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先进制造一体化和系统化培养体系

智能网联汽车

航空航天装备

数字化工厂

机械类25

湖南大学机械工程学科源于����年创办的湖南高等实业
学堂机械科，迄今已有百余年办学历史。����年在教育部组织
第三轮学科评估中，排名全国第�。����年入选教育部“世界
一流建设学科”建设行列，第四轮学科评估为A-。����年，
“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世界��～��位，”“所属工程学”
进入ESI全球前�‰。机械学科设有机械工程（国家一级重点学
科）、力学�个一级学科，�个博士点、�个硕士点、�个博士后
流动站。机械大类专业依托机械工程学科而设立，包括机械设
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车辆工程、工程力学、工业工程�个本科
专业，其中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和车辆工程入选首批国家
一流专业，工程力学和工业工程入选湖南省一流专业；建有汽车
车身先进设计制造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国家高效磨削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个国家级以及��个部省级研究基地和�个机械工程国家级
实验教学基地。

专业概况

本专业致力于培养基础扎实、视野开阔、德才兼备，具备良好人文科学素养、创新思
维能力和发展潜能，能在机械工程及其相关交叉领域内，从事教学科研、产品设计、生产
制造、科技开发、生产组织与经营管理等工作的创新型机械工程精英人才。

培养目标

专业拥有教职工���余人，教授��人，其中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人，
海内外高层次人才��人，获批有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创新研究群体和国家
国防科技创新团队，形成了一支学科和年龄结构合理的高水平教师队伍。

师资队伍

   形成了“智能+”人才培养教学模式和“课程+实践+竞赛+平台”四维一体双创教育模
式，拥有教育部学科���创新引智基地，实施《培英计划》，每年选派��余名本科生赴国
际知名高校与机构交流学习。大学生方程式赛车队三次获得全国总冠军，两次代表中国参
加最高水平国际大赛，曾获亚洲高校最好成绩，被中国政府网首页报道。

培养特色

毕业生就业率稳定在��%以上，约��%毕业生前往清华大学、美国加
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等国内外著名大学深造，其余毕业生中超过��%的学生
进入世界和中国���强企业。培养了钟志华院士、孙逢春院士、李元元院士
等众多杰出优秀人才。

毕业前景

专业方向

专业介绍

03/04

教授
70人

海内外高层次人才
19人

中国工程院院士
2人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车辆工程

工程力学

工业工程

著名大学深造
46%

���强企业
55%

毕业就业率
99%

湖南高等
实业学堂机械科1908年

第三轮学科评估
全国第�2012年

“世界一流建设学科”2017年

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
世界��～��位2020年

进入ESI全球前�‰2020年 “所属工程学”



本专业面向未来智能产品与智能制造领域，培养基础扎实、视野
开阔、德才兼备，具有家国情怀、科学精神和创新能力的高水平创新
型复合人才。掌握智能制造领域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具备解决复
杂工程问题的能力；能够从事智能产品与装备的设计开发、生产制
造、运行维护和科学研究等工作。

培养目标

本专业面向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发展需求，依托工业互联网络和智
能制造云平台两大支撑基础，注重机械、信息、控制、人工智能等学科交叉，贯穿产
品规划、设计制造、测控运维、技术服务等智能制造全生命周期。突出以多学院协同
培养和基于项目驱动的双导师培养模式，强化跨界、跨学科与多元化培养途径。开设
智能制造导论、智能技术数学基础、人工智能技术及应用、智能微传感器、工业网络
原理及应用、智能制造信息系统、数字化设计与制造、机器人导论、大数据分析技
术、智能生产系统等特色课程；设有智能设计、智能制造、智能运维与管理三个专业
方向共��余门专业选修课。与中车集团、三一重工、上汽集团、新松机器人、大族激
光等先进制造著名企业共建有实习实践基地。学院还提供世界机器人大赛、无人机大
赛、智能产品创意比赛、智能汽车大赛等多个学科竞赛与科技创新平台。

培养特色

本专业师资力量雄厚，现有教授��人，副教授
��人，助理教授�人，其中博士导师��人，含中国工
程院院士�名、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名、湖南省教学
名师�名。教师博士化率超过��%，具有海外留学经
历者超过��%。

师资队伍

本专业毕业生深造就业率超过��%。其中，��%
以上选择继续深造，主要赴麻省理工学院、帝国理工
大学、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慕尼黑工业大学、东京
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清华大学等国内外知名高校
深造。选择就业的主要领域分布在IC制造、智能机器
人、智能车辆、先进轨道交通、航空航天、高端装
备、新一代信息产品等先进制造行业。

毕业前景

智能制造工程26

智能制造工程专业是在我国制造业转型升级和加快建设制造强国
的时代背景下建立的新兴专业，是湖南大学最早设立的国家新工科专
业之一。本专业依托机械工程世界一流建设学科和国家重点学科建
设，具有博士学位授予权与博士后流动站，培养学生在智能设计、智
能制造、智能运维与管理方面的能力，投入我国制造业智能升级和创
新发展事业。

专业概况

先进制造行业就业

智能装备

高档数控机床与机器人 物联网

先进轨道交通 新一代信息技术

航空航天

专业介绍

03/04

中国工程院院士
2名

教授/副教授
35名

博士导师
30名

海内外高层次人才
8名

助理教授
6名

湖南省教学名师
2名

智能加工

智能物流

智能装配

智能检测

智能车大赛 机器人大赛 荣誉奖励

中车集团 大族激光 三一重工

实验中心 机器人学院 教学中心

中国工程院院士

智能制造专业建设：硬件平台、双创竞赛、校企联合

国家级高层次人才

钟志华丁荣军 段辉高 王刚 侯淑娟

姜潮

李光耀

冯凯 宋立军 韩晓筱

无人机机器人

智能汽车



选调生

培养特色

本专业现有教授和副教授��人，助理教授�人，其中博士生导师��
人，含国家外专局重点引进文教专家�名，湖南省海外高层次人才�名，
湖南省教学名师�名，具有海外留学经历教师比例超过��%。

师资队伍

本专业毕业生可从事于大型能源、汽车和航天航空企业、研究设计
单位、装备制造、电器与电子通讯等相关企事业单位的研发与管理部
门，深造和就业率超过��%。

毕业前景

能源与动力工程27

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源于����年创办的热
工教研室和����年设立的内燃机专业，是国内能
源与动力工程“新工科”人才培养的重地之一，
����年入选湖南省一流本科建设专业。

专业概况

1926年 创办热工教研室

1972年 设立内燃机专业

2020年
入选湖南省一流本

科建设专业

本专业致力于培养基础扎实、视野开阔、德
才兼备，具备能源与动力工程专业宽厚的基础理
论，系统掌握常规能源与新能源高效洁净转换与
利用、能源动力装备与系统等方 面专业知识，能
从事能源与动力领域的科学研究、技术开发、设
计制造、运行控制、管理与服务等工作，具有良
好人文素养、科学精神、创新意识、国际视野和
工程实践能力的新时代高素质人才。

培养目标

海外留学经
历教师

80%

深造、就业率

98%

专业方向之一：新能源与节能技术

专业方向之二：高效低排放燃烧与动力系统智能控制

专业方向之三：高效制冷空调与微纳尺度传热传质

湖南大学能源与动力工程实验室

相关企事业单位的研发与管理部门

大型能源企业

汽车与发动机企业

航天航空企业

电子通讯研究设计单位

装备制造

电器

专业介绍

03/04

教授、副教授
14人

助理教授
6人

博士生导师
10人

海外高层次人才
2名

湖南省教学名师
14人

本专业采用本科实验班导师制培养模式，对
学生实施导师指导下的个性化培养方案。所学课

程不仅涵盖机械类基础课程和能源动力类核心课程，还包括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氢
能、储能等新能源课程，以及能源高效清洁转换中电子控制技术和高效制冷空调与微纳尺
度（芯片）传热传质技术课程。专业建设有汽车电子与控制技术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湖
南大学先进动力总成技术研究中心等科研平台和教育部共建的“能源与动力专业校外实践
教育基地”，为学生提供优质的创新实践平台和校外实践教育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