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2级085800能源动力硕士培养方案
所属院系 国际联合学院（海宁国际校区） 学位类别 专业学位 学制 2.5

最低总学分 24 公共学位课最低学分 7

专业课最低学分 16 专业学位课最低学分 9

培养目标及基本要求：

(一)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热爱祖国，品德良好；实事求是，学风严谨；掌握能源动力领域坚实的基础理论和
宽广的专业知识，熟练掌握一门外语，能运用先进的技术方法和手段解决本领域的实际工程问题，具有创新意识和一定的独立
从事能源动力相关领域的工程设计、工程实施、工程研究、工程开发和工程管理能力，具有良好的职业素养和国际视野的高层
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二)基本要求
1.品德素质：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及相关规章制度，坚持实事求是、严谨治学的学风，恪守学术道德，有社会责任感和团
队合作精神，身心健康。
2.知识结构：适应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掌握坚实宽广的能源动力领域基础理论知识、先进技术方法和现代技术手
段，熟悉本领域工程装置的设计、制造、运行、控制、试验研究的基础理论、工程技术、研究方法、管理方式和实务流程等。
3.基本能力：掌握科学研究的基本技巧和方法，能较熟练地阅读外文资料，具备开展实务研发、学术交流和及时了解能源动力
职业领域最新技术发展动态的能力，通过参与实践教学，积累一定的实践经验，能独立承担某一特定职业领域的专业技术或管
理工作。

培养方向：

数字化能源，

读书(学术、实践)报告：

至少公开在学科或学院的学术论坛做学术或实践报告1次，或参加国际或全国会议作口头学术报告1次，在第5学期初完成，在
研究生教育信息管理系统中递交。完成计2学分。

校企导师组指导：

开题报告：

研究生应就学位论文选题意义、国内外研究综述、主要研究内容和研究方案等作出论证，撰写《浙江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
报告》，并在所属学科范围内公开报告，由以研究生导师及导师团队成员为主体组成的考核小组（至少 3 名）评审。经评审
通过的《浙江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应上传至研究生教育管理信息系统，并以书面形式提交学院研究生教育办公室
存档备案。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开题报告一般应在入学后第3学期末前完成。

中期考核(检查)：

中期考核与开题报告同期进行。硕士生在管理系统中填写中期检查有关信息，并上载中期小结。

预答辩(预审)：

研究生通过学位论文预答辩（预审）后，方可申请学位论文正式评阅。研究生应于学位论文正式答辩前 1.5 个月左右提出预
答辩（预审）申请。 预答辩（预审）应在所属学科范围内公开进行，并由以研究生导师及导师团队成员为主体组成的考核小
组（至少 3 名）评审。通过预答辩（预审）的研究生应将《浙江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预答辩（预审）申请表》上传至研究生
教育管理信息系统，并以书面形式提交学院研究生教育办公室存档备案。

毕业和授予学位标准：

一. 修完必修课程且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最低课程学分要求。 
二. 完成所有培养过程环节考核并达到相关要求。 
三.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并达到学校规定的关于工程硕士毕业和学位授予的相关要求。专业学位硕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须
有一位来自相关行业实践领域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专家（联合导师除外）。 
四. 创新成果要求：申请能源动力类别工程硕士研究生学位的，应当在专业领域具有先进性与实用性，并取得创新性研究成果
。成果应与学位论文内容相关，以浙江大学硕士研究生身份署名，并在攻读学位期间取得。详见《浙江大学工程类专业学位研
究生学位申请实施细则（试行）》（浙大研院发〔 2021〕 32 号）。



一. 修完必修课程且达到本专业培养方案最低课程学分要求。 
二. 完成所有培养过程环节考核并达到相关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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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保证体系：

制定开题报告、中期考核、论文答辩与学位申请基本流程等管理和实施细则，规范研究生培养过程；通过求是高峰论坛、学术
沙龙等平台项目，营造学术创新氛围；鼓励研究生积极开展国际合作和学术交流，造就与培养目标吻合的合格人才。具体管理

备注：

总学分≥34学分，其中课程学分≥24学分，读书报告2学分，实践环节8学分。课程学分：公共学位课7学分，公共素质课1学
分，经导师同意修读本培养方案专业学位课9学分、专业选修课7学分，学位课程超过9学分部分可以按专业选修课计学分。

平台课程

必修/选修 课程性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备注

必修 公共选修课 0000999
公共素质类课程至少1门(具
体课程详见清单,个人学习计
划制定时勿以具体课程替代)

1 16
春、夏、秋
、冬

 

必修 公共学位课 0420002 自然辩证法概论 1 24
春、夏、秋
、冬

 

必修 公共学位课 0440001 工程伦理 2 32
春、夏、秋
、冬

 

必修 公共学位课 0500008 研究生英语基础技能 1 0
春、夏、秋
、冬

 

必修 公共学位课 0500009 研究生英语能力提升 1 32
春、夏、秋
、冬

 

必修 公共学位课 3320002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
论与实践

2 32
春、夏、秋
、冬

 

方向课程

数字化能源

研究内容：

数字化能源

必修/选修 课程性质 课程编号 课程名称 学分 总学时 开课学期 备注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023078
功率半导体器件及其应用设
计

1 16 秋、冬  

选修 专业选修课 1023105
电动汽车和混合动力汽车系
统

1 16 秋  

选修 专业选修课 7121016 可持续城市系统 2 32 秋冬  



必修 专业学位课 7121029 动力与电气工程前沿技术 2 32 春夏、秋冬  

选修 专业学位课 7122006 现代控制理论 3 48 秋冬  

必修 专业学位课 7122010 科学研究与写作指导 1 16 秋冬  

选修 专业选修课 7122012 优化原理与方法 2 32 春夏  

选修 专业选修课 7122013 人工智能理论和高级应用 3 48 春夏、秋冬  

选修 专业学位课 7122014 微纳传热与传质学 3 48 春夏、秋冬  

选修 专业学位课 7122015 数值流动与传热 3 48 春夏、秋冬  

选修 专业选修课 7122016 现代电力系统分析 3 48 春夏、秋冬  

选修 专业选修课 7122017 现代电力电子电路 3 48 春夏、秋冬  

选修 专业选修课 7123015 能量转换系统 3 48 秋冬  

选修 专业选修课 7123016 纳米能源运输 3 48 春夏  

选修 专业选修课 7123020 先进半导体与器件理论 3 48 春夏  

选修 专业选修课 7123078 新能源发电--系统与控制 2 32 春夏、秋冬  

选修 专业选修课 7124007 高级机器人技术 3 48 春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