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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交通基础设施交叉方向
研究生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董泽蛟,高庆飞,单丽岩,谭忆秋
(哈尔滨工业大学

 

交通科学与工程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90)

摘要:“交通强国”国家战略背景下,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迫切需要以“两新一重”为指导,以适应新时

代智慧交通发展要求。 高校作为专业人才培养的主体,应紧密贴合国家战略和行业需求,鼓励交通运输

工程各二级学科与其他学科交叉,推进交通运输工程专业向智能化、信息化方向发展,推进研究生培养

模式系统性改革。 以现行培养体系存在的问题为切入点,从行业和高校两个角度出发,围绕理论知识、

实践能力、创新思维和国际视野四个方面,归纳总结了交通基础设施方向研究生应具备的四项核心能

力:知识迭代能力、工程实践能力、技术创新能力和国际适应能力。 针对智慧交通基础设施交叉方向研

究生特点,紧扣研究生培养质量这一核心目标,以课程体系、培养模式、学科交叉为主要措施;以支撑培

养体系的可行性和科学性;以管理办法、导师团队、实践平台为坚实后盾,保障改革措施能够切实落地。

“三支撑”与“三保障”互相有机联系,共同致力于提升专业研究生培养质量,构建了智慧交通基础设施

交叉方向研究生培养模式。 以哈尔滨工业大学交通科学与工程学院的实际探索案例为依托,介绍了该

案例在国际教育、学科交叉和校企合作方面取得的系列成效,指出了培养模式探索中可能存在的问题,

为智慧交通基础设施交叉方向研究生培养模式建设指明了未来重点关注方向,并提供了具有积极借鉴

意义的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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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一直致力于建设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其中,交通基础设施是支撑经济运行、
推动经济增长的必备条件。 根据交通运输部发布的《2020 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
国铁路营业里程达到 14. 6 万公里,公路总里程达到 519. 8 万公里,内河航道通航里程达到 12. 8 万

公里。 从规模上看,中国交通基础设施建设领先于世界,但大部分基础设施仍然依靠传统基建方

式,与“交通强国”国家战略需求尚存在一定的差距。 如何从“交通大国”转变为“交通强国”,已成

为整个交通行业需要迫切关注的问题。 当前,在政策支撑和科技发展背景下,中国交通行业正处在

由“大”向“强”迈进的关键时刻。 同时,交通行业的发展变革,也会对其背后的学科结构产生影响。
在“交通强国”的大背景下,交通基础设施专业方向的研究生作为交通领域高层次人才的主要后备

力量,其培养模式急需引入新的思路。 张建功[1] 从创新能力、专业实践、培养定位及质量评价等多

个角度,对研究生培养体系改革展开了探讨;国内部分学者[2-7] 通过对我国研究生跨学科培养模式

现状进行调查分析,指出目前高校在研究生学科交叉培养中仍存在许多问题;赵晓霞[8] 提出应该以

新工科研究与实践的建设要求为指南,重视研究生实践能力提升,创建一套适应行业新发展的土木

工程专业实践教育体系;杨林[9]从校企合作的角度出发,结合实际案例,为培养交通行业国际化人

才提供了借鉴。 为适应基础设施建设的新要求、新高度,本文将聚焦交通基础设施方向研究生的培

养,期望通过学科交叉的方式,积极推动学科智慧赋能,剖析现行研究生跨学科培养模式的同时,提
出新思路,使培养模式得到进一步完善。

图 1　 交通基础设施相关学科行业背景

一、交通基础设施方向研究生培养的挑战

(一)
 

从行业变革看待挑战

互联网科技的兴起,给许多传统行业带来了冲击,要求交通行业积极寻求改变。 2021 年 8 月,
交通运输部印发《交通运输领域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行动方案(2021—2025 年)》中指出,交通基础设

施建设应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作为发展主线,打造包括智能公路、航道、港口等在内的一批交

通新基建重点工程。 然而,目前传统专业课程仍主要面向规模化基础设施建设,传统学科难以与人

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科学技术有效对接,未能很好地适应新基建、新工科的要求。
(二)

 

从高校培养模式看待挑战

目前,交通基础设施方向的研究生培养整体落后于行业需求。 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
(1)课程体系陈旧。 在《交通强国建设纲要》中,多次提到了推动大数据、互联网、人工智能、区

98



　 　
　 　 　 　 　 　 　 　 　 　 　 　 　 　 　 　 高等建筑教育　 　 　 　 　 　 　 　 　 　 　 　 　 　 　 2023 年第 32 卷第 2 期　 　 　

块链等新技术与交通行业深度融合,而目前高校课程设置在这些方面尚待完善。 为适应“交通强

国”国家战略的需求,应尽快完成课程体系的迭代,当学生走出高校时,能够做到所学即所用。
(2)培养模式单一。 硕士研究生分为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和学术型硕士研究生,前者注重实践能

力的培养,后者注重基础理论的培育,但二者的培养目标与培养过程区分不明确,导致无法有效实

现国家分类培养硕士研究生的目的,不利于为交通强国建设输送素质优良的卓越工程型人才队伍。
(3)缺乏国际视野。 研究生课程以线下中文课程为主,出国交流访学覆盖率偏低,难以满足新

时期对外交流的常态化管理要求和国际化人才需要,且难以培养学生“交通强国”全球视角与战略

思维。
(4)评价机制落后。 目前,高校对于研究生的创新性成果要求不够合理,唯科技论文是瞻,忽视

工程实践。 以发表论文为导向的培养模式贯穿研究生培养全过程,不利于科技成果向生产力转化,
导致现行评价机制落后于行业发展要求。

二、交通基础设施方向研究生的核心能力

精准定位交通基础设施方向研究生的核心能力,能够更好地帮助我们理解研究生培养的难点。
在明晰本专业研究生核心能力的前提下,并以之为导向,才能做到有的放矢,提出一套体系完备、行
之有效的解决方案。 基于多年研究生培养与管理经验,提出以下四个核心能力。

(1)知识迭代能力。 交通基建正处于传统基建到新基建的过渡时期,部分旧知识被逐渐摒弃的

同时,学科交叉所产生的新知识得到了飞快的发展。 学生能否快速接受前沿的知识,在很大程度上

影响着对行业的适应性。
(2)工程实践能力。 现阶段专业型硕士的比例正在逐年升高,但很多高校未能很好地区分专业

型硕士与学术型硕士的培养目标。 以交通基础设施方向为例,基础设施建设本质上是实践的产物,
而学生需要足够的锻炼机会,将眼光下沉到具体工程,才能够解决具体的工程实际问题。

(3)技术创新能力。 技术创新是理论与实践结合后得到的结果。 当学生的理论知识足够扎实,
工程经验足够丰富之后,则应该对学生提出更高的要求,即工程创新。 将交叉学科的知识应用于实

际工程,解决现有工程难题,应该作为研究生培养更高层次的要求。
(4)国际适应能力。 无论在读研究生的选择是继续深造还是参加工作,都需要提前适应国际环

境。 对于有志于走学术道路的学生,高校应该给予学生更多的出国交流机会,拓宽国际视野。 随着

我国国际工程的发展,对于有志于成为卓越工程师与设计师的研究生而言,高校应让其提前熟悉国

际工程规范,提高其国际工程管理能力,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通基础设施建设更好地服务。

三、“三支撑”与“三保障”培养体系

(一)培养体系各层次间关系

基于研究生需具备的四项核心能力,提出智慧交通基础设施交叉方向研究生的具体培养方案

构想,其主要内容为“三支撑”与“三保障”。 “三支撑”指的是课程体系、培养模式和学科交叉对研

究生培养的支撑;“三保障”指的是管理办法、导师团队和实践平台对研究生培养的保障。 “三支撑”
与“三保障”的根本目的是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更好地适应及服务行业发展和国家战略。

研究生培养体系中,培养质量的具体含义是多维度的。 智慧交通基础设施交叉方向研究生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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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的最终目标是全球地标工程的设计者、超级工程的创造者、圆梦工程的探索者及交通强国的引领

者。 在培养导向上,要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要求研究生具备大格局的家国情怀、大工程的技术

素养及大交通的领导能力。
必须明确的是,研究生培养质量是核心目标和检验成效的第一标准。 “三支撑”是提升培养质

量的主要措施,而为了确保这些举措能够顺利、连贯地执行,又需要“三保障”为培养体系中的具体

内容提供有力保证。

图 2　 研究生培养质量为核心的“三支撑”“三保障”体系

(二)“三支撑”助力提升培养质量

1. 以课程体系为支撑

目前,国内高校在交通基础设施方向课程设置上存在课程知识落后于行业需求和学科前沿的

现象。 针对这一问题,各高校需要优化传统工科教育课程体系,积极响应国家“新工科”建设,打造

一批具有新时代特色的课程。 在经历了过去几十年的大规模交通基础设施建设之后,许多基础设

施在使用期间出现了诸多隐患。 因此,可以考虑逐步提升交通基础设施运营与维护方面课程的比

例,例如桥梁隧道智能管养技术、隧道运营安全与防灾、公路基础设施智能检测等课程,都可以加入

到研究生的课程体系中。 特别是在当下,交通行业变革巨大,在设置课程时,不能仅仅将眼光聚焦

于当下的行业热门,同时也要准确预测行业新动向,使所学课程拥有足够长的知识寿命,既能够提

升研究生在行业内的竞争力,同时也符合国家对新时代工科人才的要求。
在我国交通行业积极向国外市场拓展的背景下,学生的英文素养和适应国际工程能力显得愈

发重要。 然而,目前国内高校在外文课程的设置上存在一定的差距,研究生的国际化视野没有得到

很好的延伸。 为改变这一现象,交通类高校必须重视对外文课程体系的构建。 一方面,本校教师团

队要率先打磨一系列体系完备的外文课程;另一方面,高校应加强与国际高水平学者之间的合作,
推出具有国际化特色的共建课程。

2. 以培养模式为支撑

在课程体系创新改革基础上,也要对研究生的培养模式开展新的探索。 企业和高校虽然在交

通行业内扮演的角色不同,但二者都是推动行业变革的核心力量。 针对现行研究生培养模式单一

的问题,要根据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和学术学位硕士研究生的不同侧重点,展开不同方向的培养模

式改革。
对于专业型硕士研究生,在培养过程中,需要与交通行业内领先的工程设计、施工单位进行密

切互动。 “新工科”建设要求中,明确提到要开展产教融合范式、校企合作机制和人才培养模式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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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研究和实践。 企业较之高校,能够更直观、更敏锐地感知行业发展动向。 因此,若研究生能够依

托高校平台,参与到行业内龙头企业的项目中,就能更好地把握职业方向,提升专业素养。 在生产

中学习,同时将校内课程中学到的知识应用于实际工程,使产、学、研三者之间有机结合,这对研究

生实践能力的提升大有裨益。
对于学术型硕士研究生,要大幅度地引入外文课程,提升学生适应国际学术环境的能力。 同

时,应该创造条件,尽可能多地给予研究生到国外高校访问交流以及联合培养的机会。 尽管我国的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和学科发展极为迅速,但相较于以欧、美、日为代表的发达国家,仍然有许多需要

学习和借鉴的经验与模式。 鼓励和支持研究生在国际化环境中学习,能够更快地帮助我国交通行

业补足短板、缩小差距。 另外,积极加强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也能够提升国内高校的学科影响力。
3. 以学科交叉为支撑

目前,交通学科的基础理论已经被补充得较为完善,但在生产实际中仍然存在许多难题。 这些

难题很难依靠单一学科解决。 基于调查问卷的数据和分析,有学者指出交叉学科研究生的科研能

力整体高于单一学科研究生[10] 。 因此,学科交叉的理念,也应该贯彻到研究生的培养体系中来。
学科交叉并不意味着过去的传统学科内容日渐式微,相反,在与其他学科交叉的过程中,必须

以本学科为出发点,认真总结、分析交通基础设施方向的内涵和特点,结合工程教育改革提出的新

要求,提出一套切实可行的交叉学科建设方案。 高校应打破思维定式,从学院—学院、方向—方向、
导师—学生多个角度出发,打造全方位的学科交叉体系。 在学院之间,高校可以组织各学院能够有

机联动的学科,组成新的智慧学院,智慧交通基础设施可作为其中的一个方向参与进来。 在学科之

间,应打破专业壁垒,积极寻找交叉点。 一方面,在此过程中,当智慧交通基础设施方向遇到工程和

科研中的困难时,可根据实际情况,与其他方向的师生组成交叉方向课题组,为问题解决提供新方

案;另一方面,智慧交通基础设施方向可以参与到其他学科或方向的课题中,拓展专业视野,为智慧

交通的发展开辟新的思路。 在导师与学生之间,交叉培养模式探索过程中,可以鼓励学生选择本方

向外的第二导师。 以本方向导师为主,第二导师为辅,制定符合智慧交通特色的交叉培养方案,使
学生能够更快适应交叉培养模式。 在整个过程中,需要通过加强原有交通基础设施方向的传统学

科与科学技术前沿融合,切实做到传统专业向数字化、网联化、智能化转型升级,以适应社会发展需

求,使传统的交通基础设施方向转型升级为智慧交通基础设施交叉方向。 致力于将新一代人工智

能、新能源、新材料等融合到传统交通基础设施的设计、建设、管理与养护中,并为解决城市间、城市

内交通问题提供支撑方案。 全方位打造“智慧+”交通学科,为“交通强国”战略贡献智慧力量。 这

样的学科升级,更加符合国家对复合型人才培养的需要,符合国家“新工科”研究与实践的要求。
(三)“三保障”确保培养体系有效性

1. 以管理办法为保障

在教学改革中,合理可行的构想与措施同样需要成熟的制度为改革提供支持。 很多举措的出

发点与切入点都是准确的,在改革初期也能够很快地取得一定的成效,但因为方案的具体内容没有

依托有效制度,在之后进展中表现出后继无力,甚至停滞不前的状况。
在智慧交通基础设施交叉方向培养体系实践中,高校应该出台行之有效的管理办法,明确各方

工作要求,推动行政与教学改革双管齐下,并落到实处。 以学科交叉环节为例,学校应起到统筹领

导的作用,提前做好各学科之间的沟通工作,改革中涉及到各学院学科负责人的应积极交换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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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考虑智慧交通基础设施交叉方向的特点,最后由学校或牵头学院出台相关文件,确保体系能够

长久平稳地运行下去。
导师和研究生分别作为培养方案的具体执行者和培养主体,也应该对其出台对应的管理办法。

研究生导师申报基本条件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导师的工作重心,进而影响导师对学生的培养方向。
研究生招生指导办法和毕业要求,则会更直观地影响研究生培养体系。 在针对导师和研究生的管

理办法中,应该充分体现“三支撑”中各项举措的内涵,从制度上保证课程体系与时俱进,不断更新;
鼓励导师和研究生到国外进行学习和交流;增强导师与研究生的创新精神,推动双方在科研和实践

过程中,积极探索学科交叉的可能性。
2. 以导师团队为保障

在培养体系中,导师对研究生直接负责,在最大程度上影响着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研究生导师

队伍应该率先垂范,积极向智慧交通基础设施方向发展,探索目前工作内容中能够与新技术交叉结

合的部分。 在培养模式革新的过程中,应该让研究生紧密参与到导师的交叉课题中,提高研究生创

新意识与交叉能力,力争将以导师为主导的初期局面,发展为导师与研究生共同进步的合作模式。
不同学科导师之间的合作也可以作为学科交叉的出发点。 一方面,导师间的交流能够启发合

作思路,找到其他学科知识在现有课题中的切入点;另一方面,研究生在导师的合作中能够更好地

适应学科交叉的模式,更快地成长为专业复合型人才。
高校除提升校内导师团队整体水平之外,也应该引进企业导师及国外导师[11] 。 多元组成的导

师团队能够有力保障研究生实践能力的提升,为研究生创造更多的企业和国外交流机会。 这也正

是“三支撑”中培养模式的内涵所在。
3. 以实践平台为保障

工科教育离不开工程实践,研究生在培养过程中需要得到足够的实训机会,才能确保实践能力

的提高。 根据相关实证分析显示,校外导师与实践平台能够显著提升研究生实践能力的培养成效,
且实践平台对培养成效的影响大于校外导师的影响[12] 。

高水平的实践平台能够将培养体系的有效性上升到新高度。 实践平台应该从校内和校外两个

方面并行建设,同时促进校内、校外双平台有机联动[13] 。 校内平台主要为研究生提供实验场所,供
其能够充分地将新想法和新思路在实验中论证,并从中提炼出切实可行的实验成果。 校外平台则

为研究生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案例。 在这个过程中,研究生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不断总结经验,
有效地锻炼了应对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 双平台的有机联动,能够促进研究生将校内平台的研究

结果应用于校外实践的具体工程中;校内科研成果能够在此过程中被不断修正,而修正后的科研成

果则具备了更好的实践价值。

四、培养模式探索中需要注意的问题

(一)避免本末倒置的现象

在课程体系改革中,新课程的出现,为研究生提供更多的选择,拓宽了研究生的专业视野。 不

应否认的是,即便是知识飞速迭代背景下,各学科仍然依托于基础知识在发展。 不能因为引入了具

有新工科特色的课程,而大幅挤压基础课程的课时。
在学科交叉过程中,同样要警惕舍本逐末的情况。 不经思考和论证,将几门学科的内容机械地

39



　 　
　 　 　 　 　 　 　 　 　 　 　 　 　 　 　 　 高等建筑教育　 　 　 　 　 　 　 　 　 　 　 　 　 　 　 2023 年第 32 卷第 2 期　 　 　

叠加在一起,只能在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中起到负面的作用。 在智慧交通基础设施交叉方向中,交
通基础设施相关学科应该起主导作用,其他学科的内容应该是服务于该学科。 从源头上看,引入其

他学科的最初动机和最终目标,都是解决本行业内现有的工程实际难题。 对其他学科的学习不应

过于全面化,要抱着因为“用”而“学”的思想,紧扣着学科之间交叉点来学习。 过分延伸学科间的交

叉部分,就背弃了学科交叉的初衷。
(二)避免实践浮于形式

注重工程实践的意识已经在多数高校范围内达成了共识,从中央到高校均出台了相关文件来

保障实践的成效,但在具体实践当中仍然存在诸多困难。 例如,校内实践平台资源紧张,学生参与

比例低。 与企业合作的校外实践平台,很难保障研究生的实践持续性,甚至出现以实践之名行参观

之实的现象。 为了防止这些情况的发生,高校应该加大力度继续支持校内实践平台建设,合理统筹

校内资源,要加强与企业的沟通与合作,提高校外实践的成效。
(三)缺乏与欠发达国家的实践交流

在国际化视野的培养上,我国高校主要将研究生派往欧、美、日等发达国家高校进行学习交流。
客观分析可以得出在高等教育发达的国家学习的经历,提升了我国研究生的科研素养。 但另一方

面,我们也应该意识到一些欠发达国家相比于交通基础设施成熟完备的发达国家而言,具有更多的

工程实践机会。 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我国交通行业建设企业均提高了海外业务的比

例,这些业务主要位于亚、非、拉美地区的欠发达国家。 高校可以在这些国家建立实训基地,定期组

织研究生开展实践。 一方面,提升了研究生的国际工程能力;另一方面,能够为当地工程提供技术

支持,响应我国交通建设“走出去”的需求。 在提升交通基础设施方向研究生培养质量同时,用高水

平研究生作为我国工程“走出去”的一张名片,提升中国的国际工程影响力。

五、实践案例及初步成效

哈尔滨工业大学交通科学与工程学院自 2010 年起开始,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2010—2020 年)为指导,开始探索全新的人才培养模式;2016 年,学院着重关注国际化教育,初
步形成全新的人才培养体系;2018 年,学院积极响应国家关于“新工科”建设的要求,进一步深化改

革,补充了学科交叉、校企合作等内容;2020 年,学院开始招收智慧交通基础设施交叉学科方向(智

慧交通交叉学科主要方向之一)硕士研究生,并在 2021 年全面建成“定制式”人才培养体系。
在国际教育方面,与德国亚琛工业大学和德累斯顿工业大学等高校深入合作,形成了以中德合

作为示范的国际联培模式。 2015 年与德方高校联合创办中欧交通基础设施先进技术研究中心;
2021 年创建中德未来交通学院,与德国理工大学联盟 TU9 高校紧密合作,开启中德合作交流新篇

章。 推进与国外知名高校学术交流合作的同时,交通科学与工程学院同样注重研究生的国际实践

能力提升。 与卢旺达政府合作,建立中国-卢旺达交通基础设施联合实验室、中国-卢旺达交通基础

设施智能化建养技术与装备联合实验室等国家级平台。 在国内外实践平台的有力保障下,首创“一

带一路”卓越工程师海外实训团,切实有效地提升了学生的实践能力。
在学科交叉方面,依托哈工大“大工科”平台优势,与多个学院共同建设了智慧城市(智慧交通)

研究生交叉学科。 从专业招生上,充分贯彻了学科交叉的理念。 招生不限于交通运输一级学科,专
业涵盖物流工程、电子信息、控制工程、物流工程等学科门类。 交叉学科方向研究生培养成效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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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研究生发表交通领域重要 SCI 期刊论文 100 余篇,其中 ESI 高被引论文 10 余篇。 同时,斩
获道路与机场铺面技术国际会议、世界交通研究峰会以及世界交通运输大会等国际会议最佳论文,
并荣获首届中国公路学会优秀博士和硕士学位论文、中国工程硕士实习实践优秀成果等重要奖项,
实现学院历史性突破。 学生中涌现出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宝钢优秀学生、王秉纲优秀研究生等典

型。 参与获得国家及省部级奖励 10 余项、发明专利 30 余项,成果成功应用于北京大兴国际机场、成
都天府国际机场、黑龙江大桥、鹤大高速等国家重大工程中,得到业内专家的一致好评。

在校企合作方面,与中建八局、中国路桥、黑龙江交投等多家行业领军企业签订了培养协议。
为加大合作力度,交通科学与工程学院聘请数 10 位企业专家作为校企合作导师。 一方面提高了研

究生的实践视野;另一方面,确保了校企合作的实效性。
哈尔滨工业大学交通科学与工程学院自开展智慧交通基础设施交叉方向建设以来,研究生具

备了更全面的国际化视野以及更深入的学科交叉思想,实践能力大幅度提升。 在此培养模式下,无
论研究生的目标是继续在学术道路深造,或者是投身行业成为优秀的工程管理人员,都能为其提供

行之有效的途径。 研究生在经历了高平台、宽视野、重交叉培养后,显著提升了个人能力,学院人才

培养质量不断提高,真正做到为“交通强国”战略输送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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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national
 

strategy
 

of
 

a
 

country
 

with
 

strong
 

transportation
 

network 
 

the
 

construction
 

of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urgently
 

needs
 

to
 

be
 

guided
 

by
 

new
 

infrastructure 
 

new
 

urbanization
 

initiatives
 

and
 

major
 

projects
 

to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smart
 

transportation
 

in
 

the
 

new
 

era.
 

As
 

the
 

main
 

body
 

of
 

professional
 

talent
 

cultivation 
 

universities
 

should
 

closely
 

align
 

with
 

national
 

strategies
 

and
 

industry
 

demands 
 

encourage
 

the
 

cross-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of
 

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
 

with
 

other
 

subjects 
 

promote
 

the
 

specialization
 

of
 

transportation
 

engineering
 

towards
 

intelligent
 

and
 

information-based
 

directions 
 

and
 

systematically
 

reform
 

the
 

postgraduate
 

training
 

mode.
 

This
 

article
 

first
 

points
 

out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postgraduate
 

students
 

in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from
 

both
 

industry
 

and
 

university
 

perspectives.
 

Starting
 

from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training
 

system 
 

the
 

article
 

summarizes
 

the
 

four
 

core
 

competencies
 

that
 

postgraduate
 

students
 

in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should
 

possess 
 

knowledge
 

iteration
 

ability 
 

engineering
 

practice
 

ability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bility 
 

and
 

international
 

adaptation
 

ability 
 

focusing
 

on
 

theoretical
 

knowledge 
 

practical
 

abilities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Based
 

on
 

this 
 

the
 

article
 

proposes
 

a
 

reform
 

plan
 

for
 

the
 

training
 

mode
 

for
 

postgraduate
 

students
 

in
 

the
 

cross-disciplinary
 

direction
 

of
 

smart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with
 

the
 

core
 

goal
 

of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The
 

plan
 

includes
 

curriculum
 

systems 
 

training
 

modes 
 

and
 

cross-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as
 

the
 

main
 

measures 
 

with
 

management
 

methods 
 

mentor
 

teams 
 

and
 

practical
 

platforms
 

as
 

a
 

solid
 

foundation
 

to
 

ensure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eform
 

measures.
 

Three
 

Supports
 

and
 

Three
 

Guarantees
 

are
 

organically
 

linked
 

to
 

jointly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in
 

this
 

field 
 

forming
 

the
 

concept
 

of
 

the
 

reform
 

of
 

the
 

training
 

mode
 

for
 

postgraduate
 

students
 

in
 

the
 

cross-disciplinary
 

direction
 

of
 

smart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Finally 
 

relying
 

on
 

the
 

practical
 

exploration
 

case
 

of
 

the
 

School
 

of
 

Transportation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at
 

Harbin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the
 

article
 

introduces
 

a
 

series
 

of
 

achievements
 

in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ross-
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and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providing
 

a
 

positive
 

and
 

reference
 

model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raining
 

mode
 

for
 

postgraduate
 

students
 

in
 

the
 

cross-disciplinary
 

direction
 

of
 

smart
 

transportation
 

infrastructure.
Key

 

words 
 

intelligent
 

transportation 
 

postgraduate
 

training 
 

interdisciplinary
 

crossing 
 

infrastructure

(责任编辑　 崔守奎)

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