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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校基本情况 
 

学校名称 吉林化工大学 学校代码 10192 

邮政编码 132022 学校网址 http//:www.jlict.edu.cn 

学校办学

基本类型 

□教育部直属院校 

□√公办 □民办 

□其他部委所属院校 

□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地方院校 

现有本科 

专业数 

    

                 
上一年度全校本科 

招生人数 

   

                 

上一年度全校 

本科毕业人数 
 学校所在省市区 

   

   吉林省吉林市龙潭区 

已有专业

学科门类 

□哲学 □√经济学 

□√理学 □√工学 

□法学 

□农学 

□教育学 

□√医学 

□√文学 

□√管理学 

□历史学 

□艺术学 

 

学校性质 
○综合 

○语言 

○√理工 

○财经 

○农业 

○政法 

○林业 

○体育 

○医药 

○艺术 

○师范 

○民族 

专任教师

总数 
 专任教师中副教授及以

上职称教师数 
 

学校主管部门 吉林省教育厅 建校时间 1958年 

首次举办本科

教育年份 
1958年 

曾用名  

学校简介和

历史沿革 

（300 字以内） 

吉林化工大学位于北国江城—吉林市，始建于1958年，是一所涵盖多

个学科门类的省属本科高校，也是吉林省唯一一所石化行业特征鲜明的本

科院校，是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试点高校、全国教育现代

化推进工程产教融合项目试点高校、吉林省整体转型试点高校和吉林省转

型发展示范高校、吉林省特色高水平应用型大学。 

学校近五年专 

业增设、停招、

撤并情况（300 

字以内） 

 

   学校始终坚持以工为主、多学科协调发展，以行业和吉林省经济社
会发展需求优化调整专业布局。目前在工、理、经、管、文、医6个学
科门类开 设本科专业51个。2021年至今，学校累计撤销专业3个，调整
学科授予门 类专业3个，停招专业9个，新增专业4个。

985 494

3984

413951

吉林化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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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申报专业基本情况 
 

专业代码 080717T 专业名称 人工智能 

学位 工学 修业年限 4年 

专业类 电子信息类 专业类代码 0807 

门类 工学 门类代码 08 

所在院系名称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学校相近专业情况 

相近专业 1 电子信息工程 2000年 

该专业教师队伍情况 

（上传教师基本情况表

Excel） 

相近专业 2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1999年 

该专业教师队伍情况 

（上传教师基本情况表

Excel） 

相近专业 3    

增设专业区分度 

（目录外专业填写） 

 

增设专业的基础要求 

（目录外专业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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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申报专业人才需求情况 

申报专业主要就业领域

（限500字） 

（1）核心技术研发与智能制造应用 

毕业生主要面向人工智能核心技术研发与工业智能化升级两

大领域。在技术研发方向，可从事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

大模型优化等算法设计，以及AI芯片、边缘计算设备等智能硬件

开发，半导体企业相关岗位年薪超50万元。在智能制造领域，聚

焦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智能质检、预测性维护及产线自动化升

级，深度服务流程工业智能化转型，岗位需求年增速超40%，薪

资水平显著高于传统工程岗位。机器人算法工程师（招聘增速

479%）、工业大数据挖掘专家等复合型人才成为就业市场核心

增长点。 

（2）新兴战略领域与多元服务场景 

毕业生在国家战略新兴产业与政企智能化服务中扮演关键角

色：重点覆盖智能交通（自动驾驶算法开发、无人机控制系统工

程师）、智慧城市（安防系统开发、公共设施智能运维）及低空

经济（招聘增速64.5%）等政策驱动领域；同时胜任AI产品经

理、智能系统架构师、AI安全合规专家等技术融合型岗位，年薪

普遍达30万以上；并支撑科技研发与职业教育生态，服务于高校

科研机构及产业人才培训体系。 

就业领域人才需求情况（请加强与用人单位的沟通，预测用人单位对该专业的岗位需

求。此处填写的内容要具体到用人单位名称及其人才需求预测数）（限1000字） 

（1）智能制造与工业智能化领域 

中石油/中石化计划2025年新增设备智能运维工程师200人，要求精通设备振动时序

分析与知识图谱构建，支撑炼化装置预测性维护；一汽集团（长春基地）工业机器人应

用工程师缺口150人，需掌握ROS系统开发与产线数字孪生集成；邦柯科技（吉林本地合

作企业）智能质检系统开发岗需求50人，核心能力为机器视觉算法优化（如YOLO系列）

及高噪声工业数据处理。华为工业智能急缺智能制造解决方案工程师120人，聚焦边缘

计算设备开发与产线自动化升级（年薪45–65万元）。 

（2）智能驾驶与机器人领域 

小鹏汽车多模态感知算法工程师需求100人，要求激光雷达点云处理与强化学习规

控能力（年薪60–90万元）；轻舟智航ADAS仿真测试工程师缺口60人，需掌握CARLA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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拟场景生成技术。人形机器人领域需求爆发式增长：EX机器人算法工程师岗位同比激增

479%，侧重实时运动规划与软硬件协同设计；大疆创新具身智能算法工程师需求70人，

年薪超80万元。新松机器人（沈阳基地）系统架构师需求40人，要求熟悉EtherCAT工业

总线协议。 

（3）AI基础设施与新兴技术领域 

中科曙光AI芯片设计工程师需求90人，精通GPU/NPU架构优化（年薪104万元）；华

为昇腾分布式训练框架开发岗110人，需掌握Megatron-DeepSpeed框架。生成式AI方

向：百度智能云大模型产品经理需求60人，需兼具NLP技术与行业落地能力（年薪92万

元）；字节跳动AILab多模态算法研究员需求50人，聚焦AIGC内容生成与跨模态对齐。

AI安全领域：奇安信集团AI安全架构师缺口50人，负责模型对抗防御与数据隐私合规

（海淀区紧缺岗）。 

（4）区域重点企业与政策驱动需求 

吉林省依托产业升级释放岗位：吉林石化工业大数据挖掘专家需求40人，侧重流程

工业时序特征提取（年薪20–35万元）；长春光机所智能感知硬件工程师需求30人，要

求高精度传感器嵌入式开发。京津冀区域集聚效应显著：中关村AI北纬社区为初创企业

提供免租政策，2025年算法工程师需求200人，聚焦大模型微调与场景适配；华为现代

产业学院（吉林）边缘计算设备开发工程师需求80人，需掌握昇腾芯片模型轻量化部署

（年薪35–60万元）。 

申报专业人才

需求调研情况 

（可上传合作

办学协议等） 

年度计划招生人数 60 

预计升学人数  

预计就业人数  

其中：（请填写用人单位名称）(Excel

表) 
 

（请填写用人单位名称） 

(Excel表) 
 

（请填写用人单位名称） 

(Excel表) 
 

（请填写用人单位名称） 

(Excel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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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师及课程基本情况表 

4.1 教师及开课情况汇总表（以下统计数据由系统生成） 
 

专任教师总数 10 

具有教授（含其他正高级）职称教师数及比例 2：10 

具有副教授以上（含其他副高级）职称教师数及比例 6：10 

具有硕士以上（含）学位教师数及比例 10：10 

具有博士学位教师数及比例 3：10 

35 岁以下青年教师数及比例 1：10 

36-55 岁教师数及比例 9：10 

兼职/专职教师比例 0：10 

专业核心课程门数 11 

专业核心课程任课教师数 10 

4.1 教师基本情况表（以下表格数据由专业填写Excel表） 
 

姓 

名 

性 

别 

出生 

年月 

拟授 

课程 

专业技 

术职务 

最后学历 

毕业学校 

最后学历 

毕业专业 

最后学历 

毕业学位 

研究 

领域 

专职 

/兼职 

邢雪 女 
1983-

03 
机器学习 教授 吉林大学 

交通信息工程

及控制 
博士 

人工智能应

用技术 
专职 

林琳 女 
1979-

02 

数据库原

理、神经

网络与深

度学习 

教授 
兰州交通大

学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 
学士 

人工智能应

用技术 
专职 

张慧颖 女 
1982-

06 

数字信号

处理 
副教授 

长春理工大

学 

信息与通信工

程 
博士 光通信技术 专职 

孙燕霞 女 
1989-

12 

计算机网

络 
其他中级 

长春工业大

学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 
硕士 软件工程 专职 

李佳 女 
1982-

04 

Python程

序设计 
副教授 

东北电力大

学 
计算机应用 硕士 软件工程 专职 

金炳涛 男 
1980-

02 

嵌入式系

统 
副教授 

哈尔滨工业

大学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 
硕士 

嵌入式系统

开发 
专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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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连福 男 
1971-

03 

数据结构

与算法 
副教授 

长春光机学

院 

计算机应用技

术 
硕士 计算机应用 专职 

李婧祎 女 
1990-

09 

信号与系

统 
讲师 

长春理工大

学 

电子科学与技

术 
博士 光通信技术 专职 

郑力军 男 
1976-

01 

计算机组

成原理 
副教授 吉林工学院 

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 
学士 软件工程 专职 

杨明 男 
1982-

07 

图像处理

与机器视

觉 

副教授 
西南交通大

学 

信号与信息处

理 
硕士 图像处理 专职 

          

          

4.3.专业核心课程表（以下表格数据由专业填写Excel表） 
 

课程名称 课程总学时 
课程周 

学时 
拟授课教师 

授课 

学期 

Python程序设计 48 2 李佳 3 

电子技术基础 64 4 吴正玲 3 

数字电子技术 48 3 付莉 4 

数据结构与算法 48 3 么连福 3 

信号与系统 48 3 李婧祎 2 

数字信号处理 40 2.5 张慧颖 4 

计算机组成原理 48 3 郑力军 5 

数据库原理 48 3 林琳 4 

机器学习 32 2 邢雪 6 

图像处理与机器视觉 32 2 杨明 6 

信息融合与模式识别 32 2 董如意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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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姓名 邢雪 性别 女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行政职务 系副主任 

拟承担课程 机器学习 现在所在单位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 

学校、专业 
2019.06、吉林大学、交通信息工程及控制 

主要研究方向 智能交通关键技术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吉林省教育科学研究课题：面向新工科“智能化转型”需求的

应用型高校计算机专业实践教学模式及教学评价方法研究 

2023年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面向应用型创新人才培

养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实践教学体系构建 

2024年吉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面向产业智能需求

的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改造升级路径探索与实践 

从事科学研究 

及获奖情况 

2020年吉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结合时空数据张量的多阶交通

信息挖掘方法研究 

2021年吉林省自然科学基金：基于多阶数据张量的交通出行信

息推荐方法研究 

2023年吉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基于深度学习的交通流预测建

模与分析 

参研项目获市科技进步二等奖2项 

2023年吉林省教育科技产业服务中心 高校优秀科技成果转化项

目三等奖 

近三年获得教学研究经 

费（万元） 
5.3 

近三年获得科学研 

究经费（万元） 
25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 

课程及学时数 

离散数学223.6学时 

密码学原理118.3学时 

软件项目实训196学时 

近三年指导本科毕 

业设计（人次） 
24 

注：填写三至五人，只填本专业专任教师，每人一表。（填写Excel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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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姓名 林琳 性别 女 专业技术职务 教授 行政职务  

拟承担课程 
神经网络与深度学

习、数据库原理 
现在所在单位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 

学校、专业 
2003.06、兰州交通大学、计算机软件与理论 

主要研究方向 人工智能技术在电气工程领域的应用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吉林省教育科学研究课题：面向“计算思维”培养的非计算

机专业“互联网+计算机基础教学”改革和实践。 

吉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课题：基于网络教平台的“停

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教学新生态模式研究与应用。 

《C语言程序设计》省优课 课程参与人。 

从事科学研究 

及获奖情况 

2021年吉林省自然科学基金： 异构能源指纹驱动下云-边协同

终端用电设备辨识核心技术研究 

2023年吉林省发改委科研项目：风/光制氢系统协调控制与智

能监控研究 

2024年吉林省科技进步奖二等奖：智能锅炉承压管线泄露检

测技术应用研究 

 

近三年获得教学研究经 

费（万元） 
0 

近三年获得科学研 

究经费（万元） 
46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 

课程及学时数 

大学计算机、C语言程

序设计，1024学时 

近三年指导本科毕 

业设计（人次） 
7 

注：填写三至五人，只填本专业专任教师，每人一表。（填写Excel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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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专业主要带头人简介 

姓名 张慧颖 性别 女 专业技术职务 副教授 行政职务  

拟承担课程 数字信号处理 现在所在单位 信息与控制工程学院 

最后学历毕业时间、 

学校、专业 
2017.06、长春理工大学、信息与通信工程 

主要研究方向 光通信技术、目标检测 

从事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及获奖情况（含教改项

目、研究论文、慕课、 

教材等） 

吉林省教育科学项目：基于赛耶模型的混合课堂多元协同 

深度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以信号与系统课堂为例 

从事科学研究 

及获奖情况 

2022年横向项目：汽车缓速器智能测试分析平台研发   

2022年，吉林省科技厅项目：吉林省智能制造装备研发与检

测创新团队 

2024年吉林省科技厅项目：视觉融合的多模高精度室内可见

光定位关键技术研究 

近三年获得教学研究经 

费（万元） 
2 

近三年获得科学研 

究经费（万元） 
62.6 

近三年给本科生授课 

课程及学时数 

信号与系统课程学时126.6学时 

通信电子线路114.3学时 

近三年指导本科毕 

业设计（人次） 
35 

注：填写三至五人，只填本专业专任教师，每人一表。（填写Excel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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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教学条件情况表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实 
验设备总价值（万元） 

1084.6 
可用于该专业的教学实 
验设备数量（千元以上） 

38 

开办经费及来源

（限500字） 

（一）财政拨款 

1. 省级财政专项资金 

专项资金用于仪器设备购置、升级改造等关键环节。 

2. 科研项目经费支持 

在科技研发项目方面资助，用于开展实验研究、算法开

发、数据采集分析等工作，助力专业科研水平提升，反哺教

学实践。 

3. 教研项目经费支持 

在教育教学改革方面资助，用于开展教学研究、课程建

设、教材建设、人才培养等工作，助力专业教育教学能力提

升。 

（二）学校自筹资金 

1. 学费收入的合理分配 

用于日常教学运转，如支付专业教师薪酬、购买教学耗

材、维护教学设备等。 

2. 学校其他学科收益反哺 

学校利用学科产业合作、技术转让等收益用于支持人工

智能专业在各领域应用研究的设备购置、实验室建设，促进

学科交叉创新发展，培育跨学科复合型人才。 

（三）社会捐赠 

1. 企业合作捐赠 

众多企业看好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前景，积极与高校展

开合作，捐赠资金助力专业建设。 

2. 校友回馈捐赠 

校友捐赠资金可用于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实验室，为学生

提供创新实践空间，培养学生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推动专

业不断向前发展，提升母校在人工智能领域的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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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均年教学日常支出 
（元） 

 

实践教学基地（个） 
（请上传合作协议等） 

 

教学条件建设规划 
及保障措施 
（限500字） 

（一）教学条件建设规划 

1．师资队伍建设 

面向国内外知名高校和科研机构，重点引进在机器学

习、计算机视觉、自然语言处理、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具有深

入研究的人才 3-5 人，充实专业教师队伍。 

2．实验室建设 

根据专业课程体系和实践教学需求，合理规划实验室的

功能布局。到2027年，应建设实验室有基础实验室、专业实

验室、创新实验室和综合实验室等。 

（二）保障措施 

1．组织保障 

学院成立人工智能专业建设领导小组，由学院院长任组

长、主管教学的副院长担任副组长，成员包括专业骨干教

师、企业兼职教师等。工作小组负责制定专业建设实施方

案，组织开展课程建设、师资队伍建设、实践教学基地建设

等工作，定期对专业建设情况进行检查和评估，确保专业建

设目标的实现。 

2．师资队伍建设保障 

加大师资队伍建设力度，制定人才引进和培养计划。一

方面，继续引进具有人工智能专业背景的高层次人才，充实

师资队伍；另一方面，加强对现有教师的培养培训，鼓励教

师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活动、专业培训课程和企业实践锻

炼，提高教师的教学水平和科研能力 

3．教学资源建设保障 

加大对教学资源建设的投入，确保教学设施和实验设备

的更新和完善。安排专项经费用于购买人工智能相关的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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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期刊杂志和数据库，建设专业实验室和实践教学基

地。加强与企业的合作，通过共建实验室、实习基地等方

式，充分利用企业的资源为教学服务。鼓励教师开展教学资

源建设工作，对编写优秀教材、建设优质在线课程、开发教

学软件等给予支持和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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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教学实验设备情况表（填写Excel表） 

教学实验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 购入时间 设备价值（千元） 

智能制造综合实训系统 DPRO-IFAE-ATD* 3  2022年12月18日 930 

多功能工业机器人实训系

统 
JK-D008* 8  2022年12月18日 776 

智能服务机器人平台 JK-B4* 10  2022年12月18日 660 

智能语音处理实验平台配

套教学资源 

P3003-B002-002-

A0PT* 
2  2022年12月18日 198 

智能语音处理实验平台 
P3003-B002-002-

A0* 
16  2022年12月18日 336 

计算机视觉技术实验平台 
P3003-B002-001-

A0* 
16  2022年12月18日 368 

光纤通信原理实验箱 ZY120FC* 10  2006年12月1日 68 

IOS应用软件开发计算机 iMac* 8  2019年12月3日 114.4 

交换机 华为S1724G* 2  2014年6月12日 2.06 

网络机柜 跃图A6622* 3  2014年6月12日 2.94 

服务器 I2TS2-8888HV* 3  2014年6月12日 80.4 

嵌入式系统实验开发平台1 
奋斗

1.1STM32F103VET6* 
40  2014年6月12日 171.6 

ARM嵌入式实验开发系统 
EL-ARM-830含

S3C44B0CPU板 
8  2005年12月1日 46.4 

控制系统监视器终端 ThinkcentreM930t* 40  2022年12月13日 208 

数字综合实验系统 EL-TS* 12  2019年3月21日 564 

数字信号处理实验系统 EL-DSP/ARM-IV* 4  2019年3月21日 87.52 

信号实验系统配套计算机 ChengMing3980* 8  2019年3月21日 50.4 

信号实验系统 EL-SCAT-III* 8  2019年3月21日 1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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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实验设备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 购入时间 设备价值（千元） 

通信综合实验系统 Comm Sys MIMO* 16  2019年3月21日 560 

网络配线装置 KYPXZ-01-054383 8  2013年12月30日 168 

配套工具箱及配套工具 KYGJX-114375 6  2013年12月30日 13.002 

模块化创新机器人套件(竞

赛B版) 
Up-InnoSTAR-RB* 6  2018年10月27日 107.7 

陆地机器人 KenBlock* 1  2018年10月27日 510.7 

水中机器人 KenFish* 1  2018年10月27日 510.7 

电脑鼠 TQD-Mictomouse* 1  2018年10月27日 189.5 

无人机 MAVIC AUR* 1  2018年10月27日 30.35 

25自由度机器人 NAO* 2  2018年10月27日 255.6 

智能制造总装工作台 
7EMRBAS-01000-

00A00* 
1  2018年10月27日 1767.26 

智能仪器与虚拟仪器综合

实验装置 
QSXN-2* 20  2016年5月4日 693.4 

传感器系统综合实验装置 THSRZ-2* 12  2016年5月4日 206.16 

深度学习工作站2 IWT210-2G* 3  2021年6月21日 285 

深度学习工作站1 IWT210-4Gi* 2  2021年6月21日 207.94 

工业视觉实验系统配套显

示器 
U28E590D* 3  2019年12月3日 6.3 

工业视觉实验系统 IC-3173* 1  2019年12月3日 195 

信号与系统综合实验平台 *含模块 20  2015年12月20日 131.2 

数字信号处理教学实验系

统 
EL-DSP/ARM-IV* 20  2015年12月20日 156 

通信原理实验箱 DVCC-M2* 10  2015年12月20日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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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申请增设专业的理由和基础 

（应包括申请增设专业的主要理由、支撑该专业发展的学科基础、学校专业发展

规划等方面的内容）（如需要可加页） 

（一）增设人工智能专业的理由 

1. 顺应产业发展需求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与产业结构的持续调整，新兴产业不断涌现，传统产业也在

加速转型升级。在吉林省高质量发展战略背景下，诸如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

智能装备等重点领域对专业人才的需求呈现出井喷式增长。通过增设相关专业，为产

业发展输送急需的专业人才，助力区域经济发展。 

2. 优化学校专业布局 

学校现有的专业设置虽已涵盖工、理、经、管、文、医 6 个学科门类，但在部分

新兴和交叉学科领域仍存在不足。为了构建更加完善、合理的学科专业体系，提升学

校的综合竞争力，增设新专业显得尤为必要。通过增设人工智能专业，进一步优化专

业布局，促进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与协同发展，为学生提供更加多元化的学习选择和

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3. 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增设人工智能专业可以引入新的教育理念、教学方法和课程体系，为学校的人才

培养注入新的活力。人工智能专业紧密围绕行业前沿和市场需求进行设置，注重培养

学生的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和综合素质；可以促进教师队伍的建设和发展，鼓励教师

开展教学改革和科学研究，提升教师的教学水平和科研能力，从而全面提升学校的人

才培养质量。 

（二）支撑专业发展的学科基础 

1. 优势学科助力 

依托控制科学与工程学科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积累的雄厚实力，形成的鲜明特色

和优势，在师资队伍、科研平台、科研成果等方面为增设人工智能专业提供了有力的

支撑和保障，为人工智能专业提供教学和科研指导，帮助人工智能专业快速发展。 

2. 学科交叉融合 

学校积极推动学科交叉融合，为人工智能专业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学科生态环

境。在增设人工智能专业过程中，充分整合相关学科的资源，打破学科壁垒，促进不

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合作。通过学科交叉融合，可以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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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学科思维能力，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使学生更好地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需求。 

3. 科研平台支撑 

学校拥有多个省级科研平台，如省级重点实验室、工程中心等。这些科研平台为

新专业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提供了先进的实验设备和良好的研究条件。学生可以在科研

平台上参与科研项目，锻炼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同时，科研平台的研究成果也可以

转化为教学资源，丰富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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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申请增设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包括培养目标、基本要求、修业年限、授予学位、主要课程、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和主要专业实验、教学计划等内容）（如需要可加页） 

（一） 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适应人工智能及相关领域发展需要，具有较高的学

科与工程素养，掌握人工智能专业的基础理论、基本方法、应用工程与技术，具备实践能

力、创新能力、系统思维能力，具有一定的从事智能系统应用研究与开发的能力，能在人

工智能相关领域从事智能系统、智能信息处理、智能行为决策等方面的科学研究、开发设

计、决策管理和工程应用等工作,符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技术发展需求的生产、管理和技术

服务的现代工程师。 

本专业学生毕业5年后，通过行业、社会实践与自身学习，应达到以下目标： 

培养目标1：具有健全的人格、良好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社会责任感和职业道德，践

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能在人工智能领域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国家及本行业的技术标

准和政策法规，能正确评价所设计的工程对象和从事的工程实践活动对文化、健康、安

全、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培养目标2：具有综合应用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知识及人工智能专业知识，分析

并解决人工智能工程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具有从事本专业领域产品设计与制造、技

术开发与服务、运行维护和技术管理等方面工作的能力。 

培养目标3：能够在人工智能专业实践和多学科背景下的团队中展现独立工作、团结协

作和组织领导能力，能主动地适应社会发展和环境变化，具有良好的沟通合作能力和一定

的国际视野，能融入多学科团队并发挥有效作用。 

培养目标4：具有自主学习能力和终身学习意识，能适应社会和行业发展变化、技术进

步需要，持续跟踪人工智能领域专业技术发展动态，了解本专业领域的新知识、新技术、

新产品、新标准规范，并将其应用于专业实践中。 

 

（二） 毕业要求 

通过本科阶段学习，毕业生应达到如下的毕业要求（能力）： 

毕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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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

智能等相关控制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 

指标点 1.1 运用数学、自然科学、工程基础和专业知识恰当表述复杂工程问题。 

指标点 1.2 掌握并运用相关工程基础和专业基础知识对人工智能领域复杂工程问题建立

数学模型并求解。 

指标点 1.3 能够将相关专业知识和数学模型方法推演、分析人工智能领域复杂工程问

题。 

指标点 1.4 能够基于所建立的数学模型，运用相关专业知识对人工智能领域复杂工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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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解决方案进行比较和综合。 

毕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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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科学思维

方法，识别、表达、并通过文献研究分析人工智能相关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以获得有效

结论。 

指标点 2.1 能够运用数学、自然科学的基本原理及工程基础知识，识别和判断人工智能

相关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关键环节。 

指标点 2.2 能够运用数学、自然科学的科学原理和数学模型方法，正确表达人工智能领

域的复杂工程问题。 

指标点 2.3 能够认识到解决复杂工程问题有多种方法，并通过信息检索、文献研究等方

法，寻求可替代的解决方案。 

指标点 2.4 能够应用相关基本原理和工程知识，借助文献研究，分析人工智能领域复杂

工程问题解决过程中的影响因素，以获得有效结论。 

毕业要求 3（设计/开发解决方案）：针对人工智能相关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能够设

计满足特定需求的系统、单元部件或工艺流程和解决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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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标点 3.1 掌握人工智能相关领域工程设计和产品开发全周期、全流程的基本设计/开

发方法和技术，了解影响设计目标和技术方案的相关因素。 

指标点 3.2 针对人工智能相关领域复杂工程问题，能够根据特定需求，完成人工智能系

统单元部件的设计。 

指标点 3.3 能够设计满足特定需求的人工智能系统或工艺流程，并在设计中体现创新意

识。 

指标点 3.4 在人工智能系统或工艺流程设计过程中能够考虑社会、健康、安全、法律、

文化以及环境等制约因素，优化设计方案和参数。 

毕业要求 4（研究）：能够基于科学原理并采用科学方法对人工智能相关领域的复杂工

程问题进行研究，包括实验设计、数据分析与解释，并通过信息综合得到合理有效的结

论。 

指标点 4.1 能够基于自然科学原理和工程基础知识，通过文献研究或相关方法，调研和

分析人工智能领域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 

指标点 4.2 能够根据对象特征，选择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设计实验方案。 

指标点 4.3 能够根据实验方案构建实验系统，并根据实验目的安全地开展实验，正确地

采集、整理实验数据。 

指标点 4.4 能对实验结果进行分析和解释，并通过信息综合获得合理有效的结论。 

毕业要求 5（使用现代工具）：能够针对人工智能相关领域复杂工程问题，开发、选择

与使用恰当的技术、资源、现代工程和信息技术工具，对复杂工程问题进行预测与模拟，

并理解其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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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点 5.1 了解人工智能专业常用的现代仪器、信息技术工具、工程工具和模拟仿真软

件的使用原理和方法，并理解其局限性。 

指标点 5.2 能够在人工智能系统的设计开发过程中，选择与使用合适的现代仪器、信息

技术工具、工程工具和模拟仿真软件，对人工智能领域中的复杂工程问题进行分析、计算

与设计。 

指标点 5.3 能够针对具体的对象，开发或选用满足特定需求的现代工具，对复杂工程问

题进行预测与模拟，并理解其局限性。 

毕业要求 6（工程与社会）：能够基于人工智能相关工程背景知识进行合理分析，评价

人工智能工程实践和复杂工程问题的解决方案对社会、健康、安全、法律以及文化的影

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指标点 6.1 了解人工智能专业相关领域的技术标准体系、知识产权、产业政策和法律法

规，理解不同社会文化对工程活动的影响。 

指标点 6.2 能够分析和评价人工智能工程实践及其解决方案对社会、健康、安全、法

律、文化的影响，以及这些制约因素对项目实施的影响，并理解应承担的责任。 

毕业要求 7（环境和可持续发展）：能够基于人工智能相关领域的背景知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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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标点 7.1 知晓和理解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内涵，理解人工智能领域的复杂

工程实践对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指标点 7.2 能够站在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思考人工智能专业工程实践的可持续

性，评价产品周期中可能对人类和环境造成的损害和隐患。 

毕业要求 8（职业规范）：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人文社会科学素养、

社会责任感，能够在人工智能工程实践中理解并遵守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履行责任。 

指标点 8.1 树立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理解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了解中国国情，

具有基本的人文社会科学素养和社会责任感。 

指标点 8.2 理解诚实公正、诚信守则的工程职业道德和规范，并能够在人工智能工程实

践中自觉遵守。 

指标点 8.3 理解工程师对公众的安全、健康和福祉，以及环境保护的社会责任，并能够

在人工智能工程实践中自觉履行责任。 

毕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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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开展相关工作。 

指标点 9.1 能够在多学科背景的团队中明确工作目标，与团队成员有效沟通，合作共

事。 

指标点 9.2 能够理解团队中每个角色的作用，在团队中独立或合作开展工作。 

指标点 9.3 能够组织、协调和指挥团队开展工作。 

毕业要求 10（沟通）：能够就人工智能相关领域的复杂工程问题与业界同行及社会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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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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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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标点 10.1 能够就人工智能专业问题，通过口头、文稿、图表等方式准确表达个人观

点，回应质疑，理解与业界同行和社会公众交流的差异性。 

指标点 10.2 了解人工智能专业领域的国际发展趋势、研究热点，理解和尊重世界不同

文化的差异性和多样性。 

指标点 10.3 具备跨文化交流的语言和书面表达能力，能就人工智能专业问题，在跨文

化背景下进行沟通和交流。 

毕业要求 11（项目管理）：理解并掌握人工智能相关领域的工程管理原理与经济决策

方法，并能在多学科环境中应用。 

指标点 11.1 掌握人工智能工程领域项目中涉及的管理与经济决策方法； 

指标点 11.2 了解工程项目全周期、全流程的成本构成，理解其中涉及的工程管理和经

济决策问题。 

指标点 11.3 能够在多学科环境下，在设计开发人工智能工程问题解决方案的过程中，

运用工程管理与经济决策方法。 

毕业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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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标点 12.1 能够在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认识到自主学习和终身学习的必要性。 

指标点 12.2 能够跟踪人工智能行业及相关领域的技术发展动态，具有自主学习的能

力，包括对人工智能技术问题的理解能力，归纳总结的能力和提出问题的能力等。 

 

（三） 修业年限 

四至六年 

 

（四） 授予学位 

工学学士 

 

（五） 主要课程 

（1）主干学科 

电子信息工程、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核心课程 

Python程序设计、电子技术基础、数字电子技术、信号与系统I、数据结构与算法、数

字信号处理、计算机组成原理、数据库原理、图像处理与机器视觉、机器学习、信息融合

与模式识别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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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和主要专业实验 

（1）主要实践性教学环节： 

电子技术基础课程设计、工程训练Ⅱ、电子技术基础课程设计、硬件课程设计、数据

库系统设计实践、模式识别课程设计、专业生产实习、创新创业能综合训练、专业综合设

计、毕业设计（论文）。 

（2）主要专业实验： 

C语言程序设计实践、Python程序设计实验、电子技术基础实验、数字电子技术实验、

计算机网络实验I、数字信号处理实验、计算机组成原理实验、图像处理与机器视觉实验。 

 

（七） 专业方向与特色 

（一）专业方向： 

本专业聚焦工业智能感知与认知决策，面向人工智能技术在工业场景，特别是流程工

业领域的落地应用。核心方向在于培养学生掌握智能环境感知、工业数据分析挖掘与智能

认知决策的综合能力，旨在服务于化工等行业的生产过程优化、设备智能运维、安全监控

预警及自动化控制等核心环节，推动传统工业的智能化升级。 

（二）专业特色： 

本专业紧密结合吉林化工大学的行业背景优势，形成了鲜明的“工业化+AI”交叉融合

特色。人才培养紧密围绕工业生产实际需求，构建了以真实工业问题为导向的课程体系与

实践环节。通过深度产教融合与校企协同，依托校内外实践平台，强化学生在复杂工业环

境下应用AI技术（如智能感知、大数据分析、模式识别、机器人系统等）解决实际工程问

题的能力，致力于培养兼具扎实AI技术能力与深刻化工行业背景的复合型应用型工程技术

人才。 

 

（八） 毕业合格标准 

（1）学生在规定的学习年限内，修满本方案规定的全部课程，通过考核，取得170学

分。 

（2）德智体美劳达到毕业标准。 

 

（九） 教学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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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校内专家设置评议专家组意见表 

总体判断拟开设专业是否可行 是 □否 

理由： 

拟招生人数与人才需求预测是否匹配 是 □否 

 
本专业开设的基本条件是否符合

教学质量国家标准 

教师队伍 是 □否 

实践条件 是 □否 

经费保障 是 □否 

专家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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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医学类、公安类专业相关部门意见 

（应出具省级卫生部门、公安部门对增设专业意见的公函并加盖公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