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Á5��为开展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评估（认证）工作（简称专业

评估），设立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高等教育土木工程专业评估委员会（以

下简称评估委员会)。 

ÁC��开展土木工程专业评估的目的是加强国家和行业主管部门对

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教育的宏观指导和管理，保证和提高土木工程

专业的教育质量， 更好地贯彻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针， 

使我国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毕业生符合国家规定的申请参加注册

工程师考试的教育标准，为与其它国家和地区相互承认同类专业的学

历创造条件。 

Á7��评估委员会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以下简称

住房城乡建设部） 授权的组织实施普通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教育

评估工作的专家机构。在全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体系内开展土木工程

专业评估（认证）工作，接受住房城乡建设部、教育部、全国工程教

育专业认证专家机构的业务指导，与高等学校土木工程学科专业指导

委员会、相关专业注册工程师管理委员会协同工作。 

ÁX��评估委员会的主要工作是客观、公正和科学地评价受评学校

土木工程专业的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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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土木工程专业教育的发展。 

ÁC¿��ÇÈ� �

Á'��评估委员会委员由高等学校土木工程学科专业指导委员会、

中国土木工程学会以及相关专业注册工程师管理委员会协商推荐，由

住房城乡建设部聘任。 

Á:� 评估委员会一般由31133名成员组成，其中国家住房城乡建

设及教育主管部门2名，中国土木工程学会1名，高校土木工程教育专

家14115名，工程技术专家14115名。 

Á6� 评估委员会设主任委员1名，副主任委员314名，秘书长1名。 

主任委员负责评估委员会的全面工作。 

Á8��评估委员会每届任期四年，委员连任一般不超过两届。委员

因故不能履行职责时，按本章程第五条进行增补。 

Á"��评估委员会可根据需要聘请委员会以外的土木工程专业教育

界、工程界专家参加视察、监督、指导、咨询等专项工作，也可邀请

国外教育界或工程界专家观摩评估活动。受聘请人员没有表决权。 

ÁF��评估委员会最终决策权归委员会全体会议。 

ÁF5��评估委员会常设办事机构为评估委员会秘书处，秘书长负

责秘书处日常工作。 

ÁFC��评估委员会经费主要来自住房城乡建设部的补助和社会各

界的赞助。评估经费的开支办法由评估委员会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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ÁF7��评估委员会负责对申请土木工程专业评估（认证）的高校

进行咨询和指导，对评估通过的院系在有效期内的状态保持和持续改

进情况进行监督。 

ÁFX��评估工作包括审查申请资格、审阅自评报告、组织和派遣

视察小组、审阅视察报告、做出评估结论、颁发证书。 

ÁF'��评估委员会主要开展以下业务活动：组织开展高校土木工

程专业评估（认证），开展与专业评估相关的研究、咨询、指导和服

务工作，研制、修订评估标准及相关文件，开展专业评估国际交流与

合作等。 

ÁF:��评估工作的程序包括三个阶段： 

   （一）申请与审核。评估委员会在规定时间内对提出的申请进行 

审查，做出受理或拒绝受理的决定。 

   （二）自评与审核。申请评估（认证）的学校按照评估文件组织 

自评并撰写和提交自评报告。 评估委员会对受理申请的高等学校所

递交的自评报告进行审阅，制定评估工作计划和日程安排，派遣视察

小组，评价视察报告，最后做出评估结论。 

   （三）申诉与复议。被评估的高等学校对评估委员会的评估结论

持有不同意见时，可以提出申诉；评估委员会在接到申诉文件后， 应

将情况报住房城乡建设部，由住房城乡建设部做出复议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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ÁF6��评估委员会每年召开一次年会，其它会议根据需要安排。 

ÁF8��评估委员会做出的任何决议必须在有不少于三分之二委员

出席的委员会会议上、 得到不少于全体委员人数的二分之一及以上

的委员赞成时方为有效。 

ÁF"��评估委员会应根据土木工程专业教育要求和相关注册工程

师资格标准制定有关评估标准、评估程序与方法、评估视察工作指南

及有关评估工作的细则等评估文件，总结专业评估工作，对评估文件

提出修订意见。 

ÁCF��对本章程条款的增添、修正和废除，均须经评估委员会讨

论通过，并报住房城乡建设部批准后实施。 

Á'¿��ù�D�

ÁCF5��本章程的解释权归住房©城乡建设部高等教育土木工程

专业评估委员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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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专业评估（认证）标准由全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通用标

准和本专业补充标准两部分组成。�

��ð¶£@�

� ��iµ�

1.1.1 具有吸引优秀生源的制度和措施。 

1.1.2 具有完善的学生学习指导、职业规划、就业指导、心理辅导

等方面的措施并能够很好地执行落实。 

1.1.3 对学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的表现进行跟踪与评估，并通过

形成性评价保证学生毕业时达到毕业要求。 

1.1.4 有明确的规定和相应认定过程，认可转专业、转学学生的原

有学分。 

� ��`=¹£ 

1.2.1 有公开的、符合学校定位的、适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培养

目标。 

1.2.2 培养目标能反映学生毕业后5年左右在社会与专业领域预期

能够取得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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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定期评价培养目标的合理性并根据评价结果对培养目标进

行修订，评价与修订过程有行业或企业专家参与。 

� ��ª�Õ«�

必须有明确、公开的毕业要求, 毕业要求应能支撑培养目标的达

成，并完全覆盖以下内容： 

1.3.1 工程知识：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用

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 

1.3.2 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

识别、表达、并通过文献研究分析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结论。 

1.3.3 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设计针对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

案，设计满足特定需求的系统、单元（部件）或工艺流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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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 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复杂工程问题进

行研究，包括设计实验、分析与解释数据、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

有效的结论。 

1.3.5 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复杂工程问题，开发、选择与使用

恰当的技术、资源、现代工程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包括对复杂工程

问题的预测与模拟，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1.3.6 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工程相关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

价专业工程实践和复杂工程问题解决方案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

以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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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够理解和评价针对复杂工程问题的工

程实践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1.3.8 职业规范：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能够在工

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责任。  

1.3.9 个人和团队：能够在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

成员以及负责人的角色。 

1.3.10 沟通：能够就复杂工程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众进行有

效沟通和交流，包括撰写报告和设计文稿、陈述发言、清晰表达或回

应指令。并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通和交

流。 

1.3.11 项目管理：理解并掌握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并能

在多学科环境中应用。 

1.3.12 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有不断学习

和适应发展的能力。 

申请专业评估（认证）的学校应通过评价证明毕业要求的达成。 

� ���Ë�ï 

1.4.1 建立教学过程质量监控机制。各主要教学环节有明确的质量

要求，通过教学环节、过程监控和质量评价促进毕业要求的达成；定

期进行课程体系设置和教学质量的评价。 

1.4.2 建立毕业生跟踪反馈机制以及有高等教育系统以外有关各

方参与的社会评价机制，对培养目标是否达成进行定期评价。 

1.4.3 能证明评价的结果被用于专业的持续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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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课程设置能支持毕业要求的达成，课程体系设计有企业或行

业专家参与。 

课程体系必须包括： 

1.5.2 与本专业毕业要求相适应的数学与自然科学类课程（至少占

总学分的15%）。 

1.5.3 符合本专业毕业要求的工程基础类课程、专业基础类课程与

专业类课程（至少占总学分的30%）。工程基础类课程和专业基础类课

程能体现数学和自然科学在本专业应用能力培养，专业类课程能体现

系统设计和实现能力的培养。 

1.5.4 工程实践与毕业设计（论文）（至少占总学分的20%）。设置

完善的实践教学体系，并与企业合作，开展实习、实训，培养学生的

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毕业设计（论文）选题要结合本专业的工程实

际问题，培养学生的工程意识、协作精神以及综合应用所学知识解决

实际问题的能力。对毕业设计（论文）的指导和考核有企业或行业专

家参与。 

1.5.5 人文社会科学类通识教育课程（至少占总学分的15%）。使学

生在从事工程设计时能够考虑经济、环境、法律、伦理等各种制约因

素。 

� 
�tëø-�

1.6.1 教师数量能满足教学需要，结构合理，并有企业或行业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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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兼职教师。 

1.6.2 教师具有足够的教学能力、专业水平、工程经验、沟通能力、

职业发展能力，并且能够开展工程实践问题研究，参与学术交流。教

师的工程背景应能满足专业教学的需要。 

1.6.3 教师有足够时间和精力投入到本科教学和学生指导中，并积

极参与教学研究与改革。 

1.6.4 教师为学生提供指导、咨询、服务，并对学生职业生涯规划、

职业从业教育有足够的指导。 

1.6.5 教师明确他们在教学质量提升过程中的责任，不断改进工

作。 

� �����, 

1.7.1 教室、实验室及设备在数量和功能上满足教学需要。有良好

的管理、维护和更新机制，使得学生能够方便地使用。与企业合作共

建实习和实训基地，在教学过程中为学生提供参与工程实践的平台。 

1.7.2 计算机、网络以及图书资料资源能够满足学生的学习以及教

师的日常教学和科研所需。资源管理规范、共享程度高。 

1.7.3 教学经费有保证，总量能满足教学需要。 

1.7.4 学校能够有效地支持教师队伍建设，吸引与稳定合格的教

师，并支持教师本身的专业发展，包括对青年教师的指导和培养。 

1.7.5 学校能够提供达成毕业要求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包括为学生

的实践活动、创新活动提供有效支持。 

1.7.6 学校的教学管理与服务规范，能有效地支持专业毕业要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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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成。 

 

以上通用标准为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现行标准，当通用标准发生变

化时，应按新标准执行。 

��\�r¾��Ó6£@�

本补充标准适用于土木类专业中的土木工程专业。 

� ��å¾1Ä�

2.1.1 课程设置 

（1） 数学与自然科学类课程 

数学类课程应包括微积分、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等知识

领域。 

自然科学类课程包括物理学、化学、环境科学、生命科学基础等

知识领域。 

（2） 工程基础类课程 

包括理论力学、材料力学、结构力学、流体力学（水力学）、土力

学、工程地质、工程材料、工程制图、工程测量、工程经济、计算机

技术及信息技术基础等相关知识。 

（3） 专业基础类课程 

包括土木工程概论、工程荷载与可靠度设计原理、混凝土结构原

理、钢结构原理、基础工程、土木工程施工技术、土木工程施工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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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项目管理、建设法规、地震工程学导论、土木工程试验技术等相

关知识。 

（4） 专业类课程 

各校可根据社会发展需求及自身优势和特点，在建筑工程、桥梁

工程、隧道与地下工程、道路工程、岩土工程、铁道工程、城市轨道

工程等知识领域设置专业课程模块。 

允许学校在满足专业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对专业基础类和专业类课

程进行重组。 

2.1.2 实践环节 

包括实验、实习、课程设计、毕业设计（论文）及创新实践环节

等。 

（1）实验 

实验指课程包含的实验学时或独立设课的实验课程，主要包括大

学物理实验、大学化学实验、材料力学实验、流体力学（水力学）实

验、土木工程材料实验、混凝土与钢结构基本构件实验、土力学实验、

土木工程测试技术、专业综合实验等。 

（2）实习 

实习含课程实习和专业实习，主要包括工程测量实习、工程地质

实习、认识实习、生产实习、毕业实习等。 

（3）课程设计 

专业主干课程应设置课程设计，培养学生对知识和技能的综合运

用能力,设计能力和解决工程问题的能力。课程设计累计时间安排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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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于8周。课程设计除了训练计算机绘图的技能以外，也要训练学生的

手工绘图能力。 

（4） 创新训练 

具有鼓励学生开展科研创新，能充分利用各类资源组织学生进行

创新实践，培养创新意识。 

2.1.3 毕业设计（论文） 

培养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分析和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提

高专业素质，培养创新能力。 

（1） 选题 

选题原则按照通用标准执行的前提下，毕业设计（论文）的题目

需结合工程，体现综合性、先进性，难度和工作量适中，一人一题。 

毕业设计（论文）的内容应与学生的专业方向应一致，选题应以

突出工程综合训练的设计类课题为主。 

毕业论文应该结合工程项目并以解决工程问题为导向，不宜安排

学术型的科研题目作为学生的毕业论文。 

（2） 指导 

毕业设计：在有企业或行业专家参与的原则下，应由具有丰富经

验的教师或企业工程技术人员指导；应配备足够的指导队伍，每位教

师同年度实际指导的学生人数不超过8人。教师应安排适当的概念训

练，如分析计算结果、结构方案比较、人工计算部分结构等。 

毕业论文：主要包括文献综述、技术调查、实验方案设计、结果

分析、正文写作、结题答辩和专业文献翻译等内容。 



 

13 

（3） 保障机制 

学校制定了与毕业要求相适应的标准和检查保障机制。毕业设计

（论文）累计时间一般不少于14周。 

� ��tëø-�

2.2.1 专业背景 

从事专业基础类课程和专业类课程教学（含实践教学）工作的专

任教师，其本科、硕士和博士学历中，至少有一个为土木类专业。从

事课程主讲教学工作的教师一般需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 

从事专业课教学工作的骨干教师有明确稳定的科研方向和相应的

科研成果。 

2.2.2 工程背景 

从事专业课（含实践环节）教学工作的专任课教师应具有相应的

工程背景、工程经验，或企业工作经历。 

� �����,�

2.3.1 专业资料 

土木工程及其相关专业图书应达到20000册以上，并且每年订购一

定数量的新图书；本专业纸质和电子的中文期刊50种以上，外文期刊

30种以上；各类资源的利用率高。有满足教学需要的现行工程建设法

规文件、标准规范规程、标准图集。有课程教学和毕业设计所必需的

正版专业软件。 

2.3.2 实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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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备大学物理、大学化学、计算机、测量、力学（工程力学、流

体力学）、土木工程材料、岩土、结构等实验室；实验设备、仪器完好，

场地面积和设备台套数满足实验教学的分组要求，操作型实验分组满

足人人动手的要求，实验标准符合现行工程规范要求。 

多媒体、语音教室等满足课程教学需要；有用于课程设计、毕业

设计指导的固定教室。 

2.3.3 实践基地 

有相对稳定的专业实习基地。实习基地所能提供的实习内容覆盖

面广，能满足认识实习、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的教学要求。 

���\�r¾��¸ª�Õ«Wpc�r¾öĀ¸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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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工程知识：能够将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用

于解决土木工程专业的复杂工程问题。 

（2）问题分析：能够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的基本原理，

识别、表达、并通过文献研究分析土木工程专业的复杂工程问题，以

获得有效结论。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能够设计（开发）满足土木工程特

定需求的体系、结构、构件（节点）或者施工方案，并在设计环节中

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文化以及环境等因素。在提出复杂工

程问题的解决方案时具有创新意识。 

（4）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理、采用科学方法对土木工程专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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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工程问题进行研究,包括设计实验、收集、处理、分析与解释数据，

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论并应用于工程实践。 

（5）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复杂工程问题,开发、选择与使用恰

当的技术、资源、现代工程工具和信息技术工具,包括对复杂工程问题

的预测与模拟,并能够理解其局限性。 

（6）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土木工程相关的背景知识和标准，评

价土木工程项目的设计、施工和运行的方案，以及复杂工程问题的解

决方案，包括其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的影响,并理解土

木工程师应承担的责任。 

（7）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够理解和评价针对土木工程专业的复

杂工程问题的工程实践对环境、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8）职业规范：了解中国国情、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

任感，能够在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工程职业道德和行为规范，做到

责任担当、贡献国家、服务社会。 

（9）个人和团队：在解决土木工程专业的复杂工程问题时，能够

在多学科组成的团队中承担个体、团队成员或负责人的角色。 

（10）沟通：能够就土木工程专业的复杂工程问题与业界同行及

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和交流,包括撰写报告和设计文稿、陈述发言、

表达或回应指令。具备一定的国际视野，能够在跨文化背景下进行沟

通和交流。 

（11）项目管理：在与土木工程专业相关的多学科环境中理解、

掌握、应用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方法，具有一定的组织、管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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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能力。 

（12）终身学习：具有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意识，具有提高自

主学习和适应土木工程新发展的能力。 

“复杂工程问题”必须具备下述特征（1），同时具备下述特征（2）

—（7）的部分或全部： 

（1）必须运用深入的工程原理，经过分析才可能得到解决。 

（2）涉及多方面的技术、工程和其它因素，并可能相互有一定冲

突。 

（3）需要通过建立合适的抽象模型才能解决，在建模过程中需要

体现出创造性。 

（4）不是仅靠常用方法就可以完全解决的。 

（5）问题中涉及的因素可能没有完全包含在专业工程实践的标准

和规范中。 

（6）问题相关各方利益不完全一致。 

（7）具有较高的综合性，包含多个相互关联的子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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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木工程专业评估（认证）工作的基本程序包括六个步骤：申请

和受理、学校自评与提交自评报告、自评报告审阅、现场考查、审议

和做出评估（认证）结论、评估（认证）状态保持。 

���·ãW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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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评估（认证）工作在学校自愿申请的基础上开展。 

申请评估（认证）的土木工程专业，应按照教育部有关规定设立，

并已有五届及以上毕业生。申请评估（认证）由专业所在学校向评估

委员会提交申请书。申请书按照《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评估（认证）

学校工作指南》的要求撰写。 

� ��l¥�N´ 

评估委员会秘书处收到学校申请书后，会同委员会正副主任委员

对申请进行审核。重点审查申请学校是否具备申请评估（认证）的基

本条件。必要时可要求申请学校对有关问题做出答复，或提供有关材

料。 

根据审核情况，做出以下两种结论，并做相应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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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受理申请，通知申请学校开展自评。 

（2）不受理申请，向申请学校说明理由。学校可在达到申请评估

（认证）基本条件后，重新提出申请。 

申请及审核工作每年举行一次，申请学校应在当年8月10日以前向

评估委员会递交申请书；评估委员会应在9月15日以前做出审核决定，

并通知申请学校。 

��ÐÞWÐÞ�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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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评是学校、院系和专业对自身办学状况、人才培养质量的自我

检查，主要检查是否达到评估（认证）标准的要求。学校应认真研读、

深入领会评估（认证）标准的内涵与要求，进行系统全面的梳理检查，

对照标准逐项分析总结和自我评判；精炼准确地描述本专业各项指标

的状况，汇总相关依据、佐证和支撑材料。 

自评工作应由学校、院系有计划地组织教师、学生和其他工作人

员开展，贯彻“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的精神，边检查、边总

结、边整改、边提高。 

自评过程应该自始至终体现客观性、真实性的原则。 

� ��ÐÞ�U 

自评报告是学校向评估委员会递交的文件，应在自评的基础上完

成。自评工作的具体要求、自评报告内容与要求见《高等学校土木工

程专业评估（认证）学校工作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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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应在评估（认证）申请获得受理的次年1月15日前将自评报告

递交评估委员会。 

��ÐÞ�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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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评报告审阅是对申请评估（认证）专业是否满足《高等学校土

木工程专业评估（认证）标准》的初步评价，是整个评估（认证）过

程的重要环节。自评报告的审阅结论决定是否同意申请专业进入后续

评估（认证）程序，明确现场考查重点，并作为审议和做出评估（认

证）结论的重要依据之一。 

土木工程专业评估委员会委员及委员会聘任的专家对自评报告进

行审阅，审阅意见分为：  

（1）通过自评报告。 

（2）需要补充材料，再决定是否通过自评报告。 

（3）不通过自评报告。 

� ��ÐÞ�Ul÷ÉÚ 

评估委员会汇总委员审阅自评报告的意见，做出以下结论： 

（1）通过自评报告，可以派遣考查小组进校考查。 

（2）基本通过自评报告，对自评报告中少量不明确或欠缺的部分

限期进行补充，根据补充后的情况决定是否派遣考查小组进校考查。 

（3）不通过自评报告，向学校说明理由，本次评估（认证）工作

终止。学校须在达到《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评估（认证）标准》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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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且在一年后，方可再次申请评估（认证）。 

学校收到评估委员会对自评报告需要提交补充材料的通知后，如

认为限期内难以补充、完善相关材料，可书面申请撤回自评报告。 

自评报告审阅结论表参见附表A1、A2、A3。 

评估委员会应在规定时间内做出自评报告审阅结论。 

��³^Ì¢��

现场考查是评估委员会委派的现场考查专家组到申请评估（认证）

专业所在学校开展的实地考查活动。主要目的是核实自评报告的真实

性和准确性，并了解自评报告中未能反映的有关情况。 

� ��³^Ì¢¸a�Õ«�

评估委员会应在入校考查前两周通知学校，现场考查时间一般不

超过4天，宜安排在每年5月（毕业设计期间）。 

考查专家组成员应熟知《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评估（认证）标

准》，在开展考查之前，应详细阅读学校的自评报告，了解对该校考查

工作应重点关注的问题。 

考查专家组的组建和现场考查工作按《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评

估（认证）现场考查专家组工作指南》的规定进行。 

� ��³^Ì¢¸¾w��

4.2.1 考查专家组预备会。进校后专家组召开内部工作会议，明确

考查计划、具体的考查步骤和工作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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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见面会。专家组向学校及相关单位负责人介绍考查目的、考

查要求和考查安排，听取专业的自评补充报告，并与学校及相关单位

协调考查安排。 

4.2.3 实地考查。考查内容包括：实验条件、图书资料等在内的教

学硬件设施；近年学生毕业设计（论文）、课程设计、试卷、实验报告、

实习报告、作业及学生完成的其他作品，课堂教学、实验、实习、课

外活动，其他能反映教学质量和学生素质的现场和实物。 

4.2.4 访谈。专家组根据需要会晤包括在校学生、毕业生、教师、

学校领导、有关管理服务部门负责人及院系行政、学术、教学负责人

等，必要时还需会晤用人单位有关人员。 

4.2.5 意见反馈。专家组成员向学校反馈考查意见与建议。 

� ��Ì¢�U��

考查报告是评估委员会对被考查学校土木工程专业做出评估（认

证）结论的重要依据。考查专家组应在考查工作结束时完成考查报告，

并呈交评估委员会。报告一般应包括下列要点：  

（1）专业基本情况。 

（2）对自评报告的审阅意见和问题核实情况。 

（3）逐项说明专业符合评估（认证）标准要求的达成度，重点说

明现场考查过程中发现的主要问题和不足，上次评估（认证）建议整

改情况以及需要关注并采取措施予以改进的事项。 

（4）提出评估（认证）结论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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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查专家组应将考查情况向接受评估（认证）的学校反馈，但不

包括评估（认证）结论建议，并将考查报告（简本，不包括评估（认

证）结论建议）送交学校征询意见、核对相关事实。学校应及时向考

查专家组反馈信息。 

学校可将考查报告在师生中传阅，但在评估（认证）结论发布之

前，不得对外公开。 

	 ��lÙ�

评估委员会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对自评报告、考查报告进行全面

审议。 

	 ��5AÞ/�ØÝ0ÉÚ�

评估委员会在充分讨论的基础上，采取无记名投票方式做出评估

（认证）结论。全体委员2/3及以上出席会议，投票方为有效。同意票

数超过全体委员人数的1/2，则通过评估（认证）结论。评估委员会讨

论评估（认证）结论的过程和投票情况应予保密。 

评估（认证）结论分为：  

（1）满足评估（认证）标准，通过评估（认证），有效期为6年。 

（2）基本满足评估（认证）标准，通过评估（认证），有效期为3

年。 

（3）不通过评估（认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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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通过评估（认证）的学校在两年后方可再次提出申请。 

评估委员会根据考查报告、审议结果等撰写评估（认证）报告，

连同自评报告、现场考查报告等材料一并存档。 

	 ��9sÞ/�ØÝ0ÉÚ�

评估委员会将评估（认证）结论及时通知接受评估（认证）学校，

并报住房城乡建设部、教育部、全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机构备案。 

评估委员会在评估（认证）网站公布评估（认证）结论，接受社

会监督。 

评估委员会将评估（认证）结论向相关专业注册工程师管理委员

会和注册工程师考试管理机构通报，作为审查执业资格考试报名资格

和注册登记条件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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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评估（认证）的专业所在学校应认真研究考查报告中指出的

问题和不足，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进行改进。 

“通过评估（认证），有效期为6年”的学校，应在有效期中期（最晚

在第三年，根据需要也可在第二年）进行专业教学质量督察，督察内

容为针对评估（认证）中所提出问题的改进情况。督察员由学校和行

业企业专家各1人组成。一般由学校自己聘请。但评估委员会决定重点

督查学校的督查员由评估委员会秘书处聘请，其中一位应是上一轮评

估的入校专家，督察前学校应向秘书处递交整改报告。督察工作安排

一天。督察员进校后形成督察报告一式两份一份给学校留存，另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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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传给评估委员会秘书处。 

通过评估（认证）的专业在有效期内如果对课程体系做重大调整，

或师资、办学条件、专业方向设置等发生重大变化，应立即向评估委

员会秘书处申请对调整或变化的部分进行重新评估（认证）。重新评估

（认证）通过者，可继续保持原评估（认证）结论至有效期届满；否

则，终止原评估（认证）的有效期。 

通过评估（认证）的专业如果要保持评估（认证）有效期的连续

性，须在评估（认证）有效期届满前一年重新提出申请。 

��·ß�cÙ�

接受专业评估（认证）的学校如对评估（认证）结论有异议，可

在收到结论后15日内向住房城乡建设部土建类专业评估（认证）仲裁

委员会提出申诉并递交申诉材料。住房城乡建设部土建类专业评估（认

证）仲裁委员会根据有关规定，做出复议决定。必要时可举行听证会，

听取学校和评估委员会陈述各自的意见和理由。 

��Yñ�3o�<jÆ~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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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委员与被评估学校有特定关系的，在开展评估（认证）有关

活动时应进行合理的回避。评估委员和外聘专家不得担任任职（含兼

职）学校以及母校的现场考查工作。当讨论本人任职学校的评估考查

报告时，评估委员应主动回避。现场考查专家组成员和接受评估（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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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专业所在学校，应自觉提出需要回避的人员及原因。 

� ��3o�

现场考查专家组成员在开展评估（认证）工作时，应保守评估（认

证）工作有关的秘密，不泄漏现场考查专家组内部讨论的情况和其他

不应公开的信息。对接受评估（认证）专业及所在学校提交的资料，

除非得到正式授权，不得公开公布。 

� ��<jÆ~Õ«�

现场考查专家组应严格遵守评估（认证）工作各项相关规定，公

正、客观地开展各项工作。在宣布入校考查安排后，所有委员和外聘

专家均不应接受学校的拜访，不得到学校进行指导、讲学和访问。不

利用评估（认证）工作谋取私利，不与学校发生任何经济关系，不从

事任何其它影响决策及有违评估公平公正的活动。 

接受评估（认证）专业及所在学校必须保证提交的自评报告等相

关材料真实可靠，必须保证教学文件的原始性与真实性，不虚构、不

编造。在现场考查时专业及学校不得向专家组隐瞒事实，做到为人师

表、诚信工作。学校和专业的现场考查接待工作要坚持从简，不搞形

式主义，任何人都要自觉遵守国家有关法律并接受社会、师生的监督。 

 



 

26 

*��Þ/�ØÝ0¾w¦[Kï¾Ô�

* ��Þ/�ØÝ0¾w¦[�

�

Ðŕ 

ġsƎǺ 

ǳRÌ§QÕŗƎǺ 
�Ɗ 

ƎǺÐŕǓǳïȗ@ǓǳĐ¦ 

ǳRÌ§QÕȪǓǳĐ¦ 
 

($î)ǒƎǺ 

Ǡ b 

] ĥ 

ŘęÕȪĄǥ�ŃkÛǓ

ǳĐ¦]ĥĆǠb 

]ĥĆǠb 

Ș 

Ȏ 

cŕǋœ(ÒąǋœĐ¦�ġsǳR�ǫǲ�ǁǰ

õǭ) 

ǳRÌ§QÕǭ�`sǳR�ǫǲ�ǁǰ 

ȘȎ ŇȘȎ 

Ǝǵ©Àǭ 

eé2ȘȎǳR�ǫǲ�3

ǁǰ�ńĨŅ 3 î 

eé2ȘȎǳR�ǫǲ�3

ǁǰ�ńĨŅ 6 î 

Ðŕ£ǳRÌ§Q 

ġ@ƗÚĐ¦ 

ƅÿ  \Ė 

ńĨŅãžmšƎǺ 

Ēǂ�Ɗ 

8 Ń 10 Ĵ~ 

9 Ń 15 Ĵ~ 

šî 1 Ń 15 Ĵ~ 

3 Ń 15 Ĵ~ 

5 Ń-6 Ń'Ķ 

6 Ńò~ 

8 Ńò~ 

ȘȎ 

.î¢ı�ƎǺ 

»ňōJ)Ʃ� 

)ȘȎ 

($î)ǒƎǺ 

)ȘȎ    

Ûǁǰń÷ǭ 

Ǝǵ©Àǭ 



 

27 

* ��Þ/�ØÝ0r2ï¾Ô�

Ï�ő� ÷Ĵİe"ĩį#�á� İe�~G�

�Ô��Ìe�
{İe�~Gň<÷

Ĵ7�

�

Ô�	Ìe� � o`�â]�Aŉü÷Ĵ�á�

ç¤�Ô�	Ìe�
Ã\Ĝİº}A{İe

�~Gň<Ĝİº}�
�

�Ô�	Ìe� �
vJ�~�ŒĜİº}A�~Go`

�ŒēĬAŉü÷Ĵ�á�

�Ô2Î� �
Đµėß.�ĐAþ�ėßÏőAŉ

ü Đµ~ ÷Ĵ�ánÕWkJ�

�Ô+Îd�


Ô*Î�
ėß.�Đņáėß�

Đđò�ėß.�ĐņáAt¨İe

�~GriGīAo`İe"ĩį#

ēĬ�


Ô¦e� �
�İe"ĩį#ēĬnėßº}pú

W�á�

�

Ádİe"ĩį#ēĬ

zA�Õ©īAu��	

�ZÂ`÷ı�

{K·�6§ĭŊ�§Č./İe

"ĩį#Aģ�~Gŀ<ÕWÚÉA

Aģ�~Go`�ī]��

�Ô¦e� �

�İe"ĩį#ēĬºK·�6§ĭ

Ŋ ÆęŊ r�¢ĄÆę./ĩį

ÙÜ�å�

�

�



 

28 

A1 Ô              工程教育认证申请报告审阅表 

 

审核专业 土木工程专业 

审核方式、时间及

参加人员 

 

受理专业点及 

表决结果 

 

未受理专业点及

未受理原因 

未受理学校 1  

未受理学校 2  

未受理学校 3  

主任（组长） 

签  字 

   

土木工程专业评估委员会主任：__________________（签字） 

                          年     月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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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Ô                自评报告专家审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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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Ô                自评报告专家意见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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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考查是工程教育认证的重要环节，为提高现场考查工作质量

和效率，特编制本指南，主要用于土木工程专业评估（认证）现场考

查专家组的工作，也可供接受评估（认证）的学校配合考查时参考。

本指南依据《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评估（认证）标准》、《高等学校

土木工程专业评估（认证）程序与办法》等文件编制，是参考性文件。 

��¹¸�²Ñ�

� ��³^Ì¢¸¹¸�

核实接受评估（认证）专业自评报告的真实性和准确性，了解自

评报告未能反映的相关问题，对专业符合评估（认证）标准的程度做

出判断，指出专业存在的影响人才培养质量的问题，为评估委员会作

出评估（认证）结论提供实地考查依据。 

� ��³^Ì¢¸ Õ²Ñ�

组建考查专家组、考查准备、进校考查、意见反馈、提交结论等，

详见附件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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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Ì¢�mÇ¸Ç��

现场考查专家组是由土木工程专业评估委员会向接受评估（认证）

学校派出的临时性工作小组，由3—5名专家组成，其成员由评估委员

会确定并通知专家本人、专家所在单位和接受评估（认证）专业所在

学校。现场考查专家组应包括教育界专家和工程界专家，其中工程界

专家至少1人（专家组由4—5人组成时应有2人）；至少有2人参加过专

业评估（认证）现场考查工作；专家组人员构成与专业背景符合开展

评估（认证）工作的要求。根据工作需要可邀请其他工程教育专业或

境外评估（认证）专家参与现场考查。现场考查专家组组长应由当届

评估委员会委员担任，专家组可设秘书一人，由委员兼任或专门聘请。 

� ��Ì¢�mÇ�V¸Õ«�

（1）实事求是，公正客观、坚持标准、认真负责。 

（2）与接受评估（认证）专业没有特定关系（如不得是该专业所

在学校毕业生，未在该专业所在学校担任专职或兼职职务，与该专业

及所在学校、院系主要负责人无直系亲属关系等）。 

（3）掌握评估（认证）标准，提前做好准备，认真记录考查工作

过程，填写现场考查相关表格，对考查内容独立做出判断。 

（4）执行专业评估（认证）工作的有关保密与纪律要求。 

� ��Ì¢�mÇÇõÍé�

（1）直接对高等教育土木工程专业评估委员会负责。 



 

35 

（2）组织制定现场考查计划，提出现场考查专家组成员分工意见，

领导和协调考查专家组成员开展工作，支持专家组成员独立开展工作、

形成客观的考查意见。 

（3）召集考查专家组会议，研究和决定与考查工作相关的事项。 

（4）与接受评估（认证）专业及所在学校沟通，协商有关事宜，

保证考查专家组工作顺利进行。 

（5）按要求组织撰写完成现场考查报告。 

� ��Ì¢�mÇ�VÍé�

（1）提前做好现场考查准备工作，包括熟悉有关文件，了解评估

委员会对考查工作的要求。 

（2）详细阅读接受评估（认证）专业的自评报告、专家审阅意见

和学校的回复，到考查现场后与考查组成员充分交流。 

（3）准备现场考查的工作建议。 

（4）准时到达接受评估（认证）专业所在学校（不能按时到达者，

需提前一周报告评估委员会秘书处），按照专家组的工作要求，全程参

加各项考查活动。 

（5）认真完成考查专家组分配的各项工作。 

（6）依据《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评估（认证）标准》，对接受

评估（认证）专业进行深入全面的考查，做出独立、客观、科学的判

断，协助专家组组长完成现场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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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¼%Íé�

（1）协助组长做好考查计划。 

（2）负责与学校的联络。 

（3）协助组长做好现场考查报告的起草工作。 

��Ì¢@b�

� ��»äÐÞ�U�

3.1.1专家组成员应逐项对照评估（认证）标准和有关文件仔细阅

读考查学校提交的自评报告、补充说明材料、自评报告专家汇总意见

及考查重点表（附件A3）。 

� ���AÌ¢×C�

3.2.1 专家组组长通过适当方式与专家组成员就考查要点进行内

部讨论。在此基础上，参照现场考查专家组工作参考日程（附件B2），

提出“现场考查日程”。“现场考查日程”应征求学校意见，必要时对其进行

调整。 

3.2.2 专家组应注意重点考查与全面考查相结合，对考查任务合理

分工、各有侧重。考查的重点内容和方式由专家组根据自评报告审阅

意见提前确定。考查环节的选取主要取决于专业自评的深入性和全面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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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专家组进校后须召开预备会，一般在进入现场的第一天下午

或晚上召开。会议由专家组组长主持，专家组全体成员参加。 

4.1.2 会议主要学习有关评估（认证）文件（特别是当文件有变化

或有专家第一次参加考查时）；重申现场考查纪律及保密要求；讨论、

确定现场考查要点和抽样方案、考查日程调整方案；讨论、确定专家

组内部工作分工；讨论提出访谈人员名单、调阅资料清单、现场考查

单位（部门）名单，以及其他安排（如毕业生能力测试准备等）；准备

访谈问题提纲等。 

4.1.3 预备会结束后，专家组应及时向学校和学院通报需要提供或

配合的信息。 

� ��PzÖý.�

4.2.1 会议目的。通过见面会，专家组需要获取以下几方面信息：

专家组确定的对该专业需要核查和了解的问题；自评报告中没有体现

或没有阐释清楚的内容；自评报告与专业建设情况有出入或自评报告

有变更的部分。 

4.2.2 参加人员。考查专家组全体成员、申请评估（认证）学校、

院系及专业负责人、专业教师和学生代表。会议由专家组组长主持。 

4.2.3 形式内容。见面会采用座谈的方式进行。主要内容为：介绍

考查专家组成员、考查目的、考查工作程序和日程安排、宣布考查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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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和保密承诺等；专业负责人补充介绍自评报告新增情况；相关人员

回答专家组提问。 

� ��Ì¢�i�,�

4.3.1 考查目的。通过考查教学条件，了解其对学生能力，特别是

实践能力培养的贡献。 

4.3.2 考查实验室。包括考查基础课、专业课实验室和工程训练中

心等。建议优先考查与调阅教学资料课程有关的实验室，或考查正在

开设实验课的实验室。通过查看实验大纲、实验指导书、实验报告、

实验记录、实验室规章制度等，了解专业实验室的硬件建设、开放情

况、教学科研互动性，实验项目的综合性、设计性，以及学生的实验

技能。 

考查实验教学条件时要关注以下几点：（1）实验设备的先进性、

设备台套数是否足够；（2）专业对实验室建设的投入情况；（3）教师

对学生指导的情况；（4）实验教学计划的实施情况；（5）实验室开放

情况，设备的利用率；（6）实验课中设计性、综合性、创新性实验与

验证性实验的比例；（7）实验室安全管理制度及其执行情况；（8）实

验教学资料管理包括实验指导书、实验报告和评价（特别是专业实验）、

设备使用和维修记录等。 

4.3.3 考查图书资料和电子资源。考查校图书馆、院系资料室，了

解支持该专业建设的图书资料和文献数据库的针对性、丰富性、更新

速度、使用频率及投入情况。 

4.3.4 考查其他教学条件。专家组可以视情况选择其他教学基础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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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大学生创新实践基地、工程训练中心、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等进行

考查。 

� ��¢÷�ië�Wiµi#�¡�

4.4.1 自评报告及其附录的查阅内容：（1）自评报告中没有说明或

没有阐述清楚的部分；（2）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达成的佐证材料； 

4.4.2 教学资料查阅内容和重点：（1）一门或若干门课程的全套教

学资料，包括：教材、教学大纲、教学安排、教案、教学日志、试卷、

试卷分析、作业、实验大纲、实验指导书、实验报告、课程设计等，

考查教学资料对学生能力达成的支持度；（2）学校和专业两级教学管

理文件，包括管理规定、规章制度、质量过程监控记录（包括教学事

故处理、学生评教）、信息反馈和用于持续改进的记录和文件资料。 

4.4.3 审阅学生学习成果的内容。抽查学生作业、课程设计、毕业

设计、试题试卷、实验报告、生产实习报告、毕业设计（论文）等，

以了解各类课程和教学环节落实教学计划、教学制度、规定措施的程

度，了解各类课程和教学环节的质量达到培养目标要求的程度；了解

这些环节教学的学生适应程度，以及对提高学生整体素质的作用，以

评价教学计划的有效性，重点了解毕业设计（论文）的选题、完成质

量和教师对毕业设计的指导情况。 

4.4.4 查阅资料和成果的基本要求。每位专家至少调阅一门主干课

至少一个班的所有教学资料；每位专家至少调阅一个班（近四年的）

的毕业设计（论文），重点查阅3—6本（按学号抽取）；指定一名专家

重点抽检一个班的生产实习报告。被抽查的学生学习成果应覆盖该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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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主要课程和教学环节，并具有代表性。 

4.4.5 其他查阅注意事项：调阅资料必须目的明确、有代表性，专

家要善于从资料和样本中发现需要进一步详细考查和了解的内容重

点。检查学生知识能力水平。了解他们理解和掌握有关课程的程度，

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创造能力，以及应用计算机和外语的水平等。

考查时应关注大多数学生，不能以个别现象代替总体状况。 

� 	�º;)VÜç�

4.5.1 访谈是现场考查中的重要环节，也是最有效获取信息的渠

道。访谈的目的是核实自评报告中所描述的各项内容和措施的真实性、

知晓度、认同度和有效性。 

4.5.2 专家组通过访谈主要获取以下信息：（1）专业如何保证学生

培养目标和毕业要求的实现及其实现过程；（2）学生能力的达成情况；

（3）教师在教学中的投入情况及其教学工作对学生能力培养的贡献情

况；（4）管理制度对学生培养的保证情况以及管理人员对学生能力培

养的认识；（5）用人单位对本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评价。 

4.5.3 访谈以面谈为主，包括个别访谈、集体座谈等多种方式。 

� 
�Üçpè�

访谈人员名单须由专家组依据专业提供的抽样样本确定。选择访

谈对象，要考虑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人员的代表性。 

4.6.1 在校学生。根据专业规模随机抽取一定数量的学生，同时注

意学生的性别比例、生源比例和年级分布。应届毕业生应占较高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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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晤学生主要是通过与学生座谈、个别谈话，观摩学生活动等方式，

了解学生学习态度、知识结构、能力素质、团队合作等的程度以及符

合培养目标的程度；了解学生理解本专业培养目标的程度，有意识按

照培养目标学习的程度；听取学生对学校教学、管理等各方面工作的

意见。 

4.6.2 校友。在接受评估（认证）专业提供的可参加访谈的近几届

毕业生名单（一般不少于40人）中，选择10-20名，主体为毕业5年左右

的毕业生，听取毕业生对本专业人才培养体系的意见。要兼顾校友从

业的类型（施工企业、设计企业、政府事业单位、读研等）和行业等。

校友访谈可采用面谈、电话访谈、问卷调查等多种方式，时间上也可

灵活掌握。 

4.6.3 教师。包括学科专业带头人、基础课和专业课教师（含实验

课指导教师），注意教师的年龄、职称、学历、学缘结构等。会晤教师

主要通过教师访谈、座谈，列席教研室活动等方式，了解教师对专业

培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设置思路、教师素质要求、课程设置、教

学组织模式等方面的理解、看法和意见，了解学校以及院系教材使用、

教书育人等方面的看法和意见，有关人才培养的理念、制度、政策、

计划、措施落实情况及其效果，了解教师对所讲授课程在专业教育中

作用的理解程度。 

4.6.4 管理人员。包括学院、专业负责人、辅导员、专业教务人员、

学校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教务处、学生处、招生就业指导中心、设

备处等）。会晤专业负责人主要了解本专业人才培养定位、目标、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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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及适应性，专业建设指导思想及其符合培养人才定位、专业特色

的程度，教学计划、课程大纲制定与实施，院系为专业教育教学活动

创造的环境，师资结构及师资建设情况，学生学习和发展情况。会晤

学校有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主要了解学校的整体情况，办学定位和特色，

以及对本专业的要求、支持、管理和评价。 

4.6.5 用人单位。由专业提供具有代表性的用人单位名单（聘用一

定数量的本专业毕业生的单位），访谈用人单位的技术主管或人力资源

主管。听取用人单位对本专业毕业生的评价，了解本专业实现培养目

标的情况，以及专业为适应社会需要改进人才培养工作的情况。采用

方式和进行的时间可参照校友访谈。 

� ��T�å�

专家组根据情况安排听课，了解授课教师的教学、学术水平以及

教学实际情况，并在课后注意了解学生的实际收获。所听课程最好选

取专业核心课程。听课关注点不是讲课技巧和课堂纪律，而是教师是

否能够将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体现在授课中，是否根据课程特点采

用了适当的教学方法，并根据教师与学生的互动交流和学生访谈了解

学生的掌握情况。 

� ��<�*�

专家组在考查期间还应了解专业的体育活动场地和设施情况、大

学生心理工作情况以及学生食堂的情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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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1 完成各项考查工作后，每位专家结合自评报告的审阅情况、

各环节考查核实情况以及与本组专家的沟通交流情况，对单项指标结

论逐一作出判断。 

5.1.2 召开专家组内部会议，讨论专家组现场考查报告和考查结

论。 

5.1.3 专家组组长汇总形成专家组意见。 

	 ���(Ì¢�U�

专家组在考查工作结束时完成考查报告，经专家组全体成员审阅

修改后，由组长审定，将考查报告提交土木工程专业评估委员会秘书

处。 


��ÖLā�

专家组考查工作完成后，以会议形式向接受评估（认证）专业及

所在学校反馈专家意见。 


 ��}á�Ö�

考查专家组应将考查情况向接受评估（认证）的学校反馈，并将

考查报告（简本，不包括评估（认证）结论建议）送交学校征询意见、

核对相关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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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反馈会分两个阶段进行。 

6.2.2 第一段反馈参加人员是专家组全体成员、本专业及所在院

系、学校有关管理人员，部分教师。主要由专家组长给予全局性的评

价，每位专家介绍个人考查意见。 

6.2.3 第二段反馈参加人员是专家组全体成员、本专业及所在院

系、学校有关管理人员，相关教师和学生代表。主要由专家组组长宣

读考查报告。 

6.2.4 反馈会形式上要尽可能简化。考查组应在反馈会前与接受评

估（认证）专业及所在学校就考查报告进行沟通。如不能达成一致，

后者可在专家组离校后按程序向土木工程专业评估委员会反馈。 

��Ì¢�U�

考查报告的内容及其格式和要求见评估（认证）现场考查报告（附

件B3）。 

��Þ/�ØÝ0�U�

评估（认证）报告（附件B4）是在考查报告的基础上，加入评估

委员会讨论的意见、评估结论和投票结果形成的报告。评估（认证）

报告经评估委员会主任签字（盖章）后秘书处留存。 



 

45 

ù, B1�

\�r¾��Þ/�ØÝ0³^Ì¢r2a�¾w�



 

46 

ù, B2 �\�r¾��Þ/�ØÝ0³^Ì¢�mÇr2JÌ�¾�

Ïőĝï� ¢MŘù� mf=~� 4Ĥag�

ņáėße�

01Ô�
_�¢M�

İe�~ ĘĴ

ø.� İe�

~GĂ7��

��ĩû�ŒĜİº}A¥�µĜİº

}.��ŒēĬĢ!�

��Ă7�ê°¸Õ.�Ĝİº}.

��ŒēĬĢA«µĜİº}.�³

ĥê°Ģ!ņáėß(�epĔ.�

Đriµ~!�

Tá”(�

+i¶Ò*�

.�Đ�

ř�G�

ò�ėß.�

Đriµ~�

��ãÀĜİº}.�³ĥê°ĢAĪ

Ĭ«µò�ėß.�ĐėßŌï!�

��j�þ�.�Đò�ėßÌĄ!�

”W�*i�

-./�

ĸĹ=�

ĥŗG�

ò�ėß.�

Đriµ~ �

áúW=~ .

/ĸĹ= ./

úW=~�

��.�ĐĐŎ4¼">Ē.� ėß

ùøĉ#!�

��./ĸĹ=êºİe"ĩį#¢M!�

��.�¡Ĝİº}ÕWŐŚ{./

ĸĹ=n�áÕW=~ÂŐ!�

”W�+i�

”F��

�

.�Đ�

ò�ėß�

ò�ėß.�

Đriµ~�

"uaĐņĠ#�

��ėß�Ŝ� �ľ�� .ŏ¯Æ

��¸�ĭË!�

��ĶŒĲŚĲl è/ĭĨ"ĬÈ# 

ĵĄĭĨ��Ŝ�5º}ĉ!�

��ßŒċóÈB ĺÉ!�

��ĮķÆ£ ċó=~ �áô è

/ô õ=kJ?Ģĉ!�

” W � Ò

* ”F�

Ò*�

.�Đ�

ZŊGī�

ò�ėß.�

Đriµ~�

ëŉėß´r pòøŐŚA<¿®

 ³ĥ',ĪĬēĬA,«µĕ(

³ĥ!�

”F�Ò*�
.��

1=¢M�

ò�ėß.�

Đriµ~�

��.�ðĆ�µúW½àc�!�

��ýąĻğò�ėßº}!�

”��*i�

�

.�Đ�

ZŊGī�

ò�ėß.�

Đriµ~�

ĪĬþ�.�Đò�ėßēĬ�ò

�ėßº}!�

”��*i�

ò��

ėß³ĥ�

<íG�

ò�ėß.�

Đriµ~ �

á ŕčn./

úW=~�

��ĐŎ>ĒėßÇi²^A,ośė

ßēĬ!�

��.�>Ē1=ėß²^!�

���áoś��ò�ėßº}�ø�

³ĥ!�

”��+i� .�Āá� � �

ìCuiÏőãÀ�áui²^ĶÇAI¸ÕñĝŖ¾Ĥé�µ!



 

47 

ù, B3 �����������r¾�ÎØÝ³^Ì¢�U�ys��

Ðŕ¡Ƥ"0000 ÄÐ�

ǋœ+-"²ņæƥ+-�

ǋœķȩ"���î��Ń��Ĵ����Ĵ�

 
�Uć¸6õǱȜɂƫĪǐ²ņæƥ+-ǳRÌ§QƏŶȚ�ƍ���ÄÐ���

ĪĚ�Ć����ńȯe����ĪĚƻɂæ�1ƾȦ�����ńȯe����ĪĚƻɂæ6

����ǱǩƛƦȰ���ĪĚƻɂæ6���ÄÐ���ĪĚ1ą§ƏǋœÝƾÛ����ÄÐ²

ņæƥ+-ȓǞ8Ô´ǋœ7ǀȎ1Ņ ) ÅƏæX�±žÒą8L�7Ƅ£ǳR

Ì§QĐ¦Ë("�

�

5���a��?�45<T^1��hgt$U�DM�^1��¡

¤ �  L��

����ÄÐĻĪǐȜƓåd¯ȡƀÄÐ�Ļ¯×2
		 æƥ3©2.-* æƥP�

ÐƢxİí�Ȼƒ3ȡƀõǱɂŕ3$7�

²ņæƥ+-Ž<����îƏƚ>õǱƢ�<����î½Ǳ8æ-*ūƌõƭň

Ƣ+-�
%��îčƔg+-ĭ�ï1²ņæƥ+-7Ƿ+-Ǣǳ1ĪǐȜ$ƴƄ

ǖ+-6��ƕªƃ©ȡƀ+-7Ĕń�/¯×ƻ©�/ƕƻÔɀĪÐƞǘ0þ#i

ń�/¯×ƻ©�/ƕƻ+-Ôȇí�7²ņæƥÐƢǱń$ƻ�Ć;ƻ�ÐƢ�

¾ƀ�Ć"$ƻ�Ć;ƻ�ÐƢƜ¾ƀ��H�æƥƜ¾õƭ*²ņȽ¹Ɯ¾ƀ7�

²ņæƥ+-Ɖń+-Īê���_�h0ĪĚ��_6�ĪĚ��_�ińɂƻǎ

ƤĪêũZ1���iń�¾Ð�ǌũZ1���iń¯×ŴlæƥêȃřƏĪê��

_7êȃȫO0ń¯×�ƕ�ƻĪÐ¡ê6ȦŮÐǌÈ�ǩvƄǏĪĚƫ��_7

Ȑ * îŎ�²ņæƥ+-ĪêÒą�ƻ�ƴĪĥȻƒ��Ȼ�ċđïÒą¯×6ƕ

ƢƛȻƒ���WȻ�ƹǩƢƛǀȂ����W%a7�

²ņæƥ+-îēƋǦŠ��_�ƒ~³ŕƋ���_7öǱƏ&/+-ı£�ƚ

>õǱ6õƭæƥ©șȆśŜæƥ�¶ńÐƋȖ]7ÄÐƋ³xİx-ƨȄ0Ł

Ǚý¯×ƻÈ���Ȼ6ƕƻÈ���Ȼ7�

����ÄÐ²ņæƥ+-Ļȿ ��šƎǺÀǳ�ƪ$šǳRȘȎĻ��î7�



 

48 

C�pÐÞ�Ul÷�ÖKöĀ¸¥k�?�©/�oKCCfP®³�z

vn[Dzv�u�¯~�I�QH�Mx¦X¬�zv�}��fP�®³;

�/®³�li^1���®³e¨�~«4D�0«4]d9E ��   �   

L��

ǋœÝƾą§ĘƁǳRÌ§Q�Ì§ġsƏ2ǋœķȶȡƀŗœƏȻƒ3�Û

(wȨȾȓǞ8ŗÔ"�

	��ǓǳĐ¦ÕȪ+×ġs�Ƿŕ²ņæƥ+-ƏǓǳĐ¦³ÐƋƏÐ5ėÜ

©ĨŒ6ºjƒŔeö”6ĪÐȁȢǳKƫıȺĤĢŋįßļ)ȅ7�

ǀŗœ�Ƿŕ³ÐƋƏÐ5ėÜ©ĨŒ6Ū-ǣŭeö”6ĪÐȁȢǳKƫ

ıȺńĬȢȋÂ6ǸÔƿǔƏĤĢŋį7³ÐƋÐ5ėÜıȺ�EÐŕ|Ȱ■ȝ

ń+ȧƏŊŐ*_§ǿȀÛÐƋȓǞƔñƏėÜ��ĕȺ'ƏæX©ñÛƄÓ

ȨȾ./âȺ�hæXǎȀ*ıø1ÐƋðŲ8Ǩ�ïńȅÃƏÔZǡĸĭ/

Ŋ}ȏȈţëńĨ�Ȓ?ėÜıø©ėÜĨŒƏÔZńÂȍ 13 /�HœǲƏȮ

J7ǀȎ*Īê©ÐƋôǽ�Ɖ�Ƿ+-Û<*ň+-ƔgƏƟQȶŭńȅÃ

ŹcƏƊǨ�ïǒÃÛŇŎ�äń�ƊƏȼŅ7ºjƒŔȕû�Ʃ�ÐŕƏĭ

VƒŔ7ȘȎ�ơżșYýºjƒŔǢƔg�ıƘĽ�Ƅ{ĻĪǎ§æ*ÐƋ

ÛºjƒŔńȅÃƏƊǨ7ł¢�ǀŗœ�Ɖ�EÐŕ|Ȱ■ȝńÒ«ƏĪÐȁ

ȢǳK}ó6ǳKǮ—©ȁȢĥȓƏĤĢŋį7+-ġxƏȒ?ŋįÔZĸƝ�

ïƝÔïȸÏƧƏ:J�ǒÃVƉȁȢġ�}ó*ȁȢƐĞȎƥƏXƌ7�


��ǓǳĐ¦ÕȪ+×ġ|ǓǳĐ¦³ÓŅǳKºjƒŔ�Ɗ”ıȺĠȔƏ

Ȏ<Ʊ��ůńǯȔĻ¤ńǦǘƏºjƒŔ]Ǫ}ó7�

ǀŗœ�ǷŕǒÃŨȱîç�ŘęºjƒŔ�Ɗ”ǳKǁŒÛ�/+-

�ĕ²ņæƥ+-ƏºjƒŔȓǞ]Ǫ7EÐŕ©+-ġxƏ��Ǯ—ǒÃǲ

ĸ�+-)S�§ÄȜtĪê��8ºjƒŔƏǳK*]Ǫ�Ǎ,ȑțǺǞ-

*N-+×�*8Ǭǰ*]Ǫ�ǳKȎƥ©]Ǫ}ó�Ɗ7EºjƒŔ]ǪƏ

¨Ņ�hǮ—�HƖs�Ƿ+-ńǦǘƏºjƒŔ]Ǫ}ó�ǒÃÓŅǳKº

jƒŔƏ�Ɗ”7 

(��³Ū-ǣŭėŔƀtǨıȺ�ǓǳĐ¦ÕȪ+×�ĺ444�

ǋœƾǀȎœȪǓǳĐ¦ƏǑĿȃį�*+-ǿȀ_ôǽ8Ǩ|�444�

)��ǓǳĐ¦ÕȪ+×ġs�Ƿŕ²ņæƥ+-Ū-ǣŭȍąóǳKŊ}Î



 

49 

³444�

ǀ*+-ǿȀ_/{ǽǶ©œȪȃį8Ǩ|�444�

*��ǓǳĐ¦ÕȪ+×ġs�³ 
%	
 ƂºjıŚ0ŷV�Ð6õǱűǦĻȖ

]ǻ�ĘƁ+-ı£Ǳ》ƏĲæǻƥÜǔ²ņæƥĲæ»ň�ƊƏƘǴƀń) 

ƥóƏ《Æ7ƒ~ţ³ĊǞƏºjıŚ�
%	* Ƃ�EǻƥǱ》'ƖèǀdȜžȅ

ǳR�ǫǲ�ŔqÛƘǴƀƏǣŭ7ǺǋœƾŗÔ 
%	( ƻ© 
%	) ƻǻƥÑěƏ

ĊǞăp7�

ǀŗœ�
%	) ƻÐƋ³ȓc;îƻ3¢�dȜĘƁ 
%	* ƂºjıŚĊǞĪ

ÐÑě�Òdžȅ8+-Ǧǘ9Əǣŭ72�ȹótő*ǁŐǱǩ�Ɗ3ƏȜtŗ

þƘǴ�HÑě�ƆĚǻ�4�Htī³źr²»ň�Ɗ©ȤǁŐ»ň�Ɗƫǻ

ƥ0�Ƿŕ²ņæƥ+-ȠƌƏĻ¢ǌ7ǋœƾġȟ+-ǿȀ_�D¢ȶǣŴĄ

�ǼȒ.ȧǻ0ƏĪÐkØ�ȬŢƘǴƀƏȡÀĆǌ《Æ7
%	(ƻdVÐƋ³
%	�

îŪ-~�èǀȖ]8ŷV�Ð6õǱűǦ6²ņæƥĲæ�Ɗ&ȧǻƥƏńg

kØ�ǻƥǁŌ¢ǀȎǋŗžȅ8ÄƼƏǣŭ7�$ıȺ�șȆśŜı£Ə+-

Ȗ]ǻƥÑě)Ã�Ɗ�śŜĲæǻƏŗþkØ©ĚǻÐķ)ȅ7�

���444�

���444�

-��g<ǓǳĐ¦ÕȪ+×ġǺǋœƾŗÔ2êȃȫO30Īê+-ǁŐ©

ÔȇĪÐ0ĪêȞ¿ƏȨȾ7�

ǀŗœ"�

�	�ÔȇĪÐƈǗêȃȞ¿žȅǳRǣŭ7�

�
�õƭæƥ©șȆśŜæƥı£êȃĬȢ)ȅ7)% ¡+-Īê0�ǁŐ6

śȳ©șȆ+-ƛƦƋÐ�ƏĪê�ń 	
 ¡�=t3ƏĪĚ1æƥ´ȁ6Ƞƚ

+-ƛƦƋÐ�7�

�(�ĪêæƥǀɀƩ�ŔqƏǣŭ�fǩ)Þ<��_Ĕń�ƴĊ-æƥêȃ

řĆæƥÔȇǀɀ7�

.��Û'šǋœĄǥĭĥăpƏŗœ7�

'šǋœĄǥ1"�	�Ŵȡ�+-ı£ƏĪÐȃŽ�Ǽ�ä�P�êȃȞ》#

�
�ȓ$ťÒ«+-ǻƥV■©ǻƥkØ7�

ǀŗœ�ÐŕȣÛ'šǋœĄǥȠ�8ƔñƏğĲ��ý8ǕÊƏĨŒ7�



 

50 

�����	�Ǔ'šǳR�ǫǲ�HŎ�Ƿ+-³、Ư�ÐȃŽ6P�êȃȞ》ıȺ

ȓǞ8ƣŏƏĜƷ�Y44�

�
�ǀȎðŲƏǼƛ©Ǭǰ�Ƿ+-³+-ǻƥV■ıȺ½�82ȤǁŐǱ

ǩ3ǻƥƏÐķ�Ǽĭ844�

�

7�³^Ì¢M³¸öĀ�©/�o�vS�E�F<��®³Dzv�u���

	��ǋœƾ³Ɖµ�Ɖ�²ņæƥÔɀ0þƏæƥŋįÔɀÖȺƣ_Ý7²ņ

æƥŋįÔɀÖös8ŋį»ň”ǒÔɀ6ŬųÔɀ6źr²ȵįŞŸÔɀ6Ŭ

ų©Ĺ”�úóŞŸÔɀ6ȤƬ�Ð*Ŋŝ”ǒÔɀ6ŰȷÔɀƫȻƒ�Ȓ?Ȼ

ƒƏkØ©Ǳ¿I¬žȅ»ňǣŭ7SǷ+-ŨãńÄƺ 	�% ¡ÐƋ�…Ⱥƣ 	
%

íıƳƏŋįÔɀÖ0�Cȵį¼Ħà�ę8 *% íıƳ7ȶǣ__�ĉƏȵįė

ŔŞŸÔɀÖƏȺƣĸļ)Ãƌ71ŤÐȰȠ�8ËȥöÔɀĪÐķȩÑě6ė

ÜĪêzƌľȩ½�ȌÜķȩƫğĲ�\ǲ8ÐƋtƾƏǣŭ�SŤȨȾůńE

Řň'Ǩo�ȶǣáĵĥţ7�


��ǋœƾ³œȪĪÐȃįķȑ�Ɖ�ÞĬǻƥƏĪÐÄƼ*Ū-ǣŭėŔƀ

ƏÇ�ƥó)ÃƸÙ7ǀœ�Ū-ǣŭėŔƀ*ĪÐŵ�Əg■ƙȭ0�Ū-Ǳ

ǩ�ǰĮ�ȶt{Ûñ �/ėŔƀ�h0ńėŔƀ (�
2ǒȣÛiV²ņæƥÛǾ

�hǱǩĮJ�ǈ}ēĎŔĮJ6}ÓĲæČŉıŚ�ǨoĲæ6ȏǚ�ǆďȎ

ƥ0Čŉ*ƲƊȨȾ�ïǒǇ�ǋǝæƥ*ƟQȨȾ37SĻ³Ū-Ǳǩ�ǰĮ�

ƏĪÐÄƼ0�ĳůńnĸĈǱǩƏȻƒ*Ū-ǣŭėŔƀ (�
 ƏÛñg■�4

ůńǹĸžȅȍąǷŪ-ǣŭėŔƀĈȠƌƏĪÐıűĻ“ŖƏ7 ŖƏĪÐÄ

Ƽ*Ū-ǣŭėŔƀ)ǟĝƏăp³2ŋį�Ð3©20¯ȐG�Ƽǣ304ń

) ƥóƏsƉ7 
 
X���ÀRÞ/�ØÝ0£@¸í�x�48b/�awD��aw�o

45�>w2 ���	��� D 
 �²�k����	���
 �A���'����

w2¥�aW���

����ÄÐ²ņæƥ+-Ʃ�ǳR�ǫǲ�ŔqƏȍąăp1"�

	��� /$ƻėŔdȜ�ř7�


��(- /;ƻėŔ0�ń (
 /ėŔ�ř�	 /;ƻėŔ�řSń)ƝÓ®ƶ�

*/;ƻėŔ�řSńùȻ7�

�

'�����di\�r¾��h]¸9ìWüÕ;¸öĀ�aP"?°i§



 

51 

�n±�/O�.(�* ���ND"?zv���

����ÄÐ²ņæƥ+-Ə)ȅ©ȶǣgŴƏȨȾË("�

	��Ƿ+-Ū-ǣŭȍąótőǳKÎ³)ȅ7ƪ 8 ȻŪ-ǣŭ2ǎ-Ǧǘ3

ƏėŔƀtǨ)á�Ɗ�ÜǔȴHÛĝ�ȕƏĪÐƈǗ72Ū-Ǳǩ�ǰĮ�362ŋ

į�Ð3©20¯ȐG�Ƽǣ3&ȧǻƥƏĪÐÄƼ¶ůńŴĸƔñƏŪ-ǣŭ

ėŔƀ�4ůńǦÓŪ-ǣŭȍąñǷȠƌƏĪÐıű7�


��²ņæƥ+-ńƚ>õǱ6õƭæƥ©șȆśŜæƥ&/+-ı£�h0

șȆśŜı£²ņæƥĲæ�ƊƏŗþkØůńǢdȜǤƑ� ķǷı£+-Ȗ

]ǻƥƏ~]ǻƥÑě4Î³)ȅ7Ȓ?ȝ)z<ÐƋ+-ǒ�Əºj7�

(��șȆśŜæƥı£ƏĪêĬȢ)ȅ�ɁìĪêĪÐƢƛǒ�ù7)% ¡+

-Īê0ȸ´ȁȠƚƴ+-+-ǑĿƏĪê�ń 	
 ¡�� ¡ĪĚ0�ń 	 _ċđ

șśı£ƏĪÐL�#ůńǥ|ȐîșȆ©śŜıȺƕƻH'ƏĪÐƢƛąŒ7�

)��ÔȇĪÐÎ³ũȋĸļƏǛùƈǗ7ȶǣ__�ĉƏȵįėŔŞŸÔɀÖ

ƏȺƣĸļ)Ãƌ#ŕÁAÐƛ»´ƏƲƊ}ó《ÞĊǞǮ—#+-Ô5ƏƲƊ

Î³Ŧǧ#$?ÔȇƴǻƥƏǋŗŔq)ÃŻŀ7 

�

����:�Þ/�ØÝ0³^Ì¢ÉÚ�={c �6/�aw�£_YfP�'��

��ª¤3@�Z��J%F/²/�aw�>|�5XZ��'�����ª

¤�,«/�aw>|�=Z��'����ª¤�-7�H��MxJu.q

�p����\�Z� �+�(�Wqj¥¢=Z�qjr� �V�@5� �

V�Q 6}�'�����Mx�qjr/�Z�� �V�~²/O#+Pn

[f!�'KCC�E�vS���Mx��v`Bms7�XR~²7¯�� 
�

æƥĪǐǳR�ǫǲ�Ɖµǋœǁǰ�

i¤S½2****di 

$ƻėŔǳ
KǁŒ ;ƻėŔǳKǁŒ 

;ƻėŔǳKǁŒƏƊƍ 
��6��aw©²G0�Q ��	

���
 ²X0o.(����

1!ÐƋ 
P5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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ŔqkØ 2  P5  P/C□   P/W□  F□ ȍ|ǳRŔqƏǣŭ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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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5  F□ 

ŔqkØ 1  P5  P/C□   P/W□  F□ ȍ|ǳRŔqƏǣŭ7 
ŔqkØ 2  P5  P/C□   P/W□  F□ ȍ|ǳRŔqƏǣŭ7 
ŔqkØ 3  P5  P/C□   P/W□  F□ ȍ|ǳRŔqƏǣŭ7 
ŔqkØ 4  P5  P/C□   P/W□  F□ ȍ|ǳRŔqƏǣŭ7 
ŔqkØ 5  P5  P/C□  P/W□  F□ ȍ|ǳRŔqƏǣŭ7 
ŔqkØ 6  P5  P/C□   P/W□  F□ ȍ|ǳRŔqƏǣŭ7 
ŔqkØ 7  P5  P/C□   P/W□  F□ ȍ|ǳRŔqƏǣŭ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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ŔqkØ 12 P5   P/C□   P/W□  F□ ȍ|ǳRŔqƏǣŭ7 

4.Ėǅĥȓ 
P5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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ŔqkØ 3  P5  P/C□   P/W□  F□ ȍ|ǳRŔqƏǣŭ7 

ŔqkØ 4  P□  P/C□   P/W5  F□ ÔȇĪÐÎ³ũȋĸļƏǛùƈ
Ǘ7 

ŔqkØ 5  P5  P/C□   P/W□  F□ ȍ|ǳRŔqƏǣŭ7 

6.êȃȫO 
P5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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șȆśŜæƥı£ƏĪêĬȢ)
ȅ�ĪêÐ�ǑĿ�$�ɁìĪê
ĪÐƢƛǒ�ù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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ŔqkØ 5  P5  P/C□   P/W□  F□ ȍ|ǳRŔqƏǣŭ7 

7.ĤĖōJ 
P5  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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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申请学校须是经教育部批准或备案的普通高等学校，土木工

程专业已经教育部批准或备案，并有五届及以上本专业本科毕业生。 

1.2 申请学校应向高等教育土木工程专业评估委员会递交申请

书。 

1.3 学校应根据评估委员会的要求，对申请书中有关问题做出答

复，或提供相关材料。 

1.4 如申请因为不符合条件而未被受理，学校可在达到申请评估

（认证）的基本条件后重新提出申请。 

1.5 申请学校填写《土木工程专业评估（认证）申请书》一份（附

件C1），加盖学校公章，于申请年度8月10日前邮寄至评估委员会秘

书处，同时将电子版发至指定邮箱。 

邮寄地址：北京市三里河路9号 住房城乡建设部人事司专业评估

委员会秘书处，邮政编码：100835。 

联系电话：010-58933242，58934045，58933389（传真）； 

E-mail: tujianpinggu@163.com 

1.6 申请获得通过，评估委员会将于9月15日前通知申请学校，并

分配网站账号和密码，进入自评报告撰写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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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评和撰写自评报告是专业评估（认证）的重要阶段，是接受评

估（认证）专业对办学状况、人才培养质量的自我检查，主要检查办

学条件、人才培养计划和培养结果是否达到《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

评估（认证）标准》所规定的要求，以及是否采取了充分措施，以保

证教学培养计划的实施。 

� ��ÐÞ�¬�

2.2.1 自评工作由学校有计划地组织进行，贯彻“以评促建、以评

促改、以评促管”的精神，自始至终体现真实性、客观性、综合性，

专业所在院系和学校应组织教师、学生和相关工作人员共同参与该项

工作。自评工作应对照指标要求，从学校办学的特点出发，通过举证

的方式，详细说明为了达成人才培养目标所开展的具有自身特色的教

育教学实践与取得的成效（包括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与实施、各教学

环节的安排与保障、教学质量保证体系的建立和运行等），阐释其实

现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的途径以及目标达成的程度。 

2.2.2 撰写自评报告是自评工作的主要内容。自评报告要对专业

教育的各项内容进行自我评价、说明并附以证明材料，以供审核。 

� ��ÐÞ�U¸>nWÕ«�

自评报告应对照《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评估（认证）标准》，

其内容和格式要求参见自评报告撰写指导书（附件C2）。自评报告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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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常见问题及解答可参考附件C3。 

� ��ÐÞ�U¸�(�

申请评估（认证）的学校应在规定时间内将自评报告上传至评估

网站，并将加盖学校公章的纸ȁ报告一份邮寄至评估委员会秘书处。 

� 	�ÐÞ�U¸��Ó6�

当自评报告内容不完整或陈述不明确时，评估委员会将要求学校

在规定时间内提交补充材料。提交补充材料时不必再将自评报告重新

提交。 

��³^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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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考查将在学校正常教学期间进行，接受评估（认证）专业所

在学校应为现场考查专家组的入校考查做好如下准备： 

（1）应为考查专家组准备一间专用工作（会议）室，室内备有

供专家查阅的最基本的有关教学和教学管理等资料，如学生作业、设

计、试卷、报告、论文等。 

（2）应安排专人配合考查专家组的工作。 

（3）应为考查专家组准备考查期间教学、实践等环节的课表、

各类人员名单，供专家组抽取部分进行访谈。 

（4）不安排与评估（认证）无关的活动。 

（5）遵守评估（认证）工作有关纪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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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考查结束前，考查专家组将考查报告稿送评估（认证）专业

所在学校、院系征询意见。学校可就评估结论建议以外的考查报告所

述情况及相关问题与考查专家组交换意见。学校可将考查报告在师生

中传阅，但在评估（认证）结论发布之前，不得对外公开。 

��Þ/�ØÝ0ÉÚ·ß�

4.1 接受评估（认证）专业所在学校如对专业评估委员会做出的

结论有异议，可在收到结论后15日内向住房城乡建设部土建类专业评

估仲裁委员会提出申诉。逾期未提出异议的，视为同意评估（认证）

结论。 

4.2 申诉应以书面形式提出，详细陈述理由，并提供能够支持申

诉理由的各种材料。 

4.3 住房城乡建设部土建类专业评估仲裁委员会做出的仲裁意见

为最终结论。 

4.4 结论为“不通过评估（认证）”的专业点所在高校，需经过两年

建设期后方可重新申请评估（认证）。 

	�Þ/�ØÝ0±�3��

5.1 通过评估（认证）专业所在学校应认真研究现场考查报告中

指出的问题，采取切实有效措施进行改进。 

5.2 通过评估（认证）的专业在有效期内如果对课程体系做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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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或师资、办学条件等发生重大变化，应立即向评估委员会秘书

处申请对调整或变化的部分进行重新评估（认证）。重新评估（认证）

通过者，可继续保持原评估（认证）结论至有效期届满；否则，终止

原评估（认证）的有效期。重新评估（认证）工作参照原评估（认证）

程序进行，但可以视具体情况适当简化。 

5.3 通过评估（认证）的专业如果要保持评估（认证）有效期的

连续性，须在评估（认证）有效期届满前一年重新提出评估（认证）

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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ù, �����������\�r¾��Þ/�ØÝ0·ã% 

 

高等教育土木工程专业评估委员会： 

根据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评估（认证）有关申请资格的规定，

对照《高等学校土木工程专业评估（认证）标准》，我们认为我校土

木工程专业满足申请条件，现申请参加专业评估（认证），请予受理。 

本校所有材料完全属实，特此承诺。 

 

 

 

                               申请评估（认证）学校(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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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请评估（认证）学校与专业概况 

二、专业基本状态数据表 

三、本专业正在执行的培养方案（另附） 

四、教学管理和质量保障体系 

五、专业教师履历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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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ãÞ/�ØÝ0i¤���¨?�

申请学校  

学校负责人  电  话  

学 

校 

简 

介 

（不超过 500字） 

 

专业名称 
 

 
所在院系  

专业负责人 

姓  名  电子邮件  

电  话  手  机  

通信地址（邮编）  

专业简况 

（不超过 1500字） 

专业符合评估
（认证）申请
条件的简要 
陈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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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次评估或

申请以来专业

的变化和建设

情况（复评学

校和提出过申

请但没有被受

理的初评学校

填写） 

 

专业在成果导

向(OBE)方
面已有的做法

和下一步的计

划 

�

评估（认证） 

联系人 

姓  名  电子邮件  

电  话  手  机  

通信地址（邮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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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G`0WF �U<G`0WF \jo�"!lV� 

1�-L 
P□       P/C□ 
P/W□       F□ 

G8�. 1   P□   P/C□   P/W□  F□  
G8�. 2   P□   P/C□   P/W□  F□ 
G8�. 3   P□   P/C□   P/W□  F□ 
G8�. 4   P□   P/C□   P/W□  F□ 

2.)�OG 
P□       P/C□ 
P/W□       F□ 

G8�. 1   P□   P/C□   P/W□  F□  
G8�. 2   P□   P/C□   P/W□  F□ 
G8�. 3   P□   P/C□   P/W□  F□ 

3.J�\K 
P□       P/C□ 
P/W□       F□ 

G8�. 1   P□   P/C□   P/W□  F□  
G8�. 2   P□   P/C□   P/W□  F□ 
G8�. 3   P□   P/C□   P/W□  F□ 
G8�. 4   P□   P/C□   P/W□  F□ 
G8�. 5   P□   P/C□   P/W□  F□ 
G8�. 6   P□   P/C□   P/W□  F□ 
G8�. 7   P□   P/C□   P/W□  F□ 
G8�. 8   P□   P/C□   P/W□  F□ 
G8�. 9   P□   P/C□   P/W□  F□ 
G8�. 10  P□   P/C□   P/W□  F□ 
G8�. 11  P□   P/C□   P/W□  F□ 
G8�. 12  P□   P/C□   P/W□  F□ 

4.;X?g 
P□       P/C□ 
P/W□       F□ 

G8�. 1   P□   P/C□   P/W□  F□  
G8�. 2   P□   P/C□   P/W□  F□ 
G8�. 3   P□   P/C□   P/W□  F□ 

5.cR�T 
P□       P/C□ 
P/W□       F□ 

G8�. 1   P□   P/C□   P/W□  F□  
G8�. 2   P□   P/C□   P/W□  F□ 
G8�. 3   P□   P/C□   P/W□  F□ 
G8�. 4   P□   P/C□   P/W□  F□ 
G8�. 5   P□   P/C□   P/W□  F□ 

6.2fk� 
P□       P/C□ 
P/W□       F□ 

G8�. 1   P□   P/C□   P/W□  F□  
G8�. 2   P□   P/C□   P/W□  F□ 
G8�. 3   P□   P/C□   P/W□  F□ 
G8�. 4   P□   P/C□   P/W□  F□ 
G8�. 5   P□   P/C□   P/W□  F□ 

7.>;E� 
P□       P/C□ 
P/W□       F□ 

G8�. 1   P□   P/C□   P/W□  F□  
G8�. 2   P□   P/C□   P/W□  F□ 
G8�. 3   P□   P/C□   P/W□  F□ 
G8�. 4   P□   P/C□   P/W□  F□ 
G8�. 5   P□   P/C□   P/W□  F□ 
G8�. 6   P□   P/C□   P/W□  F□ 

ng
IbC8 
[5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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