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哈尔滨工业大学电气工程及自动化学院 

2023 年本科招生简章 

专业介绍 

1、 专业剖析、专业方向介绍、专业比较优势 

电气工程是现代科技领域的核心学科之一，主要研究电能的生产、传输、分配、使

用和电工装备制造等。电气工程是国家的支柱产业之一，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具有极其重

要的战略地位，没有电能的现代社会是无法想象的。 

学院现有基础教学教研室 3 个，实验教学中心 2 个，研究所 12 个。现有 1 个博士

后流动站、1 个一级学科博士点、4 个二级学科硕士点，以及 3 个本科专业：电气工程

及其自动化专业、建筑电气与智能化专业和能源互联网工程。 

招生大类 专业大类 专业与代码 专业方向 

工科试验班 

（航天与自动化）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 

(080601) 

1.电机 

2.电器 

3.电力系统 

4.电能变换 

5.电力电子与电力传动 

6.电工新技术 

建筑电气与智能化 

（081004） 
7.建筑电气 

能源互联网工程 

（080607T） 
8.能源互联网工程 

 

 

电气工程学科是首批国家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首批博士后流动站，第四轮学

科评估 A-，其中电机与电器是国家重点二级学科。 

电气工程学科在学校乃至全国具有最为鲜明的特色，是和众多国际知名企业（包括

世界 500 强企业）创办了 17 个国际联合实验室。这些企业几乎每年都要捐赠最先进的

仪器设备，作为我专业本科生的实验教学、课程设计和毕业设计；还设立各类奖学金鼓

励学生自主创新。这些实验室平时都对我专业本科生开放，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和

需要，设计和完成各类项目实践和科技创新。 



 

 

2、 人才培养 

电气学院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秉承“规格严格，功夫到家”校训，面向国防航天

和国家重大需求，迎接信息化智能化电气化高新技术发展挑战，着力培养热爱祖国、身

心健康，电气工程基础扎实，多维知识结构宽厚，具有创新思维、国际视野和社会责任

感，工程实践能力突出，能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在国家重大工程项目中发挥核心作用

的专业精英，和引领行业未来发展、带动科技创新的社会栋梁。目前，学院全日制在校

生 1985 人，其中本科生 1224 人，硕士研究生 460 人，博士研究生 301 人。 

学院按照工科试验班（航天与自动化）进行招生，现有一个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大

类，包含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专业、建筑电气与智能化专业和能源互联网工程专业。 

学院坚持“以学生为中心，学生学习与发展成效驱动”的教学理念，通专融合、学

科交叉融合、科教融合、产教融合，推动传统工科专业向新工科改造升级，提升专业建

设内涵。打破现有学科专业界限，从专业结构、知识体系和课程体系等方面进行学科专

业边界再设计，构建基于“四个融合”的电气类专业工程科技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简

称“一三四八”人才培养体系）。树立“一个核心” 教育理念（以学生为中心，学生学

习与发展成效驱动），建立“三位一体”人才培养模式（核心价值塑造、综合能力养成、

多维知识探究），构建“四个结合”（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实践创新、个性发展）、以

项目为链条的模块化课程体系，实施“八大举措”（转理念、强通识、精课程、重实践、

抓两化（个性化、国际化）、促交叉、强融合、提质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根据国家战略和新兴产业需求，制定本硕博一体化人才培养方案，构建以项目为链

条的模块化课程体系，培养学术研究型、工程应用型和创新创业型，工程实践能力和创

新能力强，具备跨界整合能力、国际视野和合作精神的工程科技拔尖创新人才。 

 

 

 

 

3、 师资情况：知名学者、学术带头人  

学院共有教师 189 人，其中中国工程院院士 1 人，IEEE Fellow 1 人，国家级高

层次人才 10 人，国家级青年人才 16 人，国家级教学名师 3 人，省级教学名师 5 人，

校级教学名师 2 人，正高 72 人，副高 66 人。专任教师中 45 岁以下具有博士学位教

师占教师总数 94%。 

人才培养体系 

以项目为链条的模块化课程体系 



 

4、 课程体系：特色课程 

学院教学底蕴深厚，教学优势突出，拥有电气工程电工电子系列课程国家级教

学团队，电工电子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三一重机国家级工程实践教育中心，4

门国家级精品课程，4 门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9 门国家级一流课程（线上），2 门

国家级一流课程（线下），专业具有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强的人才培养特色。近

3 年，学生获省部级及以上学科竞赛奖励 468 项，其中国家级奖励 239 项；全国大

学生智能汽车竞赛获奖数量 2021 年全国第三、2022 年全国第一；中国工业智能挑

战赛(原 AB 杯)成绩连续 3 年位列全国第一。“十二五”以来，获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2 项、省教学成果奖 15 项。 

 

 

 

 

 

 

 

 

 

 

 

 

5、 科研实践 

（1）学院科研实力 

学院结合国家重大需求，依托学科交叉，形成了鲜明特色和独特优势。学科经

过多年发展，形成了等离子电磁控制理论、极端环境下微特电机与控制技术、电动

汽车驱动技术、电力调度与无功补偿、高精度数字交流伺服驱动与电力推进技术、

电力电子能源变换及能源互联网技术、航天电器与电子系统多物理场耦合建模及可

靠性设计与测评技术等特色优势研究方向，并积极发展车辆与舰船推进、汽车计算

平台、环境电磁学、绿色能源、能源互联网等新兴方向。近五年，学院主持国家重

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国家级项目 117 项，主持军队国防项目 125 项，2022

年科研经费 1.36 亿元；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2 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省

部级奖励 15 项；发表各类学术论文 1033 篇；授权国家发明专利 262 项。 

以学生为中心的混合式教学模式 



 

 

 

（2）学生实践与科技创新 

① 四年不断线的实践能力锻炼 

在 4 年的学习生活中，电气学院的本科生需要经历大一项目学习、电子技术课

程设计、专业基础课程设计、专业综合课程设计等多个设计实践环节来提高工程设

计能力，还要经历金工实习、电子工艺实习、生产实习等多个实习环节来锻炼实际

动手能力。在生产实习中，学生们还要自己设计，自己动手制作变压器、电机等电

气元件，以加深对工程设计的体会。 

 

② 竞赛带动实战，成绩优异 

学科以 “大学生电子科技创新实验中心”为依托，重点面向“全国大学生电子设

计大赛”、“全国智能车设计竞赛”这 2 个国家级竞赛，通过“智能车创新俱乐部”等学

生社团，积极开展各类竞赛培训，鼓励和支持学生们参与各类创新创业活动，培养

拔尖创新人才。 

本科生的竞赛荣誉： 

⚫ 2011 年获 ALTERA 亚洲创新设计大赛大陆地区特等奖、海峡两岸总冠军 

⚫ 2012 年承办第七届全国飞思卡尔智能汽车竞赛东北赛区赛，获飞思卡尔智能车竞赛



 

国家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2 项、东北赛区一等奖 6 项，创哈工大历史最好成绩 

⚫ 2012 年获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 25 项 

⚫ 2015 年获全国大学生飞思卡尔智能车竞赛国家一等奖 4 项、二等奖 1 项，大学生电

子设计竞赛全国二等奖 3 项 

⚫ 2016 年获全国大学生恩智浦杯智能汽车竞赛国家一等奖 4 项，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

竞赛模拟电子系统设计专题邀请赛全国二等奖 1 项 

⚫ 2017 年获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年会国家一等奖 1 项，全国大学生自动化应用系统大

赛全国一等奖 2 项，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全国二等奖 2 项，“西门子杯”中国智能

制造挑战赛国家二等奖 2 项，东北赛区特等奖 1 项 

⚫ 2018 年获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国家级银奖 1 项，全国大学生恩智

浦杯智能汽车竞赛国家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2 项，全国大学生自动化应用系统大赛

全国特等奖 2 项、一等奖 2 项，全国大学生机器人竞赛-Robomaster 国家级特等奖 1

项、国家级一等奖 1 项 

⚫ 2019 年哈工大紫丁香智能车队 8 支队伍参赛，是全国晋级总决赛队伍最多的学校，

是唯一通过区赛选拔全部组别均晋级的学校。总决赛获得国家一等奖 7 项、二等奖

2 项 

⚫ 2019 年组织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黑龙江赛区的比赛，获国家一等奖 1 项、二等

奖 8 项 

⚫ 2019 年承办“西门子杯”中国智能制造挑战赛东北二赛区比赛，获国家二等奖 2 项，

东北赛区特等奖 2 项、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4 项 

⚫ 2021 年获全国智能汽车竞赛国家一等奖 7 项（包括一项全国总冠军，三项季军）、

二等奖 2 项、三等奖 1 项。在第十六届智能车竞赛总决赛获奖排行榜位列全国第三

名。克服疫情影响，组织“西门子杯”中国智能制造挑战赛东北二赛区比赛，获国

家一等奖 1 项、东北赛区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1 项。组织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竞赛

黑龙江赛区比赛，获国家二等奖 9 项。 

⚫ 2022 年获全国智能汽车竞赛国家一等奖 9 项（含全国总冠军 1 项）、二等奖 2 项、

三等奖 1 项，获奖数量全国第一；获中国工业智能挑战赛全国特等奖 2 项、一等奖

2 项，获奖数量全国第一；获华为大学生电力电子创新大赛全国唯一特等奖；获“挑

战杯”国家二等奖；学院获学科竞赛国家、赛区优秀组织奖 2 项。 

 



 

 

 

6、 学生国际交流、留学项目 

我校已有的绝大多数交流项目中（联合培养、短期交流）都包含电气工程及其自动

化专业，学生都可以参加。具体交流学校包括：英国伯明翰大学、法国里昂国家应用科

学研究院、日本佐贺大学、韩国庆北大学、南威尔士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美国威斯康

星大学、英国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法国里尔大学、瑞典皇家理工、美国加州伯克利等。 

 

重点推荐 

法国特鲁瓦工程技术大学的“2+2+2”本硕培养项目。2 年哈工大本科+2 年 UTT 本科

+2 年哈工大研究生，成绩合格后可获得哈工大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和法国工程师文凭。 

法国南特中央理工大学的“ 3+1+2”本硕培养项目。3 年哈工大本科+1 年南特本科+2

年南特研究生，成绩合格后可获得哈工大学士学位、南特中央理工大学的硕士学位，性

价比最高！ 

 

7、 学生学习、生活等 

电气学院的学生不仅可以在“名师，名课，名教材，名实践”的氛围内学习知识、

锻炼思维、提升能力、增长才干，也可以在学习之余参加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和社会服

务工作。学院主要的特色活动包括： 

 

⚫ 思想育人—— 一世纪规格严格，新百年精神传承 

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发掘百年电气文化传承，将静态的档案史料转化为动态的育人

资源，组织学生寻访八百壮士、寻访电气精神，聆听老教授讲电气故事，聆听优秀教师

讲校训传承，电气大讲堂活动累计举办百余场，成为百年电气传承发扬的阵地。 

 



 

 

 

 

 

 

 

 

 

 

⚫ 文化育人——笔墨之间显精神，运动场上展雄姿 

通过组织师生大合唱、蒙面歌王、传统文化艺术节、女生节活动，营造浓郁的校园

文化艺术氛围，丰富学生课余文化生活。“电气青年说”支部大舞台成为每年一度的班

团风采展示文化盛会。 

 

 

 

 

 

 

 

 

 

 

组建学生篮球队、足球队、啦啦队、轮滑与滑板小组，组织师生篮球赛、乒乓球赛、

羽毛球赛、游泳比赛、趣味运动会、自行车骑行、21 日健康打卡等活动，提升学生身体

素质。持续 11 年的学院传统品牌“TEAM”素质拓展中心，每年面向全校开展素质拓

展 1000 余人次，覆盖 100%学院新生。 

 

⚫ 实践育人——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依托共青团“招募-选拔-培训-服务-表彰”的社会实践管理机制，组织学院学生开

展“青春建功新时代”、“五四精神·传承有我”等社会实践活动，每年寒暑假社会实

践团获立项资助十余项。社会实践已经逐步成为电气学子受教育、长才干、做奉献的舞

台。 



 

 

 

 

 

 

 

 

 

持续 7 年组织国家级、省级赛事，累计千余名志愿者服务近万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师

生，让志愿者的耐心服务成为哈工大的最好名片。持续 8 年建设“小桔灯”助学工程，

与云南宁蒗毛菇坪完小学、广西金秀三友小学对接，开展支教帮辅，共建志愿服务基地。 

 

 

 

 

 

 

 

8、 毕业生去向：国内、境外深造院校、就业单位 

⚫ 就业比例：电气工程学科每届都有 50%以上的优秀本科生被免试推荐硕士研究

生或考取攻读硕士研究生，50%左右的优秀硕士生推荐攻读博士研究生。学生

本科生一次就业率近年来一直保持在 97%以上，硕士研究生一次就业率保持在

98%以上，博士研究生 100%。 

⚫ 重点就业领域：毕业生就业主要分布在航天航空、电力系统、电子信息、汽车、

船舶制造、精密仪器与制造等行业。 

⚫ 重点就业单位：航天科工集团、航天科技集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国家电网

有限公司、中国南方电网有限责任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苏州汇川技术有

限公司、中国第一汽车集团、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南

京南瑞继保电气有限公司等 

⚫ 就业地域：京津地区、长三角、珠三角是学院毕业生分布最多的三个地区。 

⚫ 深造：到国内和国外其他名校深造的学生越来越多，主要去向： 

国内深造院校：清华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香港大学等； 

国外深造院校：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坦福大学、瑞典皇家

理工、谢菲尔德大学等。 

 



 

9、 知名校友：学长推荐、学长寄语 

学院培养的学生毕业后遍布社会各领域，很多已成为相关领域的领军人物和社会各

行各业的精英骨干，包括党和国家领导人、两院院士、著名企业家和航空航天精英。代

表人物有： 

⚫ 李长春：中共中央政治局原常委 

⚫ 陈超英：中共第十九届中央纪委常委 

⚫ 俞大光：中国工程院院士，理论电工和电子工程专家 

⚫ 饶芳权：中国工程院院士，电机工程专家 

⚫ 封锡盛：中国工程院院士，水下机器人专家 

⚫ 耿兆杰：曾任一汽集团总经理、董事长、党委书记 

⚫ 张  群：深圳华为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 

⚫ 朱金大：南瑞集团副总工程师，兼任南瑞研究院院长 

⚫ 黄江川：嫦娥二号卫星总设计师 

⚫ 尚  志：航天科工集团宇航部部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