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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回顾专业认证在国内外的发展情况 ,简单介绍《安全工程专业本科教育认证标准 》的内

容和安全工程专业认证近年来在国内的发展情况。根据南华大学的实际情况 ,提出在专业认证的背

景下 ,针对行业特点 ,实行分方向设置课程和从事教学活动。南华大学安全工程专业主要依托“核 ”

行业背景 ,下设核安全、建筑安全和化工安全 3个方向 ; 3个专业方向分别设置了不同的基础课、专

业基础课、专业课和选修课 ;课程设置符合《安全工程专业本科教育认证标准 》的要求 ,并严格按照

教学计划开展教学。实践证明 ,该项教学改革取得明显成效 ,该校安全工程专业近两年的就业率和

考研率都居于全校前列 ,并且就业单位具有明显的行业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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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velopment of p 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are reviewed, the contents of

the Certif ica tion standards for safety eng ineering undergradua te educa 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afety en2
gineering p 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in recent years in China are introduced. For the actual situation of the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and under the context of p rofessional certification, the curriculum is set and the

teaching activities are taken according to the three major directions. The safety engineering of the Universi2
ty of South China, relying on“Nuclear”industry background, consists of three directions such as nuclear

safety, construction safety and chem ical safety. D ifferent basic courses, p rofessional basic courses, spe2
cialized courses and elective courses are set according to three p rofessional directions, the curriculum is in

line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ertif ica tion standards for safety eng ineering underg radua te educa tion , and

the teaching activities are carried out in strict accordance with the teaching lesson p lans. The p ractices

3 文章编号 : 1003 - 3033 (2010) 01 - 0012 - 07; 　收稿日期 : 2009 - 08 - 18; 　修稿日期 : 2009 - 12 - 31



p rove that the teaching reform have made remarkable achievements, the emp loyment rate of graduates and

the adm ission rate for those taking part in the entrance exam s for postgraduate are in the front ranks of the

university, and the emp loyment units have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p rofessional accreditation; 　safety engineering; 　characteristic education;

course system; 　teaching p ractice

0　引　言

专业认证作为一种高等教育质量保障活动 ,最

早始于美国。美国国际教育质量保证中心主任林和

平 (Marjorie Peace Leon ) ,普洛拉格 ( Young, K.

E. , Prologue) 等对专业认证在教育质量保障运动

中的兴起 ,以及专业认证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与作

用进行了充分研究 ,指出专业认证的作用主要有二 :

一是用可接受的最低标准对专业的教育质量进行评

价 ,使公众、学校和学生的利益得到基本保障 ;二是

力图通过制定评价教学效果的准则 ,通过持续的自

评、专家评审、咨询和服务等 ,以鼓励和促进相关专

业改进工作 ,提高质量。此外 ,还指出了认证的主体

以及程序等 [ 1 ]。表 1列出了部分国家和地区高等教

育专业认证开展的情况。

表 1　部分国家或地区高等教育专业认证发展情况

序号 国家或地区名称 专业认证发展概况

1 美国
　最早始于 1905年的医学专业认证 ,目前发展到工程、法律、教育、商科等专业领域 ,全美拥有专

业认证机构在 45个左右 ,经认证的专业已经超过 20 000个。

2 英国
　有 100多个专业或管理团体不同程度地参与控制专业教育和培训 ,监督、指导英国大学的专业

设置、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等。

3 荷兰
　2000年 ,荷兰成立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 ,所有大学和高等职业教育 ,都必须接受认证。认证体系

的基本单位是计划 ,其中学术和职业计划 ,学士计划和硕士计划分别给予认证 ,认证有效期为 6年。

4 加拿大
　有近 20个全国性的专业认证机构 ,如加拿大专业工程师理事会、加拿大建筑行业证书局等。

认证的范围包括工程、农业、建筑、法律、医药、师范教育、护理等十多个不同专业。

5 澳大利亚
　许多领域都设有全国性的专业组织 ,诸如医学、法律、会计、工程、建筑等专业协会建立的时间

都已经相当长 ,拥有较完善的认证程序文件。

6 墨西哥
　1994年开始 ,专门职业理事会开始在各专业领域组建负责全国性课程认证准则的组织 ,并逐渐

在建筑 (学 )、保险、农业、商业、会计、牙医、工程等多个专业领域逐渐展开。

7 印度
　1987年 ,印度议会通过了《全印技术教育委员会法案 》,授权该委员会建立一个全国认证委员

会 ,根据它所制定的方针、规范和标准对技术教育机构或教学计划进行周期性的认证。

8 中国香港
　专业认证主要在工程和会计两个领域进行 ,分别由香港工程师学会和香港会计师工会负责。

1995年 6月 ,香港工程师学会被华盛顿协议接纳为正式签约组织。

　　我国高等教育专业认证制度的研究是伴随着高

等教育评估研究的开展逐步发展起来。最早开展专

业评估试点工作的是建筑学专业。1991年 ,建设部

受原国家教委的委托对天津大学等 4所大学的建筑

学专业进行了评估试点。经过近 20年的实践 ,我国

建设类专业教育评估在提高专业办学质量、完善执

业注册师制度、搭建专业教育的国际平台等方面成

效显著 [ 2 ]。2006年 5月 ,参照《华盛顿协议 》成员国

的做法 ,全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专家委员会正式成

立 ,在机械工程与自动化等 4个专业领域完成了

8所学校的认证试点。

2007年 ,试点认证的范围进一步扩大 ,新增了

环境类、水利类、交通运输类、轻工食品类、地矿类等

5个新的试点专业工作组。2007年底全国工程教育

专业认证专家委员会对《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工作手

册 》(2007版 )进行了讨论和修订 ,同时成立了全国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监督与仲裁委员会 ,正式设立了

全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专家委员会秘书处。

2008年 ,全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专家委员会在

机械、化工、电气、计算机、地矿、轻工与食品、交通运

输、环境、水利和安全工程等 10个专业领域开展专

业认证试点工作 [ 3 ]。

经过近几年来的努力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试点

工作已经取得较大进展。截至 2008年 6月 ,已经在

10个专业领域的 41个专业点进行了专业认证的现

场考查。加上建设部组织进行的土建类专业评估 ,

共在 11个专业领域开展了 204个专业点认证试点

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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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国安全工程专业认证发展情况

1. 1　我国安全工程专业发展概况

我国安全工程专业的雏形是建国初期开办的矿

山通风安全专业。20世纪 50年代 ,中南矿冶学院

(现中南大学 )、唐山工学院 (现西南交通大学 )、东

北工学院 (现东北大学 )、北京钢铁学院 (现北京科

技大学 )等高校就成立了矿山通风与安全教研室 ,

并开始从事矿山劳动保护的研究和人才培养。

1953年 ,东北工学院招收了我国第一届矿山通风安

全专业的研究生。1958年 ,北京劳动学院 (现首都

经济贸易大学 )开设了“工业安全技术 ”和“工业卫

生技术 ”本科专业。1983年以前 ,全国开设安全类

专业的院校只有 4所。1983年 ,我国开设“矿山通

风与安全 ”本科专业 , 1984年在前面 3个专业的基

础上开设安全工程本科专业。截至 2008年 12月

18日 ,经教育部批准和备案的开办安全工程本科专

业的高校 (包括独立学院 )共 110所 [ 4 - 5 ]。

1. 2　我国安全工程专业认证发展情况

安全工程专业已经列入教育部 10个认证专业

的范围。高等学校安全工程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研

究制定了《安全工程专业本科教育认证标准 》,其中

包括了培养目标与要求、课程体系、师资队伍、专业

条件等 4个大项 ,每个大项中又包含了若干个子项 ,

标准中对其中的一些子项有严格的规定 ;如对课程

体系中的 4类课程的学分 ,对师资队伍中的师生比 ,

对专业条件中的实验室面积、专业实验仪器设备中

的固定资产总额、专业书籍和专业期刊的数量和种

类都有严格的规定 [ 6 - 7 ]。

2008年 5月 ,按照全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专家

委员会的统一安排 ,安全工程专业认证试点工作组

圆满完成了对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 )安全工程专业

的现场考查 ,得到了全国工程教育专业认证监督与

仲裁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好评 [ 8 ]。

2009年 5月 31日 ,全国工程教育安全工程专

业认证专家组一行 5人到辽宁工程技术大学进行专

业认证的现场考查工作 [ 9 ]。这标志着我国的安全工

程专业认证工作正在逐步推广和扩大。

面向 21世纪安全工程专业高等教育 ,如何正确

把握安全工程专业的现状与发展 ,按照《安全工程

专业本科教育认证标准 》的要求 ,认真学习标准 ,努

力找出存在的差距 ,积极开展教学科研活动 ,制定相

应的对策措施建议 ,对南华大学安全工程专业而言

是一个十分紧迫的问题。

2　南华大学安全工程专业特色教育
研究与实践

2. 1　南华大学安全工程专业概况

南华大学安全工程系成立于 2003年 3月 ,承担

安全工程专业的教学及相关领域的科研工作 ,安全

专业本科从 2004年招生 ,规模为每年 45人左右 ;从

2007年开始每年招 3个班 ,规模为 120人左右。南

华大学安全工程专业是依托于该校的核工程与核技

术、辐射防护与环境工程、土木工程、建筑环境与设

备工程、矿物资源工程、化学工程与工艺等专业开办

的新专业 ,在培养模式上采取“两个并重型 ”,即通

用安全管理与安全技术并重型 ;建立了专业方向调

节机制 ,设置了核安全、建筑安全和化工安全等 3个

专业方向。

2. 2　专业认证背景下的安全工程专业特色教育

研究

　　从世界各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看 ,高校的进

步与发展是在自律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协调一致中发

展和巩固的。我国加入 W TO 以后 ,高校的自律意

识必须加强 ,专业认证将促使质量保障由外部力量

转变为高校自我发展、自我激励、自我约束的内在需

求 ,高校的专业认证已经成为加强专业教育建设、保

证专业教育质量自律精神得以贯彻的契机。专业的

建设和发展是学校办学的基础 ,专业水平直接影响

一所学校办学的整体水平 ,例如 :我国将高校拥有国

家重点学科和省部级重点学科的数量作为评价学校

的办学质量和水平的重要依据。搞好专业认证 ,充

分发挥其独特的促进功能 ,将推动学校深化教学改

革 ,提高教学质量、办学水平和办学效益 ,发挥优势、

办出特色。因此 ,专业认证对高校的发展具有十分

重要的作用 [ 1 ]。

我国的高校受原苏联办学模式的影响 ,具有很

强的行业色彩 ,虽然经过一系列合并重组 ,各个高校

都想走综合性大学之路 ,但是高校的行业性在短期

内很难改变。高校的行业性直接导致了专业的行业

性。对于安全工程专业而言 ,专业的行业特色 ,还源

于安全事故具有明显的行业特色。笔者对近 3年来

全国的特大事故 (一次死亡 10人及以上 )作了粗略

统计 ,发现这些事故主要集中在煤矿、道路交通、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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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金属及非金属矿、建筑等行业和领域 ,具体数据

见表 2。表 3统计了我国 93所开办安全工程本科

专业所依托的行业 (不包括独立学院 ) ,排在前 5位

的分别是矿业、化工与环境、机电、土木与建筑、交通

运输 ;而我国公认的 5大高危行业分别为煤矿、非煤

矿山、烟花爆竹、危险化学品、建筑业 ,两者具有较强

的符合性 ,说明现阶段我国高校安全工程专业的布

局基本合理。此外 ,从表 2和表 3可以看出安全工

程专业依托的行业和特大事故的类型 (行业 )具有

较强的相关性。
表 2　近 3年来我国特大安全事故 (死亡 10人以上 )统计表

事故类型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事故数 所占比例 ( % ) 事故数 所占比例 ( % ) 事故数 所占比例 ( % )

煤矿 39 45. 90 28 33. 33 30 32. 61

道路交通 38 40. 00 25 29. 76 29 31. 52

火灾 3 3. 10 8 9. 52 4 4. 35

金属及非金属矿 2 2. 10 2 2. 38 5 5. 43

危险化学品 2 2. 10 — — 1 1. 09

建筑 1 1. 10 6 7. 14 6 6. 52

渔业 1 1. 10 — — 1 1. 09

铁路 1 1. 10 — — 2 2. 17

水上交通 — — 5 5. 95 8 8. 70

其他 8 8. 40 10 11. 91 6 6. 52

注 :以上数据在文献 [ 10 ]的基础上综合了《安全与环境学报 》近年来公开的数据。

表 3　安全工程本科专业所依托的行业统计表

序号 依托行业 学校数量 所占比例 ( % )

1 矿业 27 29. 03

2 化工与环境 23 24. 73

3 机电 9 9. 68

4 土木与建筑 8 8. 60

5 交通运输 6 6. 45

6 石油 5 5. 38

7 军工 4 4. 30

8 民航 3 3. 23

9 核工业 1 1. 08

10 其他 7 7. 53

注 :以上统计数据的依据主要是 : ①一些院校的安全工程专

业具有明显的行业性 ,如中国矿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中国

石油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等 ; ②在各个高校的网站上查

阅该校的安全工程专业简介以及该专业归属的学院或系。

从表 3可以看出 ,布局在核工业系统内的安全

工程专业仅有南华大学一所。在新形势下认真贯彻

执行《安全工程专业本科教育认证标准 》,与国际教

育接轨 ,突出南华大学安全工程专业的“核 ”特色 ,

使安全工程专业上档次、上水平 ,提升我校安全工程

专业在国内的地位 ,是南华大学安全工程系的一项

艰巨任务。南华大学先后批准 3项校级教改课题对

此进行专门研究 ,图 1为研究路线图。由于篇幅有

限 ,笔者在文中只对课程体系改革作了重点介绍。

图 1　专业认证背景下安全工程专业特色教育研究路线图

2. 3　南华大学安全工程专业分方向课程体系

近年来 ,我国安全教育界对安全工程专业的课

程体系进行了许多研究和探讨 [ 10 - 11 ]。我国的安全

学科处在大安全学科建设的初级阶段 ,因此 ,我国的

安全工程高等教育必须突出行业特点 ,一方面能够

带动整个安全学科的发展 ,另一方面也能满足各个

行业对安全工程人才的需求 [ 12 ]。因此 ,南华大学安

全工程专业在制定教学计划时充分考虑了以上情

况 ,将整个课程体系分为公共基础课程平台、学科基

础课程平台和专业课程平台 (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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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安全工程课程体系表

平台 理论教学 实践教学 第二课堂

公共基础课程平台
公共基础必修课程模块

公共基础选修课程模块

学科基础 (大类 )课程平台
学科基础必修课程模块

学科基础选修课程模块

专业课程平台
专业必修课程模块

专业选修课程模块

实验、实习、

实训、毕业

设计 (论文 )、

社会调查等

学科竞赛

社会实践

就业与创业教育

创新实践

就业能力实践

　　以上课程体系与《安全工程专业本科教育认证

标准 》中的规定“本专业教学计划中包括下列 4类

课程体系 :基础课程体系 ;专业基础课程体系 ;专业

课程体系 ;选修课程体系。”是吻合的 ,只不过是把

选修课程体系穿插到前面 3类课程体系中了。表 5

列出了该校安全工程专业的公共基础课平台的具体

课程。表 6是分方向的学科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

表 5　安全工程公共基础课程 ( 3个方向共有 )

平台 理论课程或实践教学环节名称

公共基础课程平台必修课

　大学英语、大学体育、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毛泽东思想

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概论、中国近现代史纲要、军事理论与训练、大学计算机基础、计算机

程序设计 (VB或 C)、大学生就业指导

公共基础课程平台选修课 　文史与艺术类、能源与环保类、卫生与健康类、国防与科技类

表 6　安全工程学科基础课程和专业课程 (分方向 )

平台
理论课程或实践教学环节名称

3个方向专业共有 核安全方向 建筑安全方向 化工安全方向

学科基

础课平

台 必

修课

　高等数学、线性代数、概率论与数

理统计、大学物理、物理实验、电工

电子技术、理论力学、材料力学、工

程制图、金工实习、电工电子实习

原子核物理 结构力学 无机化学

学科基

础课平

台 选

修课

　AutoCAD 辅助绘图、流体力学、

工程热力学与传热学、机械设计基

础、核工业概论、核与辐射安全、模

糊数学、微机原理与应用、普通化

学与放射化学、工业技术经济学

　岩体力学、放射卫生及

防护、地质学基础与铀矿

地质、矿山测量学、反应

堆物理、核技术概论、井

巷工程、核化学与放射化

学、核工程检测技术

　土力学与基坑

安全、建筑概论、

土木工程材料、测

量学、建筑结构、

建筑美学、建筑施

工、建筑环境学

　有机化学、化工原理、

放射卫生及防护、物理化

学、环境化学、核化学与

放射化学、化工工艺学、

核化工概论、化工自动化

与仪表、湿法冶金

专业课

平台必

修课

　安全学原理、安全系统工程、安全

管理学、安全人机工程学、防火防爆

技术、安全检测与监控技术、电气安

全工程、安全工程认识实习、安全工

程生产实习、安全工程毕业实习、安

全工程毕业设计、安全评价课程设

计、防火防爆课程设计

　核电安全工程、辐射剂

量与防护、核通风与空气

净化、核通风与防护课程

设计、核安全防护课程

设计

　建筑消防工程、

建筑安全工程、地

下工程安全技术、

建筑施工安全课

程设计、建筑消防

课程设计

　化工安全工程、锅炉压

力容器安全工程、消防工

程、化工安全课程设计、

压力容器课程设计

专业课

平台选

修课

　安全教育学、安全心理学、安全

法规、安全文化、安全工程专业英

语、安全经济学、风险评价与控制、

安全伦理学、安全工程导论与前

沿、文献检索

　锅炉压力容器安全工

程、铀矿山安全技术、核

电运行与控制、核工业生

产与管理、消防工程、核

燃料安全技术、爆破安全

工程、起重与机械安全技

术、放射性三废处理、核

应急救援、职业卫生工程

　建筑设备、工程

项目管理、工程概

预算、道路与桥梁

安全技术、通风工

程与洁净技术、建

筑结构事故分析

与处理、起重与机

械安全技术

　铀水冶安全技术、化工

机械、化工生产与管理、

核燃料安全技术、环境工

程概论、火工烟火安全技

术、职业卫生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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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效与差距

3. 1　该项研究的初步成效

自从南华大学开办安全工程专业以来 ,一直强

调突出坚持“核 ”特色 ,同时拓宽其他方向 ,努力把

该专业建成南华大学的品牌专业 ,为核工业和地方

经济共同培养基础扎实、知识面宽、创新能力强的工

程应用型及研究型高级人才。

通过近几年的教学改革 ,该校安全工程专业特

色教育已经取得初步成效 ,主要表现在毕业生的就

业率和考研率上。04级 (第一届 )毕业生一次就业

率 100% , 47. 37%的学生在核工业系统内就业 ,考

研上线率 100% ,读研率为 18. 42% ,位居学校前列 ;

05级毕业生一次就业率为 100% , 53. 66%的学生在

核工业系统内就业 ,读研率为 26. 83% ,同样位居全

校前列。详细数据见表 7 和表 8。总的看来 ,近

两年来该专业毕业生在核工业系统内就业的比例在

50%左右 ,一次就业率超过 100% ,读研率在 20%左

右 ,后两项指标已经超过某些重点高校。
表 7　04级安全工程专业就业情况

序号 就业单位 (行业 ) 就业人数 所占比例 ( % ) 备注

1 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 16 42. 11

2 考取研究生 7 18. 42

3 其他类型建筑施工企业 4 10. 53

4 事业单位 4 10. 53

5 非煤矿山 2 5. 26

6 其他类型企业 2 5. 26

7 核电站 1 2. 63

8 核工业某机械厂 1 2. 63

9 中钢集团 1 2. 63

　04 级总人数为 38 人 , 就业率

100%。参加考研人数为 10人 ,全

部上线 ,其中 3人放弃调剂。

表 8　05级安全工程专业就业情况

序号 就业单位 (行业 ) 就业人数 所占比例 ( % ) 备注

1 核工业建设集团公司 18 43. 90

2 考取研究生 11 26. 83

3 其他类型建筑施工企业 4 9. 76

4 铀矿山 4 9. 76

5 其他类型企业 4 9. 76

　05级毕业总人数为 41人 ,就业

率 100%。

3. 2　存在的主要差距

南华大学安全工程专业一直坚持走“核 ”特色

的办学道路 ,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但是还存在一些不

足之处 ,主要表现如下 :

1) 师资力量不足、专任教师的专业结构不太合

理。目前 ,南华大学安全工程系只有专任教师 8人 ,

兼职教师 2人 ,绝大多数教师本科毕业于采矿工程

专业 ,从事的研究方向也是与矿业相关的 ,例如 :

(铀 )矿山通风安全与辐射防护、爆破安全技术、矿

山安全评价与安全管理等 ,与目前该校安全工程分

方向教学的要求还不太适应。

2) 缺乏合适的核安全方向的专业教材。根据

表 3,布局在核工业系统内的安全工程专业仅有南

华大学一所 ,因此 ,对于一些专业课程 ,例如 :《原子

核物理 》、《反应堆物理 》、《核电安全工程 》等难以找

到合适的教材开展教学活动 ,制约了该校安全工程

专业的发展。

3) 教学经费不足。按照《安全工程专业本科教

育认证标准 》的要求 ,办学经费应不少于学生学费

的 20% ,但是分配到安全工程系的教学经费非常有

限 ,制约了许多教学环节如学生实习等的开展。

4　结　论

1) 专业认证在国外发达国家已经实行了多年 ,

被证实是规范办学行为、提高教学质量、办学水平和

办学效益的重要手段。安全工程专业的行业特色明

显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由于我国高等教育具有明

显的行业特色 ,二是由于我国安全事故具有明显行

业特点。

2) 在专业认证背景下 ,一方面必须抓住专业认

证标准 ,在培养目标和要求、课程体系、师资队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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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条件等方面加强建设 ;另一方面必须依靠高校

的行业背景 ,突出办学的行业特色 ,只有这样才能办

出水平 ,办出效益。

3) 南华大学安全工程专业自开办以来 ,一直强

调服务于核工业和地方经济 ,近两年来学生的就业

率和考研率都居于全校前列 ,取得明显成效。近年

来我国安全工程专业发展呈现蓬勃发展之势 ,南华

大学的这项教学改革可以为其他高校的安全工程专

业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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