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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与通信工程领域工程硕士专业学位基本要求 

 

第一部分  概况 

 

电子与通信工程领域的工程硕士专业学位是与本工程领域任职

资格相联系的专业性学位。学位获得者应成为基础扎实、素质全面、

工程实践能力强并具有一定创新能力的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工程技

术和工程管理人才。 

电子与通信工程领域是电子技术、信息与通信技术相结合的工程

领域。电子技术利用微波、物理电子、光电子、微纳电子、电路等基

础理论研究电子元器件、集成电路以及电子系统的设计和制造等理论

与工程技术问题；信息与通信技术利用信息理论、通信理论、传输与

交换理论及信号处理理论研究信号检测、信息获取、信息传输、信息

交换、信息处理与应用、通信与网络系统的设计和制造等理论与工程

技术问题。  

电子与通信工程领域覆盖半导体与集成电路、固体电子器件、电

真空器件、微波器件、电子材料与微纳米材料、消费类电子、电子仪

器与设备、通信与网络、广播电视、信息安全与对抗、导航与定位、

雷达与声纳，遥感与遥测等行业。 

由于新型电磁材料、集成电路新技术、光量子与纳米新技术的不

断涌现，电路集成度按摩尔定律的持续、高速提升，大大推动了电子

与通信技术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微机电系统（MEMS）和微纳结构器

件的发展，以及光电子器件与芯片制造技术功能和规模的革命性进

展，又一次推动了新的技术革命。电子与通信技术正在向高速化、绿

色化、集成化、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多媒体化、个性化等方向

发展。电子与通信技术将渗透到其他传统及新兴技术领域，并促进这

些技术的发展。微电子技术、软件技术、计算机技术、通信技术、广

播电视技术等多专业技术相互结合、互为支撑的趋势日渐明显；集成

电路、整机、系统之间的界限日渐模糊；电信网、电视网、互联网的

信息化功能日趋统一；同时更加注重电子通信技术与生物、纳米、认

知等新兴技术的紧密联系和交叉融合，成为发展交叉学科与汇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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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纽带。 

第二部分  硕士专业学位基本要求 

 

一、获本专业学位应具备的基本素质 

具有科学严谨和求真务实的学习态度和工作作风，遵纪守法，诚

实守信，恪守学术规范，尊重他人的知识产权，拒绝抄袭与剽窃、伪

造与篡改等学术不端行为。 

掌握电子与通信工程领域的基础理论、先进方法和现代技术手

段，了解本领域的技术现状和发展趋势，在本领域的某一方向具有独

立从事工程设计与运行、分析与集成、研究与开发、管理与决策等能

力。能够胜任电子与通信工程领域高层次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工作。 

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强烈的事业心和科学精神、掌握科学的

思想和方法，坚持实事求是、严谨勤奋、勇于创新，能够正确对待成

败与挫折，恪守职业道德和工程伦理。 

具有良好的身心素质和环境适应能力，富有合作精神，能正确处

理国家、集体、个人三者之间的关系，崇尚人、社会、自然和谐发展。 

二、获本专业学位应掌握的基本知识 

基本知识包括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涵盖本领域任职资格涉及的

主要知识点。 

1. 基础知识 

掌握扎实的基础知识，包括可选的高等代数、矩阵理论、随机过

程、排队论、计算方法、数学物理方程、数值分析、优化方法等数理

知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究、自然辩证法、信息检索、

知识产权、外国语、管理学、法律法规等人文社科知识。 

2. 专业知识 

掌握系统的专业基础知识，包括半导体器件物理、固体电子学、

半导体管电子学、电路分析、信号与系统、电磁场与电磁波、信息论、

信号处理、通信原理、信号检测与估计、通信网理论等。 

结合学位获得者的工程研究与实践方向及本领域的任职资格要

求，本领域专业学位获得者可选的专业知识包括：高等电磁场理论、

电磁兼容理论、电波传播与天线、微波技术、微波电路理论、导波原



3 
 

理与方法、导波光学、光子学、光子器件与工艺、集成电路设计基础、

电路的优化设计、电子设计自动化、VLSI 系统设计基础、SoC 设计方

法、现代电子测量技术、电子信息材料与技术、显示技术、液晶物理、

液晶化学与材料、现代材料分析技术、无线通信、移动通信、移动互

联网、卫星通信、光子交换与全光通信、量子通信、无线电导航理论

与技术、雷达理论、雷达系统、电子对抗原理、数字图像处理、数字

视频技术、语音处理、网络体系与协议及交换技术、大数据与应用、

信息安全理论与技术、海洋环境传播理论等。 

随着领域外延的进一步扩大，本领域工程硕士专业学位获得者还

可以根据自身的特点，从其他领域获取所需的专业基础知识。 

三、 获本专业学位应接受的实践训练 

通过实践环节应达到：基本熟悉本行业工作流程和相关职业及技

术规范，培养工程实践及技术研发与创新能力。  

实践形式可多样化，实践时间不少于半年，实践环节包括课程实

验、企业实践、课题研发等形式，实践内容可根据不同的实践形式由

校内导师或校内及企业导师协商决定，所完成的实践类学分应占总学

分的20%左右，实践成果直接服务于实践单位的技术开发、技术改造

和高效生产，所提交的实践总结具有一定的深度和独到的见解。 

四、获本专业学位应具备的基本能力 

1. 获取知识能力 

能够通过阅读、检索、学术交流等可能的途径及时获取自己所需

的知识，了解本领域的动态和热点，具备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能力。 

2. 应用知识能力 

能够综合运用所学的知识，发现电子与通信工程领域的工程项

目、规划、研究、设计与开发、组织与实施等实践活动中的实际问题，

提出相应的解决方案，并亲身参与方案实施；能够在工程技术发展中

开展创新试验、创新研究和创新开发。  

3. 组织协调能力 

具有良好的组织、协调、联络、技术洽谈和交流能力；能够在团

队合作中发挥积极作用，并能高效地组织工程项目实施和科技项目开

发，解决项目实施或开发过程中所遇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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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学位论文基本要求 

1. 选题要求 

选题直接来源于生产实际或具有明确的工程背景，要具有一定的

理论深度和先进性，拟解决的问题要有一定的技术难度和工作量，其

研究成果要有实际应用价值和较好的推广价值。选题范围涵盖以下方

面： 

（1）技术攻关、技术改造、技术推广与应用； 

（2）新工艺、新材料、新产品、新设备的研制与开发； 

（3）引进、消化、吸收和应用国外先进技术项目； 

（4）一个较为完整的工程技术项目或工程管理项目的规划或研

究； 

（5）工程设计与实施； 

（6）实验方法研究和实验开发； 

（7）技术标准制定； 

（8）其他。 

2. 形式及内容要求 

可以是研究类学位论文，如应用研究论文；也可以是设计类和产

品开发类论文，如产品研发、工程设计等；还可以是软科学论文，如

调查研究报告、工程管理论文等。  

应用研究：是指直接来源于电子与通信工程实际问题或具有明确

的电子与通信工程应用背景，综合运用基础理论与专业知识、科学方

法和技术手段开展应用性研究。论文内容包括绪论、研究与分析、应

用和检验及总结等部分。 

产品研发：是指来源于电子与通信领域生产实际的新产品研发、

关键部件研发、以及对国内外先进产品的引进消化再研发，包括了各

种软、硬件产品的研发。论文内容包括绪论、需求分析、方案设计、

关键技术研发及理论依据、实施与性能测试、总结分析等部分。 

工程设计：是指综合运用电子与通信工程理论、科学方法、专业

知识与技术手段、技术经济、人文和环保知识，对具有较高技术含量

的工程项目、大型设备、装备及其工艺等问题从事的设计。设计方案

科学合理、数据准确，符合国家、行业标准和规范，同时符合技术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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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环保和法律要求；论文内容包括绪论、设计报告、总结及必要的

附件；可以是工程图纸、工程技术方案、工艺方案等，可以用文字、

图纸、表格、模型等表述。 

工程/项目管理：项目管理是指电子与通信工程领域一次性大型

复杂工程任务的管理，研究的问题可以涉及项目生命周期的各个阶段

或者项目管理的各个方面。工程管理是指以电子与通信工程技术为基

础的工程任务的管理，可以研究工程的各职能管理问题，也可以涉及

工程各方面的技术管理问题。要求收集的数据可靠、充分，理论建模

和分析方法科学正确，对研究结果进行案例分析，对解决方案进行验

证或进行有效性和可行性分析。论文内容包括绪论、理论方法综述、

解决方案设计、案例分析或有效性分析及总结等部分。 

调研报告：是指对电子与通信及相关领域的工程和技术命题进行

调研，通过调研发现本质，找出规律，给出结论，并针对存在或可能

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或解决方案。报告内容包括绪论、调研方法、资

料和数据分析、对策或建议及总结等部分。既要对被调研对象的国内

外现状及发展趋势进行分析，又要调研该命题的内在因素及外在因

素，并对其进行深入剖析。 

3.规范要求 

条理清楚，用词准确，表述规范。学位论文一般由以下几个部分

组成：封面、独创性声明、学位论文版权使用授权书、摘要（中、外

文）、关键词、论文目录、正文、参考文献、发表文章和申请专利目

录、致谢和必要的附录等。 

4. 水平要求 

（1）学位论文工作有一定的技术深度，论文成果具有一定的先

进性和实用性； 

（2） 学位论文工作应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论文工作量饱满； 

（3）学位论文中的文献综述应对选题所涉及的工程技术问题或

研究课题的国内外状况有清晰的描述与分析； 

（4）学位论文的正文应综合应用基础理论、科学方法、专业知

识和技术手段对所解决的科研问题或工程实际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并

能在某些方面提出独立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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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学位论文撰写要求概念清晰，逻辑严谨，结构合理，层次

分明，文字通畅，图表清晰，数据可靠，计算正确。 

（6）通过学位论文研究及其所开展的科研、技术开发或改造、

工程或项目管理等活动，对相对独立完成的课题或取得的阶段性成果

进行总结，鼓励发表一定数量和质量的学术论文、申请发明专利等具

有一定创新性的成果。  

 

第三部分  编写成员 

 

万建伟  国防科技大学 

李广军  电子科技大学 

刘发林  中国科技大学 

刘文予  华中科技大学 

苏东林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张思东  北方交通大学 

陈晓曙  东南大学 

罗淑云  清华大学 

姚若河  华南理工大学 

徐昌庆  上海交通大学 

徐  文  浙江大学 

殷勤业  西安交通大学 

姬红兵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曾孝平  重庆大学 

曾志民  北京邮电大学 

廖  云  电子科技大学 

熊彩东 电子科技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