、上海市科委创新重点项目等各类科研项目近百项，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

奖等各类奖项近十项，项目研究经费四千多万元。

二、培养目标

依托上海海事大学航运技术、经济与管理等办学优势，培养综合运用计算机科学理论、

各种应用技术以及工程方法，把人工智能相关的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数据挖掘、语

音识别、机器人等技术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并很好地解决生产实践中的实际问题的高级专门

人才。主要面向港口、航运和物流等应用领域培养计算机技术应用型和工程研究型人才。具

体要求为：

1. 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服务国家和人民的高度社会责

任感、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创业精神、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身心健康。

2. 掌握坚实的人工智能学科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熟悉行业领域的相关规范，能够

在该领域某一方向具有一定独立担负工程规划、设计、实施、研究、开发和管理等技术工作

的能力，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

3. 掌握一门外国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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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名称 主 要 研 究 内 容

智能计算与量子信息

处理

智能计算的新理论、新方法，与人工智能、大数据、压缩感知及

图形与量子计算深度融合，构建基于小样本的特殊生物资源鉴定

与识别，开发特殊生物资源检测与溯源技术平台，探索分布式智

能系统的协同、数据挖掘方法、构建复合型智能系统。

脑机智能计算与应用

脑功能连通性检测、脑功能复杂网络构建、类脑深度学习算法、

脑神经认知规律、CPU/GPU 并行运算等、脑科学与人工智能以及

高性能计算等交叉前沿学科的理论与应用。

智能航运物流大数据

技术

主要研究深度学习、自然语言处理，视觉场景理解、互联网数据

挖掘等机器学习方法，基于海量数据，设计可拓展的智能算法，

理解语言、图像、视频和三维模型等各类数据的语义关联，实现

各种信息的深度语义融合等大数据技术在航运、港口物流智能软

件系统设计开发中的应用。

四、学习年限与学分要求

专业型硕士：学制 2 年，最长学习年限 5 年。总学分：34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不少于

26 学分，必修环节 8学分。原则上 1 学分 16学时。

五、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分
开课

学期

开 课

单 位

公共学位

课（6学
分）

2011203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2 2 一二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12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6 1 一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032057 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 16 1 一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58 工程伦理 16 1 一 信息工程学院

23082998 英语

（2选 1）
学术英语 16 1

一二 外国语学院
23082997 综合英语 16 1

学位基础

课(8学
分)

20032002 学科研究前沿（必修） 32 2 一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36 算法与复杂性 48 3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17 矩阵分析与应用 48 3 一 信息工程学院

23102005 数理统计与随机过程 48 3 一 理学院

专业学位

课(8学
分)

20032051 论文写作指导（必修） 16 1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53 生物特征识别 32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45 统计机器学习 32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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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2041 模式识别 32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09 高级数字图像处理 32 2 一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46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32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40 高级计算机体系结构 48 3 二 信息工程学院

专业选修

课(4学
分)

20032044
高级 Java 与分布式系

统
32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11 高级软件工程 48 3 一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49 量子智能计算 32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39 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 32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48 物联网技术 32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15 大数据分析及应用 32 2 一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14 云计算与云存储技术 32 2 一 信息工程学院

22032001 无线通信网络原理 32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42 计算机安全与密码学 32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10
高级数据库建模与设

计
48 3 一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38 形式语言与自动机 32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12 数理逻辑 32 2 一 信息工程学院

20012013
航运大数据技术（双

语）
32 2 一 商船学院

22012001 船舶智能航行 32 2 二 商船学院

20052053 中华传统治国智慧 32 2 二
物流科学与工程学

院

20072045 创新管理 32 2 二 经济管理学院

20052055 创业管理 32 2 二
物流科学与工程学

院

23082999 法语基础 32 1 一 外国语学院

必修环节

学术活动与专题讨论会 6次 2 一二

硕士研究生在学期

间至少需参加 6 次

校内外学术讲座或

学术会议。由导师负

责考核。

专业实践
6-12
个月

6 三四 企业导师、导师

跨学科补

修备选课

程

对有必要加强基础的学生，在导师指导下补修以下 2门课程，不计学分。

补修课 1：《操作系统》推荐学习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NJTU-1003245001?from=searchPage&outVe

ndor=zw_mooc_pcssjg_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

[1] 汤小丹，梁红兵，哲凤屏等．计算机操作系统（第四版）．西安：西安电子科

技大学出版社，2014．
[2] Ramez Elmasri，A Gil Carrick，David Levine，操作系统实用教程：螺旋方法

（翟高寿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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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邹鹏．操作系统原理与实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4] 翟高寿．系统程式. 台北：新文京开发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
[5] 张尧学，史美林．计算机操作系统教程（第二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0．
补修课 2：《计算机组成原理》推荐学习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HUST-1003159001?from=searchPage&outVe

ndor=zw_mooc_pcssjg_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

[1]（美）帕特森，（美）亨尼斯 著，王党辉等译。计算机组成与设计：硬件/软

件接口（原书第 5 版）.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年 7 月

[2] (美)布赖恩特(Bryant,R.E.).深入理解计算机系统，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 年

出版

[3] 袁春风. 计算机组织与结构。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年出版

[4] 秦磊华.计算机组成原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年出版

其他要求

备注：公共英语免修（不免考）相关政策见《上海海事大学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公共英语课程教

学管理规定》。

六、必修环节

1.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2学分。研究生参加并开展学术活动，主要有听学术报告、

参加讨论班、作专题报告等形式。目的是开阔他们的视野，活跃他们的学术思想，使他们了

解学科最前沿的知识，增强他们的创新能力。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至少需参加 6 次校内外学

术讲座或学术会议。由导师负责考核。

2.专业实践：6 学分。每位研究生都要接受校内导师和企业导师双方的指导，到企业进

行为期 6-12个月的专业实践，参与解决实际技术问题，以便研究生对所在单位各类业务工

作有所了解，熟悉行业领域的相关规范，锻炼他们能够在该领域某一方向具有一定独立担负

工程规划、设计、实施、研究、开发和管理等技术工作的能力以及独立工作和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

七、科研和学位论文要求

研究生应积极参与科研项目和学科竞赛，要求掌握扎实的基础理论和深入的专业知识，

具备一定的独立从事科研工作的能力，具有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学风。成果要求参照最新

的《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学位学术成果授予要求》、《信息工程学院（含商船学院人工智能

专业）关于硕士研究生学位授予成果要求的补充规定》等文件执行。学位论文应选题清晰，

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及学术水平，并严格按照《上海海事大学博士、硕士学位审核授予工作细

则》有关规定执行。

学位点负责人：杨智应 学院主管院长： 徐艳丽 分委员会主席：刘广钟

https://search.dangdang.com/?key2=%C5%C1%CC%D8%C9%AD&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search.dangdang.com/?key2=%BA%E0%C4%E1%CB%B9&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search.dangdang.com/?key2=%CD%F5%B5%B3%BB%D4&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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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技术

学科专业名称（中文）： 计算机技术 ；（英文）： Computer Technology

专 业 代 码： 085404 ； 学位授权类别： 工程硕士

一、学科简介

“计算机技术”依托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一级学科。计算机技术专业硕士学位点旨

在培养能把计算机技术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综合运用计算机科学理论、各种应用技术以及工

程方法解决生产实践中的实际问题的工程技术型专业人才。

本学位点隶属于信息工程学院计算机科学与工程系，下设 4个研究方向，于 2002年开

始招生，主要为港口、航运、物流及其它应用领域培养计算机技术应用和工程研究型人才。

本学位点师资力量雄厚，现有教授、副教授 30余人，其中，博士研究生导师 5人，上

海市级人才 1名。主要学科带头人有姜胜明、周日贵、曾卫明、刘广钟、高茂庭、韩德志、

刘晋等教授，并拥有一批掌握最新计算机技术、编程经验丰富、善于解决应用问题的企业导

师。现有校内实验室和研究所 9个，长期稳定的校外实习实践基地 12个。

本学科研究领域广泛, 研究成果丰硕。近五年来，公开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其中多数

论文被 SCI、EI、ISTP 收录。承担 863 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上海市自然科学基

金项目、上海市科委创新重点项目等各类科研项目近百项，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各类

奖项近十项，项目研究经费四千多万元。

二、培养目标

依托上海海事大学航运技术、经济与管理等办学优势，培养综合运用计算机科学理论、

各种应用技术以及工程方法，把计算机技术与生产实践相结合，并很好地解决生产实践中的

实际问题的高级专门人才。主要面向港口、航运和物流等应用领域培养计算机技术应用型和

工程研究型人才。具体要求为：

（1）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具有服务国家和人民的高度社会责任

感、良好的职业道德和创业精神、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身心健康。

（2）掌握坚实的计算机科学技术理论和宽广的专业知识，熟悉行业领域的相关规范，能够

在该领域某一方向具有一定独立担负工程规划、设计、实施、研究、开发和管理等技术工作

的能力，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

（3）掌握一门外国语。

三、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名称 主 要 研 究 内 容

人工智能与计算机系统

技术

人工智能与模式识别应用技术、多媒体应用技术、医学图像

处理技术、海事计算机视觉、遥感图像处理、视觉感知的机

制建模、计算智能、大数据分析、社群网络、文本情感分析、

增强现实与虚拟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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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网络开发技术
Internet 技术、海洋互联网开发与管理技术、物联网技术与

应用、云计算及其应用技术、互联网数据挖掘

信息系统、电子商务与

数据库开发技术

管理信息系统、决策支持系统、商业智能、电子商务应用技

术、数据库开发应用、分布式数据库系统应用

港航物流管理系统开发

技术

港航信息管理、物流信息管理、信息安全、大数据技术、软

件工程和港口航运信息化技术、新工艺下的集装箱港口资源

分派及其新型实时监控技术

四、学习年限与学分要求

专业型硕士：学制 2 年，最长学习年限 5 年。总学分：34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不少于

26 学分，必修环节（实践和学术活动）8 学分。原则上 1学分 16 学时。

五、课程设置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开 课

单 位

公共学位

课

（6学分）

2011203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理论与实践研究
32 2 一二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12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6 1 一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032057 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 16 1 一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58 工程伦理 16 1 一 信息工程学院

23082998 英语

（2选 1）

学术英语 16 1
一二 外国语学院

23082997 综合英语 16 1

学位基础

课（8学
分）

20032002 学科研究前沿（必修） 32 2 一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36 算法与复杂性

三

选

二

48 3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17
计算机系矩阵分

析与应用
48 3 一

信息工程学院

23102005
数理统计与随机

过程
48 3 一

理学院

专业学位

课（8学
分）

20032051 论文写作指导（必修） 16 1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37 高级操作系统 48 3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13 面向对象技术 32 2 一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08 计算机网络与数据通讯 48 3 一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10 高级数据库建模与设计 48 3 一 信息工程学院

0032052 软件项目管理 32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39 数据仓库与数据挖掘 32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40 高级计算机体系结构 48 3 二 信息工程学院

专业选修

课（4学
20032045 统计机器学习 32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14 云计算与云存储技术 32 2 一 信息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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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20032038 形式语言与自动机 32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11 高级软件工程 48 3 一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44 高级 Java 与分布式系统 32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42 计算机安全与密码学 32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15 大数据分析及应用 32 2 一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41 模式识别 32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46 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32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55
高级数据库系统实现技

术
32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09 高级数字图像处理 32 2 一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12 数理逻辑 32 2 一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48 物联网技术 32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2032001 无线通信网络原理 32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52053 中华传统治国智慧 32 2 二
物流科学与工程学

院

20072045 创新管理 32 2 二 经济管理学院

20052055 创业管理 32 2 二
物流科学与工程学

院院

23082999 法语基础 32 1 一 外国语学院

必修环节

学术活动与专题讨论会 6次 2 一二

硕士研究生在学期

间至少需参加 6 次

校内外学术讲座或

学术会议。由导师负

责考核。

专业实践
6-12
个月

6 三四 企业导师、导师

跨学科补

修备选课

程

对有必要加强基础的学生，在导师指导下补修以下 2门课程，不计学分。

补修课 1：《操作系统》推荐学习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NJTU-1003245001?from=searchPage&outVe

ndor=zw_mooc_pcssjg_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

[1] 汤小丹，梁红兵，哲凤屏等．计算机操作系统（第四版）．西安：西安电子科

技大学出版社，2014．
[2] Ramez Elmasri，A Gil Carrick，David Levine，操作系统实用教程：螺旋方法

（翟高寿译）。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
[3] 邹鹏．操作系统原理与实践．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4] 翟高寿．系统程式. 台北：新文京开发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07．
[5] 张尧学，史美林．计算机操作系统教程（第二版）．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0．
补修课 2：《计算机组成原理》推荐学习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HUST-1003159001?from=searchPage&outVe

ndor=zw_mooc_pcssjg_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

[1]（美）帕特森，（美）亨尼斯 著，王党辉等译。计算机组成与设计：硬件/软

https://search.dangdang.com/?key2=%C5%C1%CC%D8%C9%AD&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search.dangdang.com/?key2=%BA%E0%C4%E1%CB%B9&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https://search.dangdang.com/?key2=%CD%F5%B5%B3%BB%D4&medium=01&category_path=01.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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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接口（原书第 5 版）. 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年 7 月

[2] (美)布赖恩特(Bryant,R.E.).深入理解计算机系统，机械工业出版社，2016 年

出版

[3] 袁春风. 计算机组织与结构。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年出版

[4] 秦磊华.计算机组成原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10 年出版

其他要求

备注：公共英语免修（不免考）相关政策见《上海海事大学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公共英语课程教

学管理规定》。

六、必修环节

1.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2学分。研究生参加并开展学术活动，主要有听学术报告、

参加讨论班、作专题报告等形式。目的是开阔他们的视野，活跃他们的学术思想，使他们了

解学科最前沿的知识，增强他们的创新能力。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至少需参加 6 次校内外学

术讲座或学术会议。由导师负责考核。

2.专业实践：6 学分。每位研究生都要接受校内导师和企业导师双方的指导，到企业进

行为期 6-12个月的专业实践，参与解决实际技术问题，以便研究生对所在单位各类业务工

作有所了解，熟悉行业领域的相关规范，锻炼他们能够在该领域某一方向具有一定独立担负

工程规划、设计、实施、研究、开发和管理等技术工作的能力以及独立工作和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

七、科研和学位论文要求

研究生应积极参与科研项目和学科竞赛，要求掌握扎实的基础理论和深入的专业知识，

具备一定的独立从事科研工作的能力，具有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学风。成果要求参照最新

的《上海海事大学研究生学位学术成果授予要求》、《信息工程学院（含商船学院人工智能

专业）关于硕士研究生学位授予成果要求的补充规定》等文件执行。学位论文应选题清晰，

具有一定的创新性及学术水平，并严格按照《上海海事大学博士、硕士学位审核授予工作细

则》有关规定执行。

学位点负责人： 杨智应 学院主管院长：徐艳丽 分委员会主席：刘广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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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含量子技术等）

学科专业名称（中文）：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含量子技术等） ；

（英文）： New Generation of Electronic Information Technology ；

专 业 代 码： 085401 ； 学位授权类别： 工程硕士

一、学科简介

密切结合上海海事大学的港口、航运行业特色，开展港口航运智能信息处理与水下机器

人、港口无线通信与测控技术、导航与图象处理、生物信号处理技术等研究。本学科设有应

用电子研究所、通信与测控工程技术研究所、水下机器人与智能系统实验室、图像与信号处

理实验室等研究性科研基地。

本学位点师资力量雄厚，现有教授、副教授 20余人，其中，上海市级人才 2名。近年

来主持或参与国家 863项目 3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6项、上海市科委、交通部科技专项课

题、上海市教委科技项目及企业委托项目近 80余项，科研经费接近 2000余万，其中纵向科

研经费达 500余万；近三年已获得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20余项；获上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发表 SCI、EI论文 100余篇。

本专业拥有两个上海市工程研究中心，与企业联合设有多个实习基地，并聘请企事业具

有丰富经验的高级专业人员，共同承担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工作。建立健全校内外双导师

制，以校内导师指导为主，校外导师参与实践过程、项目研究、课程与论文等多个环节的指

导工作。并在与企业的合作培养、专业实践和双导师负责制过程中形成了具体细致的实施办

法和规章制度。

二、培养目标

依托上海海事大学的特色，培养适应海事航运、物流、海洋等行业信息化发展需求的高

级通信工程领域专业技术人才。具体要求为：

1. 拥护党的基本路线，热爱祖国，具有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具有良好的

人文素养、高尚的职业道德和强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社会责任感。掌握熟悉行业领域相

关规范，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人才。

2. 依托上海国际航运中心的区域优势以及港航物流等企事业单位对通信人才的需求，

以实践研究和创新能力为导向，培养电子与通信产品开发、船舶通信、无线传感网络、港口

无线通信与测控技术、新一代海事星-地通信网络协同、面向海洋的新型分布式网络、自组

织网络、网络融合及宽带无线接入技术、现代移动通信系统、宽带无线传输与多址技术、海

事无线通信网络、遥测遥控及遥感图像识别与传输等方面基础理论和知识扎实、素质全面、

工程实践能力强的专业人才。

三、研究方向

研究方向名称 主 要 研 究 内 容

海洋物联网与遥

感成像

主要研究新一代海事星-地通信网络协同与智能导助航、新型海洋物联

网、航运安及全智能交通等关键技术，涉及海事智能信息感知及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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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导航与智能助航信息融合处理等关键技术，是当今 E-航海的基础

支撑技术之一。重点研究面向海洋的新型分布式网络、自组织网络、

全 IP网络、网络融合及宽带无线接入技术、移动通信系统、天线宽带

无线传输与多址技术及海事无线通信网络安全与可靠性，以及开展电

子海图系统应用、遥感图像处理、SAR图像处理、红外图像处理与目

标识别、复合海缆在线监测系统等科研工作等科研工作。

智能信息处理与

人工智能

主要研究基于人工智能的复杂系统状态监测与预测、模式识别、智能

信息融合、生物信息及智能感知的关键技术及其应用。涉及：仿生技

术关键问题的研究、脑机接口及脑电信号处理与分析、生物芯片基因

表达数据处理与分析、智能感知数据处理、视听觉及脑电信号的智能

感知技术研究以及交通安全中驾驶员疲劳检测技术等研究。该方向的

研究结合海事、海洋领域的各类需求，为海事信息系统发展、海洋领

域的开发应用提供重要的理论与技术支持。

四、学习年限与学分要求

学制 2 年，最长学习年限 5 年。研究生至少应修满 36 学分，其中课程学分不少于 27

学分，必修环节（实践和学术活动）8学分。原则上 1 学分 16 学时。

五、课程设置(硕士)

课程类别 课程代码 课 程 名 称 学时
学

分

开课

学期

开 课

单 位

公共学位课

（6学分）

20112033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理论与实践研究
32 2 一二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112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6 1 一 马克思主义学院

20032057 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 16 1 一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58 工程伦理 16 1 一 信息工程学院

23082998 英语（2选
1）

学术英语 16 1
一二 外国语学院

23082997 综合英语 16 1

基础学位课

（10 学分）

20032025 模式识别 32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02 学科研究前沿（必选） 32 2 一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01 矩阵分析与应用 48 3 一 信息工程学院

23102005 数理统计与随机过程 48 3 一 理学院

专业学位课

（8学分）

20032024 论文写作指导（必修） 16 1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26 现代信号处理 48 3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07 机器视觉及应用 32 2 一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34 自动驾驶与车用通信技术 32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专业选修课

（4学分）

20032004 现代通信理论 48 3 一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06 天线理论与工程设计 32 2 一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33 现代移动通信理论与实践 32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20032028 脑电信号分析与应用 32 2 二 信息工程学院

必修环节 学术活动与专题讨论会 6次 2 一二 信息工程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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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实践
6-12
个月

6 三四 信息工程学院

跨学科补修

备选课程

补修课 1：《数字信号处理》推荐学习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SEU-1001754347?from=searchPage&out

Vendor=zw_mooc_pcssjg_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程佩青，数字信号处理教程（第五版），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7.；吴镇扬，数字信号处理(第三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6.

补修课 2：《人工智能导论》推荐学习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ZJUT-1002694018?from=searchPage&ou

tVendor=zw_mooc_pcssjg_

王万良，《人工智能导论》（第 5 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23；贲可荣、张彦铎，

《人工智能》(第 3 版)，清华大学出版社出版，2018.

补修课 3：《通信原理》推荐学习网址：

https://www.icourse163.org/course/NUDT-316006?from=searchPage&outVen

dor=zw_mooc_pcssjg_

教材与主要参考资料：《通信原理》（第 7版），樊昌信，曹丽娜编著，国防工业

出版社，2012.；《通信原理与应用：基础理论部分》，曹志刚、宋铁成等编著，

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
其他要求

备注：公共英语免修（不免考）相关政策见《上海海事大学非英语专业研究生公共英语课程教

学管理规定》。

六、必修环节

1.学术活动与专题研讨会：2学分。研究生参加并开展学术活动，主要为听学术报告、

参加讨论班、作专题报告等形式。目的是开阔他们的视野，活跃他们的学术思想，使他们了

解学科最前沿的知识，增强他们的创新能力。硕士研究生在学期间至少需参加 6 次校内外学

术讲座或学术会议。由导师负责考核。

2.专业实践：6 学分。每位研究生都要接受校内导师和企业导师双方的指导，到企业参加 6-12

个月的实习实践，实行校内导师和企业导师“双导师制”的专业实践，参与解决企业中的实

际技术问题，熟悉行业领域的相关规范，锻炼他们能够在该领域某一方向具有一定独立担负

工程规划、设计、实施、研究、开发和管理等技术工作的能力以及独立工作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

七、科研和学位论文要求

研究生应积极参与学科竞赛和科研项目，要求掌握扎实的专业基础理论知识，具备一定

的独立从事科研工作的能力，具有严谨求实的科学态度和学风。成果要求参照最新的《上海

海事大学研究生学位学术成果授予要求》、《信息工程学院（含商船学院人工智能专业）关

于硕士研究生学位授予成果要求的补充规定》等文件执行。学位论文应选题清晰，具有一定

的创新性及学术水平，并严格按照《上海海事大学博士、硕士学位审核授予工作细则》有关

规定执行。

学位点负责人：孔薇 学院主管院长： 徐艳丽 分委员会主席：刘广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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