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工程教育专业委员会

     
 

关于组织开展新工科“十四五”规划教材立项出版的

征   稿   函

各会员单位： 

为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服务创新驱动发展，落实国务院、教育部提出的

科教融合、产教融合发展战略，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工程教育专业委员会与浙江大学出版社于

2018 年 7 月共同设立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工程教育专业委员会新工科专项教育基金”，

双方在新工科人才培养、工程教育教学、学术出版和教育咨询服务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 

第一轮“新工科”教材项目征稿于 2018 年 12 月启动，共收到哈尔滨工业大学、东南

大学、湖南大学、中南大学、中国石油大学、浙江大学等 46所学校的 59个选题，经过专家

评审立项 32种，并于 2019年 10月在第五届中国（杭州）国际机器人西湖论坛上正式公布。

第二轮“新工科”教材项目征稿于 2020 年 12 月启动，共征集到浙江大学、北京建筑大学、

北京林业大学、电子科技大学等 21所高校的 46个选题，最后经过专家评审立项 26个。 

第三轮“新工科”教材项目征稿活动即日起正式开始。第三轮征稿计划在“人工智能” 

“机器人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网络空间安全”“新工科通识课”等方向进行，

重点打造一批有新理念、新结构、新模式、新质量、新体系的新工科系列教材。前两批“新

工科”专项教育基金立项教材已由专委会择优重点推荐申报“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并

重点推荐申报国家级规划教材。基金有关背景资料和征稿要求见附件，请各单位相关部门协

助做好征稿工作。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工程教育专业委员会    

 

                                           2022年 4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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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工程教育专业委员会

新工科专项教育基金背景

2018 年 7 月 6 日—8日，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工程教育专业委员会（CSEE）、

天津大学主办的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工程教育专业委员会第五届理事会第三次会

议暨“新工科建设与产教融合”研讨会在天津隆重召开，会议得到教育部高等教

育司、中国工程院教育委员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的大力支持。时任中国高等教

育学会副会长张大良，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德毅，中国工程院一局副局长、教育办

公室主任吴国凯，浙江大学党委书记、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工程教育专业委员会理

事长邹晓东，天津大学校长钟登华，教育部高教司二级巡视员、理工处处长吴爱

华，天津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白海力，汕头大学执行校长顾佩华，大连理工大学

副校长朱泓，天津大学副校长王树新，教育部高教司理工处副处长杨秋波等嘉宾

出席大会开幕式。来自全国百余所高校的领导、专家和企业代表 500 余人参加会

议，共同探讨产教融合典型案例与成功经验，推进新工科建设与发展。

期间，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工程教育专业委员会与浙江大学出版社签订战略合

作协议，双方明确在新工科人才培养、工程教育教学、学术出版和教育咨询服务

等方面开展深度合作。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资设立新工科专项教育基金，主要用

于支持新工科教材、学术专著和案例集等系列丛书的出版和课题资助，新工科网

络教育平台和数字化课程建设，以及与其相关的新工科人才培养系列会议和师资

培训。此基金资助的图书项目，由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附件二、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工程教育专业委员会

新工科专项教育基金资助选题申请指南

为做好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工程教育专业委员会新工科专项教育基金(以下简

称新工科专项教育基金)资助选题的申请受理工作，特制订本指南。

一、指导思想

本次征稿的新工科教材选题要求紧密结合产业未来发展方向，体现互联网和

工业智能应用，突出教材的实用性和前瞻性，适应新工科人才培养目标。所征集

的教材选题将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工程教育专业委员会新工科专项教育基金”

组织专家进行论证，以保证教材的权威性、知识完整性和前瞻性。浙江大学出版

社将利用“立方书”数字化平台，为教材的数字化配套建设提供支撑。

二、资助范围

资助选题范围为“人工智能” “机器人工程”“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

“网络空间安全”“新工科通识课”等专业方向中,有新理念、新结构、新模式、

新质量、新体系的新工科教材。以下列举这五个方向的典型选题，供有意申报的

院校及教师参考。

1．机器人工程方向

（1）机器人与人工智能导论与实践 （2）控制工程

（3）机器人学 （4）自动控制理论

（5）自动控制原理 （6）传感与检测技术

（7）机器人智能感知与分析 （8）机器视觉与机器学习

（9）飞行机器人 （10）机电系统前沿技术

（11）液压传动及控制 （12）机械电子控制工程

（13）机器人学强化训练 （14）机器人交叉创新设计与实践

2．人工智能方向

（1）机器学习 （2）人工智能概论

（3）Python 高级应用 （4）数据挖掘



（5）深度学习 （6）自然语言处理

（7）知识表示与处理 （8）模式识别与计算机视觉

（9）多智能体系统 （10）计算智能

3.大数据方向

（1）数据科学导论 （2）应用统计学

（3）实用机器学习 （4）计算机程序设计语言

（5）面向数据科学的编程语言 （6）算法设计与分布

（7）分布式计算与并行计算 （8）大数据分析与挖掘

（9）数据库系统与数据仓库 （10）数据可视化

（11）大数据技术及应用 （12）人工智能

（13）大数据平台及数据分析实践 （14）最优化算法

（15）试验设计与因果分析 （16）探索性数据分析

4.网络空间安全方向

（1）操作系统及安全 （2）计算机通信与网络

（3）网络空间安全技术 （4）应用密码学

（5）信息内容安全 （6）信息隐藏

（7）数字取证 （8）云计算及安全

（9）软件安全 （10）网络攻防技术

（11）恶意代码分析技术 （12）网络渗透测试技术

（13）大数据分析与隐私保护 （14）网络安全法律法规

5．新工科通识课方向

（1）创新思维训练 （2）批创思维导论

（3）整合思维 （4）整合思维与问题解决

（5）工程导论 （6） 工程设计与导论

（7）科技文献写作 （8）创新与发明

（9） 工程师职业道德与责任 （10）项目管理

（11）工程理论 （12）工程管理

以上所列选题名称并非最终书名，有相关方向选题编写意向者均可提出申请。



三、申报基金教材的基本要求

1.主编（第一主编）必须承担全书四分之一以上的编写任务，原则上要求长

期从事相关课程教学工作，具有教材编写经验，并有副高级以上职称。

2.教材编写应结合高等学校实际需要，发挥优势，突出特色，填补空白，确

保质量。鼓励专业优势明显、教学科研水平较高的个人或教学单位编写教材。

3.教材应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形势，反映现代教育思想，体现改革精神。鼓

励教材编写融合互联网新技术，结合教学方法改革，创新教材形态，如通过移动

互联网技术，以嵌入二维码的纸质教材为载体，嵌入视频、音频、作业、试卷、

拓展资源、主题讨论等数字资源，将教材、课堂、教学资源三者融合，实现线上

线下结合的教材出版新模式。

4.教材应适应教学对象的培养目标与课程教学要求，取材适宜，深浅适度，

篇幅适当，能充分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5.教材体例规范科学。原则上要求绪论（前言）、正文、习题、参考文献齐

全。文字规范，语言流畅，图文配合得当，图表清晰准确，标点、符号、公式、

数据、计量单位等符合国家标准。

6.鼓励多所高校联合编写、联合使用。

7.教材编写者要按时完成教材编写任务，恪守学术道德，所编写教材不得侵

犯他人知识产权。

8.编写者须在完成详细大纲及部分书稿的条件下，方可提出申请。

9.申请资助项目保证能在一年内交稿（丛套书经申请可适当延长时间）。

10.填写《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工程教育专业委员会新工科专项教育基金申请

表》和《浙江大学图书选题表》。务必填好表中的每一项内容。

四、项目支持

对于入选本系列规划的教材，我们将提供一系列出版支持，主要包括：

1.作为浙江大学出版社“十四五”重点规划教材，并重点申报国家“十四五”

国家级规划教材及省级精品教材，由专人负责申报工作。

2.浙江大学出版社将聘请优秀的教育专家和行业专家，对项目进行审核，并

对立项项目进行指导，由出版社安排优秀编辑负责后期书稿的加工。



3.免费提供我社“立方书”数字化出版平台支持，打造“教材即课堂”的立

体化全媒体出版服务。

4.将通过新书发布会、研讨会、教师培训等形式做重点营销，全方位打造作

者影响力。

5.择优由专委会推荐申报国家级项目。

五、立项资助标准

新工科专项教育基金给予每个教材立项 1~2 万元的资助（具体资助金额根据

申报选题情况确定），其中，重点立项选题每项资助 2万元，数量不超过 20 个，

共资助经费 40 万。一般立项选题每项资助 1万元，数量不超过 20 个，共资助经

费 20 万。基金申报单位要提供项目经费和条件保障。申报单位应给予上述立项

资助额度 1:3 的配套经费支持。

六、新工科专项教育基金报送材料和评审

1.报送材料

（1）《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工程教育专业委员会新工科教材专项教育基金申

请表》

（2）《浙江大学出版社图书选题表》

（3）书稿的前言(或序言)和详细的章节目录

以上材料需发送电子文档，电子文档以文件包的形式发送（以作者+学校命

名）；以上材料要求装订后一式三份寄送纸质样。

2.新工科专项教育基金的评审

（1）新工科专项教育基金的评审原则。新工科专项教育基金坚持自由申请、

公平竞争、专家评审、择优支持的原则。

（2）新工科专项教育基金评审流程。由新工科专项教育基金组织相关方向

有关专家组成评审委员会对申报教材进行评审，初审方式为专家网评，初审主要

是对申请材料进行评审，网评通过者需在评委会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代表申请选题

特色的若干章节样稿，供评审委员会复审，复审通过后方给予资助。如初审即提



供全部书稿，特别是质量较高的书稿，一旦获得给予资助资格，无须再经复审，

即可得到确认，一次性评审通过并获得资助。

（3）新工科专项教育基金获得拟给予资助后的有关工作。对拟给予资助的

选题，在评审委员会办公室发函通知申请者之后，进入出版程序，由浙江大学出

版社安排专业编辑落实评委会意见。

3.联系人

（1）电子文档发送邮箱：changlei_wu@zju.edu.cn（吴昌雷）；wb123@zju.edu.cn

（王波）；156018074@qq.com（王元新）

（2）纸质样寄送地址：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浙江大学出版社 吴昌雷

13675830904

4.截止日期

本轮新工科专项教育基金立项申报材料接收时间至 2022 年 10 月 7 日止，以

邮件发出时间和邮戳时间为准。



附件三、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工程教育专业委员会

新工科专项教育基金教材资助选题申请表

教材名称

教材层次

主编姓名 主编职称 主编手机

主编邮箱 主编所在学校

学科 专业

教材类别 对应课程

每学年使用量 参考学分 参考学时

预计交稿时间

资助金额（申

报单位给予

1:3 配套经费

支持）

是否首次出版

若为联合编写，请填写参与院校

若非首次出版请填写以下两行内容

书号 出版单位

出版时间
原出版合同

是否到期
版印次

教材、课程或教学成果获奖情况（内容填写包括获奖奖项、评奖单位、获奖年份及获奖等级等）：



所在院校本专业的整体课程设置情况及相关教材建设情况：

简述本教材编写背景、意义，如何体现新工科教育要求（若为修订版，请加填修订说明以及修订

量）：

教材配备的数字资源情况（包括视频、音频、课件、习题库、案例、教学网站等）：



附件四、浙江大学出版社图书选题申报表

申报日期： 年 月 日 责任编辑：

书 稿 名 称

丛 书 名

作 者 姓 名 选题性质

作 者 单 位 职称/职务

作者通讯地址 电 话

作者背景：

专业、已出书情况

估 计 字 数 开本 彩页 幅 拟用号

目 标 读 者

（若为高校教材请

填写：适合专业、

适合年级）

订数（包销或

年用量）

定(估)价

资助经费/

作者购书

内 容 提 要

（简述本书稿的

主要内容，

限 120 字）

特点比较（与同类

书比较分析）

作者计划 交稿日期： 年 月 日 出书日期： 年 月 日



附件五、浙江大学出版社简介

浙江大学出版社创立于 1984 年 5 月，是教育部主管、浙江大学主办的国家

一级出版社。出版范围涵盖理工农医和人文社科等多个学科领域，重点产品集中

在高端艺术出版、学术著作和教材出版。目前，出版社下设教材分社、基础教育

分社、艺术出版分社、期刊分社、人文与艺术出版中心、社科出版中心、科技出

版中心、国际文化出版中心、大众图书出版中心、市场运营中心、项目合作中心

等部门，下辖三个分公司，建立了完善的经营体系与现代化企业架构，实现了图

书、音像、电子、期刊和网络等多种媒体立体化出版格局。建社以来累计出版图

书一万余种、数字和电子音像读物近千种，先后出版了国家级重大文化工程“中

国历代绘画大系——《宋画全集》《元画全集》”，以及“中国科技进展丛书”

《感染微生态学：理论与实践》等一大批有影响、受好评的优秀出版物。连续获

中华优秀出版物奖、“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中国出版政府奖等多项国家和

省部级奖项，多项成果入选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等国家级项目，所获奖项和入选项

目居浙江省首位和全国出版社前列。2017、2021 年连续两届获得中国政府出版

奖先进出版单位。

浙江大学出版社高度重视国际化发展，积极拓展海外业务，开展版权贸易，

分别成立了浙江大学出版社意大利分社、中国主题图书俄罗斯联合编辑室，与包

括 Springer Nature、Elsevier 在内的多家国际著名出版公司建立有战略合作关

系，并于 2019 年被评为中国图书海外馆藏影响力英文图书 10 强企业。

在学术和教材出版方面致力于出精品，积极探索融合出版、数字出版新模式，

发力于数字阅读、数字学术、数字教育、数字文化，打造了“求是教材”APP、

“CNSPOC”在线课程云出版平台、“立方书”新形态教材融媒体出版平台，为高

校教师提供教学便利服务。



附件六、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工程教育专业委员会

新工科专项教育基金教材出版意向书

甲方：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工程教育专业委员会

浙江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

地址： 邮编： 电话:

甲乙双方就出版《 》一书

(以下简称本书)达成如下意向协议:

1.本书必须是未出版的符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工程教育专业委员会新工科

专项教育基金资助范围的教材。

2.甲方将本书中（英）文版的专有出版权授予乙方，乙方有权按中国高等教

育学会工程教育专业委员会要求的版本形式独自出版本书。此后，甲方不得将本

书全部内容稍加修改以原名或更换名称形式授予第三方出版。

3.甲方保证拥有本书的著作权和保证乙方行使本书专有出版权不侵犯他人

的权益，并保证本书的质量符合国家标准，无政治性错误，不涉及机密。如因本

书出版侵犯他人权益或有政治性错误等，由甲方承担全部责任。

4.在甲方获得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工程教育专业委员会新工科专项教育基金

资助后，具体的出版经费要求由乙方根据本书的实际情况与甲方协商确定。

5.乙方同意在甲方获得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工程教育专业委员会新工科专项

教育基金资助后，将本书作为重点图书安排出版，确保图书出版质量。

6.本书在获得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工程教育专业委员会新工科专项教育基金

资助后，双方根据获得本资助项目的通知，签订正式出版合同。正式出版合同生

效之日起，本协议书即中止执行。

7.本协议书一式三份。甲方、乙方各执一份，另一份由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工

程教育专业委员会保存。

8.本协议书供申请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工程教育专业委员会新工科专项教育

基金使用，若甲方申请未获批准，此协议无效。

甲方： 乙方：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