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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工程专业发展与交通发展 
李之红  齐悦  杨静  臧金蕊 

（北京建筑大学  土木与交通工程学院  北京  100044） 

摘要：新时代人工智能、大数据、无人驾驶、车路协同等热门技术对交通工程专业的人才需求提出了重要的挑战与机遇，传统

的交通专业人才培养体系很难跟上新技术发展的步伐。为了寻求更好的人才培养体系，本文探索了交通工程专业与交通发展的内在

联系，通过剖析北京建筑大学交通工程专业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专业人才培养与行业发展的相关建议，以更好的提

高学生创新实践能力，增强学生对交通行业发展方向的认识，最终培养出优秀的实践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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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opular technologies in the new era，such a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big data，driverless driving，

and vehicle road coordination，pose important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the demand for talents in 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 The traditional training system for transportation professionals is difficult to keep pac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new technologies. In order to seek a better talent training system，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raffic engineering specialty and the traffic development. By analyzing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training process of the traffic engineering specialty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Architecture and Construction，

it puts forward relevant suggestions on the training of professional talen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dustry，

so as to better improve the students' innovation and practice ability，enhance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traffic industry，and finally cultivate excellent practical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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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本科生的培养是当前教育部和高校逐渐关注的重要问题，培养

和教学质量对于高校教育水平和行业发展的作用更加凸显。面对近

些年部分高校重视博士生培养，而轻视硕士尤其是本科生培养的现

实，教育部和高校对本科生培养的各个环节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布局。

省部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和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评选的环节

就是重要的体现。随着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审批的结束，如何

建设国家一流本科专业是成功获批的高校和相关部门共同面对的重

要研究课题。 

一、交通工程专业发展方向及存在的问题 

（一）目标与特色 

北京建筑大学交通工程专业是从传统的道桥专业发展而来，主

要面向道路交通，尤其是以城市交通为主。在经过工程教育认证和

国家一流专业点建设过程的梳理后，本校的交通工程专业，以面向

交通强国战略，服务首都交通发展需求，聚焦智能交通、交通枢纽

规划设计和绿色出行等特色方向，目标是培养城市交通建设与管理

一线具有高素质、厚基础、强实践、开阔国际视野的创新实践型高

级技术与管理人才。 

本专业培养适应国家现代化建设和社会多层次需求的，德智体

美全面发展，掌握和运用交通工程的基本理论、基本技能和一定的

社会、经济、人文科学等基础知识，富有良好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

社会责任感、工程职业道德，具有合作交流能力、学习实践能力和

创新精神，具备交通规划、道路与交通工程设计、交通管理、交通

工程施工、项目管理等方面的能力，可在交通运输管理、交通规划

与设计、交通管理、公共交通、城市规划与建设、智能交通等单位

工作的复合型专门人才。 

本专业学生毕业后 5 年左右在社会与专业领域的预期目标为： 

1 能应用专业技术及数学、自然科学、管理科学等知识解决交

通系统复杂工程问题，具有将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知识和精神融入

专业技术工作的素质和能力； 

2 能够利用现代工具设计针对复杂交通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

并能够在设计环节中体现创新意识，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

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 

3 具备较丰富的工程经验，深刻了解所属工程部门管理体系、

质量标准以及相关法规、政策，能够在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工程

职业道德和规范，能承担交通工程复杂问题研究，道路交通规划与

设计、交通工程管理等工作； 

4 具备参与、组织和管理工作团队及有效沟通的能力，能够正

确认识项目团队中的角色定位，组织制定并有效实施工作计划； 

5 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意识，了解所在领域国内外前沿发

展现状和趋势，能应对科技发展挑战，掌握新兴技术，实施技术创

新，具备可持续发展理念和国际化视野。 

其特色优势主要聚焦在四个方面，（1）底蕴深厚：依托交通土

建优势，服务首都 70 余年道路与交通发展，道路建设技术与交通工

程科学融合。（2）方向聚焦：突出智慧交通管理、道路交通设计、

绿色出行规划设计、老旧城区交通提升等特色。（3）培养精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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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专家深度参与人才培养，实施全程导师制、小班研讨式教学和国

际训练营等精细化培养举措。（4）质量卓越：毕业生实现高质量就

业，行业高度认可，就业高度契合。本文根据本专业的特色，以韧

性城市建设为契机，面向“新工科”和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的需求，

对标国际化教育认证指标，对交通工程专业的课程体系进行教学改

革研究，探索韧性城市理念与交通专业人才实践相结合的专业课程

建设新途径。 

（二）实践能力的培养 

结合本专业的目标与特色，围绕城市交通和教执委关于交通工

程专业的基本要求，我们制定了完善的培养方案和理论实践教学体

系。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都更注重与交通行业发展相适应，为了能

够更好的提高学生对新技术和新方法的掌握和应用，我们加开了人

工智能和大数据等相关课程，如：深度学习与交通检测，、交通数据

及应用、交通与碳排放、智慧停车等课程。 

交通工程实践教学是交通工程专业整个大学教育过程中非常重

要的环节。在围绕我校目标，建设国内一流、国际知名、具有鲜明

建筑特色的高水平、开放式、创新型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的基础上，

构建层次清晰、目标明确、特色鲜明的本科人才培养体系。建立了

符合“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的教育标准的实践教学体系，提高技能

型人才的培养质量能力，提高学生团队意识和协作能力，提高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培养服务于城市建设的复合型人才。本专

业工程实践与毕业设计课程学分占总学分的 20.13%。毕业设计（论

文）选题结合本专业的工程实际问题，培养了学生的工程意识、协

作精神以及综合应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培养了学生的工程意

识、协作精神以及综合应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为进一步提高所有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学校引导学生积极参

加各类科技创新活动、交通科技大赛及大学生创新训练项目，所有

学生均可根据自己兴趣爱好自主选择参加。实践环节均有规范的教

学文件，包括教学管理规定/规范、设计指导书、实习指导书等。这

些环节为所有学生提供实习、实训和参与实际工程项目的机会，使

学生在实验技能、工程意识和科技创新能力等方面得到锻炼。同时，

各种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为本专业培养高级工程技术人才提供

有力保障。 

（三）存在问题 

结合当前交通行业发展和专业发展方向，交通工程专业人才培

养体系尚存在一些问题，主要体现在理论课程体系如何避免与行业

脱节、实践教学体系的优化机制等方面。 

（1）交通工程专业理论课程与行业需求 

专业的基本课程体系都是成熟已久的内容和方法，在交通快速发

展的背景下，很多应用的更新与课本知识间并不完全一致，与行业脱

节是高校普遍面临的问题。基于此，各大高校纷纷开设了一些交叉学

科的课程，但是传统课程体系及学分与交叉课程的学分比例关系如何

更好的平衡仍然是一个重要问题，毕竟总体的学分有限定的。 

（2）实践教学体系缺乏自我学习和优化机制 

实践教学各个环节基本形成了一整套的体系，尤其是各门课程

实践内容相对完备，在开展过程中有明确的任务安排和执行机制保

障。然而随着“交通强国”和“韧性城市”战略的提出，交通领域

面临了诸多新思想、新技术和新方向，对学生知识和技能也提出了

新要求，更多的是对学生的复合型技能的要求更强烈。如相关单位

对交通工程专业人才的编程能力、大数据分析技巧和地理信息系统

的应用能力有更多的要求，交叉复合型人才需求高。 

（3）课程设计知识与单位实践脱节 

专业课程的课程设计是专业知识巩固的关键环节，但是由于很

多教师参与的工程实践项目少，所以在课程讲授及课程实践环节，

没有能力提供真实的工程案例和相关数据，这就导致了课程实践与

工程脱节的现象。同时由于课程设计时间短，指导教师本身没有年

年更新设计材料的积极性。 

二、交通工程专业人才培养与交通发展匹配的建议 

（1）贯彻工程教育认证与国家一流专业建设要求，落实专业人

才培养定位 

紧紧围绕工程教育认证和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要求，坚持

OBE 导向，全面落实“以人为本，四个回归”举措有力的导向，推

进交通工程专业建设，完善协同育人机制，结合既有的课程体系落

实交通工程专业人才培养定位。专业定位突出城市交通枢纽、慢行

交通、绿色交通、智能交通等方向，凸显北京建筑大学交通工程专

业在首都经济圈内的特色和定位。 

（2）立足服务首都交通发展，专业结构进一步改善 

首都交通的发展对于京津冀交通一体化至关重要，也是首都韧

性城市的建设的关键一环，建筑大学交通工程专业的发展离不开区

域特色，快捷、智慧、韧性等指标同样是北京交通发展的主要方向，

专业课程结构围绕这些要点进行改革。 

（3）实施交叉引领，设立特色应用型课程 

交通发展离不开多学科多专业的共同支持，交通工程专业人才

培养同样离不开交叉学科背景，在人才培养和教学环节，突出交叉

引领，设立特色的课程和以人工智能为基础的应用型课程，让学生

更早的具备交叉学科能力，更好的为新基建下的交通研究和应用机

构服务。 

（4）推行多元化的课程考核和评价体系 

交通工程专业是偏向应用的专业，对于课程体系进行严格分类

研究，优化考核方式和方法，及时弥补不足之处。然后开展有针对

性的考核体系。在课程评价过程中实施多元评价主体，如增加学生

互评环节，促进学生在学习中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结语 

为满足“交通强国”和“韧性城市”国家战略的人才需求，同

时与“新工科”建设与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对课程教学的要求，本文

对交通工程专业的人才培养体系、内容和方法进行了探索。分析了

专业发展和交通发展间的关系，通过剖析当前的现状及存在的主要

问题，将交通发展新方法、新理念和新技术融入到专业课程实践体

系的构建、课程本身实践内容的完善、创新实践环节的韧性提升中。

本研究提出的策略具有较好的推广价值，为专业人才培养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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