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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智能制造需求的辽宁省工业工程专业评价指标体系研究 
郭  伏 1  金海哲 1 

（东北大学工商管理学院， 辽宁沈阳  110819） 

摘要：本论文在我国专业评估的大背景下，探讨如何建立考虑地域特色的省级专业评价指标体系。本论文以辽宁省内高校工业

工程专业建设为服务对象，结合辽宁省工业工程专业的设置特点以及各院校的实际情况，在 2014 年辽宁省工业工程专业评价指标体

系的基础上充分考虑近几年辽宁省工业工程类专业的社会新需求与新动向-尤其是智能制造需求，并结合国家工业工程类教学指导

委员会的专业建设要求，科学、全面、有效地优化工业工程类专业评估指标体系，以保证对各校工业工程专业建设水平进行准确评

价，找出优点与不足，为各院校工业工程专业建设与发展提供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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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中国制造 2025 规划明确了我国制造业未来发展方向，智能

制造是未来东北制造业发展的必然趋势。工业工程学科主要服

务于制造业，为制造企业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因此，在工

业工程培养目标及培养方案制定中要充分体现东北装备制造产

业及智能制造对专业人才的需求。从本科专业评估体系来看，

教育部有本科教学评估体系，但与专业评估指标体系要求有些

差别，辽宁省教育厅已经开展了一些本科专业的评估工作，各

相关教学指导委员会制定了各自专业的评价指标体系和评分标

准，但当时的制定过程中未能深层次结合辽宁省工业工程类人

才的社会需求与社会动向，尤其是近几年国家对东北老工业基

地的新定位与新发展需求以及装备制造业与智能制造的需求。

此外，从省级角度对工业工程类专业的指标体系建设中其他省

份相关资料较少，工业工程专业评估体系基本没有，国家教学

指导委员会对具体的指标体系也未全面公布，也没有建立工业

工程专业评估体系。因此，研究工作具有一定的前沿性、创新

性与难度。 

本科专业评估最重要的是要保证评估的客观性和有效性，

从哪些方面进行评估，评估的标准如何制定是评估面临的首要

问题。专业评价指标体系及评分标准的建立对专业评估及专业

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结合省内各高校办学层次及工业

工程专业特点，建立适应各办学层次的工业工程类专业评价指

标体系，是专业评估之前必须完成的工作；另一方面，评估指

标体系将为各高校的工业工程专业建设起到导向性作用。基于

指标体系，各校工业工程专业可看到自我专业的优势以及不足

之处，并对不足之处进行改进，提升我省工业工程专业的建设

水平。此外，还可满足装备制造产业智能制造对工业工程人才

的需求。 

2. 研究目标 

本论文的研究目标为结合辽宁省工业工程专业的设置特点

以及各院校的实际情况，在 2014 年建立的辽宁省工业工程类专

业评价体系的基础上，科学、全面、有效地优化工业工程专业

评估指标体系并充分考虑东北装备制造产业及智能制造的需

求，以保证对各校工业工程专业建设水平进行准确评价，找出

优点与不足，为各院校工业工程专业建设与发展提供方向。 

3. 研究方法 

本论文的主要研究方法如下： 

1）问卷调查方法。对省内高校工业工程专业建设情况进行

问卷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掌握专业建设现状信息。 

2）会议讨论方法。在指标体系的建立过程中，将组织教学

指标委员会委员及相关专家，通过会议方式研究指标体系建立

和修改。 

3）比较研究方法。借鉴省内外以及国内外的工业工程专业

建设与发展经验，并与省内其他专业评估指标体系相比较，研

究适合工业工程专业的评估体系。 

4）专家咨询方法。就某些特定指标及评价标准，请教有经

验的其他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负责人，寻求有效的解决问题的

方法。 

4. 研究结果 

针对上述的研究目标结合相关研究方法，本论文提出如下

的研究结果： 

4.1 专业评估指标体系中观测点的优化 

观测点作为三级指标，起着对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的解释

以及评价的作用。在通用指标中，一级指标以及二级指标的涵

盖范围较广，起到确定评价对象与方向的作用，因此在各专业

对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的修改情况较少。三级指标即观测点，

是可以体现各专业特点的部分，要在一级指标和二级指标的指

导下，结合工业工程的特点，对其进行有效的修订与优化。例

如，在观测点中增加东北老工业基地的产业特点，体现服务于

老工业基地的评价内容，加入考虑东北装备制造产业及智能制

造的需求等。 

4.2  专业评估指标体系中指标的优化  

①工业工程专业教材等级的再认定 

教材是教学的基础，也是学生学习的基本材料。好教材的

出版，可间接说明该专业对教学的投入情况。对工业工程专业

类教材，从国家规划、省部级规划或从出版社的角度进行评价

是非常必要且重要的。本部分研究了如何对出版的教材进行再

认定与再评价，并给出评价等级，对今后各个院校出版教材给

予参考性作用。尤其是针对国家级规划教材的建设，给予了较

高的评价。 

②工业工程专业学术论文期刊的再分类 

对于大学，教学与科研是两个主要的支撑部分。教学与科

研起着互补的作用，因此对科研的评价也不可缺少。作为某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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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科研情况的评价，需对发表的学术论文进行评价。本部分

对工业工程专业学术论文期刊进行了再分类，为评价以及今后

期刊论文的发表起到参考性作用，使各院校的科研更上一层台

阶。尤其是对国内外影响因子较高的、具有专业代表性的期刊

论文给予了较高的评价。 

③工业工程专业科研项目的再认定 

学术论文可认为是科研情况的结果，科研项目可以认为是

科研情况的过程。科研项目有国家级项目（如科技部项目、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等）、国防与军队重要

科研项目、部委级项目、省级项目、企业项目（横向课题）等。

本部分更加合理地权衡各项目的重要度，并建立了一套完善的

指标体系。 

④ 在校学生创新活动的再界定  

创新能力，作为目前大学生培养的重要部分之一，对其进

行客观有效的评价起着重要的作用。本部分调查了大学生在校

的创新活动的类别与形式，对在校大学生的创新活动进行了客

观的再界定。 

4.3 定性指标评分标准的优化  

有效的指标体系，不仅在指标的建立上有效，还要能有效

地进行评价。指标体系中的指标可以分为定量指标与定性指标。

其中，定量指标可对其量进行准确的评价与打分，但定性指标

则需要专家基于指标内容以及打分方法进行主观的给分。为了

能让专家对定性指标进行更加有效的打分，对以往的定性指标

评分标准进行了优化。 

5. 结论 

本论文为了在科学、全面、有效地优化工业工程专业评估

指标体系并充分考虑东北装备制造产业及智能制造的需求，针

对以往的评价指标体系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并给出了具体的优

化方案。本研究的工业工程专业评估指标体系及评价标准的优

化，是在中国制造 2025 的背景下考虑东北装备制造产业及智能

制造的需求，迎合了国家制造业发展战略需求与东北地域经济

发展需求，在研究视角与内容上具有创新性。此外，通用指标

体系中，对期刊论文、科研项目、教材等指标不分等级，以数

量为主。本项目结合专业特点，考虑到指标的先进性，将对上

述部分进行等级分类，对各院校今后的专业建设起到实质性的

导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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