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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海事大学 2024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章程 

 

一、招生类型    

2024年学校拟招收硕士研究生 2697人，其中全日制 2261人，非全日制 436人。实际招生人数

以国家下达的计划(尚未下达)为准。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是指符合国家研究生招生规定，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或者国家承认的其他入学

方式，被具有实施研究生教育资格的高等学校或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录取，在基本修业年限或者学校规

定年限内，全脱产在校学习的研究生。 

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指符合国家研究生招生规定，通过研究生入学考试或者国家承认的其他入学

方式，被具有实施研究生教育资格的高等学校或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录取，在基本修业年限或者学校规

定的修业年限内，在从事其他职业或者社会实践的同时，采取多种方式和灵活时间安排进行非脱产学

习的研究生。 

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考试招生依据国家统一要求，执行相同的政策和标准。 

就业方式分为定向就业和非定向就业两种类型。定向就业的硕士研究生应当在被录取前与学校、

用人单位分别签订定向就业合同。非定向就业硕士研究生须将本人人事档案等材料在入学前调转至大

连海事大学，否则不予注册学籍。 

2024年招收的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招生类型：学术型（学术学位）和应用型（专业学位），就业

方式为定向和非定向就业。 

2024年招收的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招生类型：应用型（专业学位），就业方式为定向就业。 

二、报考条件 

（一）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报考条件 

报名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的人员，须符合下列条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 

2.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品德良好，遵纪守法。 

3.身体健康状况符合国家规定的体检要求。 

4.考生学业水平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国家承认学历的应届本科毕业生（含普通高校、成人高校、普通高校举办的成人高等学历

教育等应届本科毕业生）及自学考试和网络教育届时可毕业本科生。 

考生录取当年学校规定的统一入学报到时间前（具体时间另行通知，下同）必须取得国家承认的

本科毕业证书或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境）外学历学位认证书》，否则录取资格无效。 

（2）具有国家承认的大学本科毕业学历的人员。 

（3）获得国家承认的高职高专毕业学历后满 2年（毕业后到学校规定的统一入学报到之日，下

同）或 2年以上的人员，以及国家承认学历的本科结业生，符合学校各学科（类别）/专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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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培养目标对考生提出的具体学业要求（见学校 2024年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目录）的，按本科毕

业同等学力身份报考。 

以同等学力身份报考的考生须在报名前向学校研究生招生办公室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经审核通过

后，方可报考。 

（4）已获硕士、博士研究生学历或学位的人员。 

在校研究生报考须在报名前征得所在培养单位同意，并获得书面同意书（培养单位研究生管理部

门盖章）。 

（二）几类需要特别重视的报考条件 

1.有关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 

所有符合报考条件（一）中第 1、第 2和第 3项要求，并具有推荐免试资格的考生，均可申请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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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符合享受少数民族照顾政策规定条件并申请享受照顾政策的考生，须在网上报名时按要求填报

相关信息，并如实填写少数民族身份及定向就业少数民族地区。符合规定条件并申请享受初试加分政

策的考生，须在网上报名时按要求填报相关信息。未按规定申报的，不享受相应照顾或加分政策。 

6.“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招生以考生报名时填报确认的信息为准。 

7.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硕士研究生招生计划的考生，应为高校学生应征入伍退出现役，

且符合硕士研究生报考条件者〔高校学生指全日制普通本专科(含高职)、研究生、第二学士学位的应

(往)届毕业生、在校生和入学新生，以及成人高校招收的普通本专科(含高职)应(往)届毕业生、在校

生和入学新生，下同〕。考生报名时应当选择填报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并按要求填报本人入伍

前的入学信息以及入伍、退役等相关信息，复试前按要求向学校提供《入伍批准书》和《退出现役证》

进行复核。 

8.考生应当认真了解并严格按照报考条件及相关政策要求填报志愿并选择报考点。因不符合报考

条件及相关政策要求，造成后续不能网上确认、考试（含初试和复试）或录取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

担。 

9.考生应当按要求准确填写个人网上报名信息并提供真实材料。考生因网报信息填写错误、填报

虚假信息而造成不能考试（含初试和复试）或录取的，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10.考生网上报名成功后，应通过定期查阅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报考点、我校研究生院官方

网站等方式，主动了解网上确认、考试安排及注意事项等，积极配合完成相关工作。 

（二）第二阶段：网上确认 

1.时间：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根据国家招生工作安排和本地区报考组织情况自行确定和公

布，具体确认工作由相关报考点组织实施。 

2.考生网上确认时应当积极配合报考点，根据核验工作要求提交有关补充材料。 

3.所有考生均应当对本人网上报名信息进行认真核对并确认。报名信息经考生确认后一律不作修

改，因考生填写错误引起的一切后果由其自行承担。 

4.考生应当按报考点规定配合采集本人图像等相关电子信息。 

四、打印准考证 

考生应当在考前十天左右，凭网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研招网”自行下载打印《准考证》。《准

考证》使用 A4幅面白纸打印，正、反两面在使用期间不得涂改或书写。考生凭下载打印的《准考证》

及有效居民身份证参加初试和复试。 

五、考试 

考试分为初试和复试两个阶段。 

（一）初试 

1.初试时间：2023年 12月 23日至 24日，具体时间见准考证。 

2.初试地点：由报考点统一安排。 

3.初试科目：思想政治理论或管理类综合能力、外国语、业务课一、业务课二，每科考试时间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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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为 3小时；工商管理、公共管理、工程管理硕士初试科目为 2门。具体考试科目见我校

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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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骨干人才计划，均仅招收全日制研究生，其中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拟招生 20人；少数民族高

层次骨干人才专项计划拟招生 16人。 

各专业实际招收推免硕士生名单及人数可在推免硕士生录取工作结束后，登录学校研究生院网站

或校园网主页招生就业栏查看推免硕士生拟录取名单公示的相关通知。之前，考生可参考往年推免生

录取情况。 

各专业或研究方向最终的分专业招生计划数，将在国家下达学校最终的 2024年硕士研究生招生

计划（每年复试前下达）后，通过学校复试录取工作办法公布，其中专项计划（退役大学生士兵计划

和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计划）的分配情况也随复试录取工作办法一同公布。 

复试录取时，学校按照表 1和表 2中每个“拟招生人数”对应的唯一专业（或研究方向）为单位，

对考生进行排名。 

2.“工程管理”（代码



 

 - 7 - 

8 002 轮机工程学院 085505 船舶工程（专业学位） 3 12000 80 

9 002 轮机工程学院 085903 海洋工程（专业学位） 3 12000 50 

10 003 船舶电气工程学院 080800 电气工程 3 8000 23 

11 003 船舶电气工程学院 081100 控制科学与工程 3 8000 33 

12 003 船舶电气工程学院 085406 控制工程（专业学位） 3 12000 56 

13 003 船舶电气工程学院 085801 电气工程（专业学位） 3 12000 40 

14 004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081000 信息与通信工程 3 8000 68 

15 004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081200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3 8000 44 

16 004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083500 软件工程 3 8000 13 

17 004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085401 

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

（含量子技术等） 

（专业学位） 

3 12000 22 

18 004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085402 

通信工程（含宽带网

络、移动通信等） 

（专业学位） 

3 12000 43 

19 004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085408 
光电信息工程 

（专业学位） 
3 12000 10 

20 004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085404 
计算机技术 

（专业学位） 
3 12000 34 

21 004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085405 软件工程（专业学位） 3 12000 10 

22 004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085410 人工智能（专业学位） 3 12000 32 

23 004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085411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 

（专业学位） 
3 12000 15 

24 004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085412 
网络与信息安全 

（专业学位） 
3 12000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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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005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080500 材料科学与工程 3 8000 15 

26 005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081400 
土木工程 

（01-03方向） 
3 8000 6 

27 005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081400 土木工程（04方向） 3 8000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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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006 航运经济与管理学院 087100 
管理科学与工程（工

科）（04-05方向） 
3 8000 9 

43 006 航运经济与管理学院 120200 
工商管理学 

（01-02方向） 
3 8000 19 

44 006 航运经济与管理学院 120200 工商管理学（03方向） 3 8000 5 

45 006 航运经济与管理学院 025400 国际商务（专业学位） 2 12000 30 

46 006 航运经济与管理学院 125601 工程管理（专业学位） 3 12000 4 

47 006 航运经济与管理学院 125602 项目管理（专业学位）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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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008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 085701 环境工程（专业学位） 3 12000 70 

60 009 人工智能学院 0812J1 ☆人工智能 3 8000 11 

61 009 人工智能学院 085410 人工智能（专业学位） 3 12000 14 

62 009 人工智能学院 085411 
大数据技术与工程 

（专业学位） 
3 12000 7 

63 010 法学院 030100 法学（01方向） 3 8000 35 

64 010 法学院 030100 法学（02方向） 3 8000 9 

65 010 法学院 030100 法学（03方向） 3 8000 10 

66 010 法学院 030100 法学（04方向） 3 8000 2 

67 010 法学院 030100 法学（05方向） 3 8000 5 

68 010 法学院 030100 法学（06方向） 3 8000 4 

69 010 法学院 030100 法学（07方向） 3 8000 4 

70 010 法学院 035101 
法律（非法学）（专业

学位）（01方向） 
3 12000 38 

71 010 法学院 035101 
法律（非法学）（专业

学位）（02方向） 
3 12000 10 

72 010 法学院 035102 
法律（法学）（专业学

位）（01方向） 
3 12000 68 

73 010 法学院 035102 
法律（法学）（专业学

位）（02方向） 
3 12000 10 

74 011 外国语学院 050201 英语语言文学 3 8000 5 

75 011 外国语学院 050202 俄语语言文学 3 800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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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011 外国语学院 050205 日语语言文学 3 8000 4 

77 011 外国语学院 050211 
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

言学 
3 8000 21 

78 011 外国语学院 055101 英语笔译（专业学位） 2 12000 42 

79 011 外国语学院 055102 英语口译（专业学位） 2 12000 5 

80 011 外国语学院 055105 日语笔译（专业学位） 2 12000 14 

81 011 外国语学院 055106 日语口译（专业学位） 2 12000 3 

82 012 
公共管理与人文艺术

学院 
010101 马克思主义哲学 3 8000 4 

83 012 
公共管理与人文艺术

学院 
0301J1 ☆国家安全学 3 8000 4 

84 012 
公共管理与人文艺术

学院 
120400 公共管理学 3 8000 17 

85 012 
公共管理与人文艺术

学院 
035200 社会工作（专业学位） 2 12000 33 

86 013 马克思主义学院 030500 马克思主义理论 3 8000 50 

87 014 理学院 070100 数学 3 8000 41 

88 014 理学院 070200 物理学 3 8000 45 

89 018 
综合交通运输协同创

新中心 
0823Z4 

★综合交通运输科学

与工程 
3 8000 9 

90 018 
综合交通运输协同创

新中心 
120200 工商管理学 3 8000 4 

91 018 
综合交通运输协同创

新中心 
086100 交通运输（专业学位） 3 12000 56 

92 019 
海底工程技术与装备

国际联合研究中心 
085903 海洋工程（专业学位） 3 1200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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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021 
海洋法治与文化研究

院 
030100 法学 3 8000 4 

94 021 
海洋法治与文化研究

院 
035102 

法律（法学） 

（专业学位） 
3 12000 6 

95 023 
港口与航运安全协同

创新中心 
085505 船舶工程（专业学位） 3 1200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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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 026 
水路交通控制全国重

点实验室 
085801 电气工程（专业学位） 3 12000 2 

111 026 
水路交通控制全国重

点实验室 
085402 

通信工程（含宽带网

络、移动通信等） 

（专业学位） 

3 12000 2 

112 026 
水路交通控制全国重

点实验室 
085501 机械工程（专业学位） 3 12000 2 

 

表 2：大连海事大学 2024年非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招生专业、学制、学费标准及拟招生人数 

序号 
学院

代码 
学院名称 

专业 

代码 
专业名称 

学制 

（年） 

学费 

（元/年） 

拟招生 

人数 

1 005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086100 
交通运输（专业学位） 

（单独考试） 
3 30000 25 

2 006 
航运经济与管理学

院 
125100 工商管理（专业学位） 2.5 

34000 
（51 方向） 

49000 
（52和 53方向） 

197 

3 006 
航运经济与管理学

院 
125601 工程管理（专业学位） 3 24000 13 

4 006 
航运经济与管理学

院 
125603 

工业工程与管理 

（专业学位） 
3 24000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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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定向就业的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以及签订三方定向协议的少数民族高层次骨干人才专项

计划的一志愿考生，当考试总成绩（初试成绩+复试成绩）达到同专业普通计划一志愿考生获得学业

奖学金的最低成绩时，可获得第一学年相应等级的学业奖学金。 

    3.硕士推免生和直博生的奖励政策详见《大连海事大学 2024年接收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

读硕士研究生和直接攻读博士研究生章程》。  

4.学制内所有全日制非定向硕士研究生均享受国家助学金，每生 500元/月。 

    5.学校和学院为研究生设置“助教”“助管”“助研”和“学生辅导员”岗位，并为完成相应岗

位任务的研究生发放工作酬金。 

十、毕业 

    全日制和非全日制研究生在规定的最长学习年限内，修完培养方案规定内容，成绩合格，达到学

校毕业要求的，准予毕业，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颁发相应的、注明学习形式的毕业证书。凡符合大连海

事大学硕士学位授予条件，经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讨论通过，由学校颁发学位证书。全日制和非全日制

研究生实行相同的考试招生政策和培养标准，其学历学位证书具有同等法律地位和相同效力。 

十一、住宿情况 

学校为全日制硕士研究生提供住宿，房间标准一般为 4人/间，住宿费用标准为 1000-1200元/

人/年（本章程公布后，如物价部门批准了新的住宿费用标准，将按新的标准收取。） 

十二、其他 

1.招生专业目录中，学科专业名称前加★者为我校自主设置学科（专业），学科专业名称前加☆

者为交叉学科。 

2.学校中心及研究院招生简介： 

（1）综合交通运输协同创新中心始终坚持“四个面向”的战略部署，以交通运输工程为主干学

科，以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金融工程、信息科学等学科方向为支撑，主要从事综合交通、多

式联运、智慧港航、绿色港航、航运金融、供应链管理等领域科教工作。中心是辽宁省高等学校协同

创新中心和高等学校新型智库，拥有一支教育部创新团队、两支辽宁省创新团队、两个市级工程研究

中心。中心是大连海事大学首个综合改革示范区、国家“交通强国”试点任务实体化科研平台，设有

综合立体交通智能管控平台系统集群、交通大数据与人工智能工作室、高性能计算集群控制室、多式

联运科技展厅、航运大数据等校企联合实验室。中心计划在综合交通运输科学与工程（学术学位）、

工商管理（学术学位）、交通运输(专业学位)三个学科/类别招收推免生和统考生，依托国家重大重

点项目，秉承“多学科交叉、导师组协同”的培养模式。对于学术型（学术学位）研究生，中心强化

学科基础理论课程教学，依托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基金等高水平基础科研

项目，加强学术创新能力培养；对于应用型（专业学位）研究生，中心侧重行业实践，依托产学研联

合培养基地、协同企业等，配备资深的行业导师联合指导，加强基于技术难点攻关以及技术创新实践

等能力培养。中心在学校硕士研究生奖励资助体系基础上，基于学术创新成果自主设立“鲲鹏奖学金”。

中心产学研平台包括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辽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交通运输部规划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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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院、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公司、亿海蓝（北京）数据技术股份公司、高德软件有限公司、广州

维脉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等企事业单位，可为研究生在科研创新、实习就业等方面提供良好条件和基础。

中心承担教育部和科技部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111计划)项目，与新加坡国立大学、英国帝国

理工大学、英国雷丁大学、香港理工大学、荷兰埃因霍温理工大学、日本广岛大学等国外知名高校建

立国际化人才培养合作机制，为中心研究生进行国际交流、联合培养等创造条件。  

综合交通运输协同创新中心的研究生招生工作由航运经济与管理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负责。录取的研究生学籍管理、学生管理等研究生教育相关工作归属单位为航运经济与管理学院。 

（2）海底工程技术与装备国际联合研究中心是以船舶与海洋工程为主干学科，以材料科学与工

程、控制科学与工程、机械工程等为支撑学科，研究方向包括海底工程水动力研究、关键部件（系统）

设计制造技术、海底工程装备密封与防腐技术、水下生产控制系统、水下应急保障与处置技术等 5个

方向。中心计划在海洋工程专业学位海底工程技术方向招收推免生和统考生，并实行以第一责任导师

为主的国内外导师组跨学科联合培养。基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工信部高技术船

舶科研计划等国家重大科研项目，强化学术创新能力培养；依托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烟

台中集来福士海洋工程有限公司、中国船舶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第七六〇研究所、中国船级社等实践基

地，加强学生实践动手能力；联合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美国休斯顿大学、乌克兰国立技术大

学、挪威斯塔万格大学等国际合作伙伴，开展学生国际联合培养。中心 2018年获批教育部和国家外

国专家局联合组织 “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111计划”）“海底工程技术与装备学科创

新引智基地”、2018年“大连华锐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获选辽宁

省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示范基地、2019年获批国家留学基金委 2019年创新型人才国际合作培养

项目“大连海事大学海底工程国际人才培养项目”、2019年获批交通运输行业重点领域创新团队“海

底工程技术与装备创新团队”。 

海底工程技术与装备国际联合研究中心的研究生招生工作由轮机工程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

小组负责。录取的研究生学籍管理、学生管理等研究生教育相关工作归属单位为轮机工程学院。 

（3）海洋法治与文化研究院是学校重点培育建设高端智库平台，以海洋法、海商海事法与海洋

文化等学科支撑，设立了中国特色海洋法治体系研究、海洋权益维护与争端解决研究、海洋可持续发

展法治保障研究、海洋科技创新法治保障研究、中国海洋文化理论体系研究等研究方向，外聘 11名

校外高水平智库专家，汇聚 30余名海洋法治与文化领域专家学者，先后入选中央涉海决策咨询机构、

辽宁省重点新型智库、大连市重点新型智库，担任交通运输新型智库联盟、辽宁省高校新型智库联盟

第一届理事长单位。近年来，研究院形成 170余篇决策咨询报告，获得有关领导批示多达 70余次，

70余份国际组织提案被采纳纳入有关国际决议，承担国家社科重大、国家社科重大专项项目 10余项，

完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商法》修改草案起草工作，编制海洋法治发展报告等多份研究报告。研究院

自 2023年开始招收海洋法治领域全日制硕士研究生，通过交叉学科培养方式，提升学生理论研究与

实践应用能力，为国家培养和储备创新型、复合型涉海国际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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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法治与文化研究院的研究生招生工作由法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录取的研究生

学籍管理、学生管理等研究生教育相关工作归属单位为法学院。 

（4）港口与航运安全协同创新中心于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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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建设和人才培养的有机结合，建设国际一流科教融合工程科学研究基地。主要研究方向有微尺度

力学与跨尺度关联，高温气体动力学与跨大气层飞行，微重力科学与应用，海洋工程、环境、能源与

交通中的重大力学问题，先进制造工艺力学，生物力学与生物工程等。现设有 5个实体实验室。非线

性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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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重点实验室，拟探索建设全国重点实验室体系重组与体系机制改革的新型模式，建成水路交通领域

的科技创新高地和国家创新体系的示范基地：一是服务水路交通高质量创新发展，重点研究突破水路

交通系统智能控制中的前瞻性、战略性、基础性、综合性等方面的应用基础理论及关键技术；二是服

务交通强国、综合立体交通网等国家重大工程和重大任务的战略需求，开展应用基础研究；三是服务

国家科技体系的改革需求，充分发挥“先行先试”作用，探索全国重点实验室新型组建模式和体制机

制创新。实验室将开展船舶及船载装备运行控制、水路交通状态控制以及水路交通安全控制等三个方

面的研究，揭示水路交通系统的人机共融智能运行控制机理与事故生成规律，解决水路交通控制的核

心装备与系统自主可控等国家重大科技难题。实验室现有固定人员 260余人，包括中国工程院院士 1

人、俄罗斯外籍院士 2人、国家高层次人才 11人、省部级人才 51人，研究人员中省部级以上人才占

38%。实验室共有研究人员近 200人，技术支撑人员 55人，管理人员 10人。依托单位在水路交通控

制领域以第一完成单位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3项、技术发明二等奖 3项，省部级特等奖 2项，

一等奖 60余项。水路交通控制全国重点实验室是践行交通强国战略，解决“卡脖子”和占领前沿技

术制高点的迫切需要，也是在水路交通领域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的集中

需求，更是填补水路交通创新体系空白的重要举措。 

各专业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机构，以及录取的研究生学籍管理、学生管理等研究生教育相关工作

归属单位如下： 

研究院招生专业名称 研究生招生领导机构 
学籍管理、学生管理等归

属单位 

交通运输 航海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航海学院 

船舶工程（05方向） 轮机工程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轮机工程学院 

船舶工程（08-09方向）、机械

工程 
船舶与海洋工程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船舶与海洋工程学院 

控制工程、电气工程 船舶电气工程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船舶电气工程学院 

通信工程 

（含宽带网络、移动通信等）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研究生招生工作领导小组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3.学校自命题科目考试大纲公布在研究生院网站和校园网主页招生就业栏 

（研究生院网站网址：http://grs.dlmu.edu.cn） 

（校园网主页招生就业栏网址：http://www.dlmu.edu.cn/zsjy/yjszs.htm） 

4.国家研究生招生政策可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网址：https://yz.chsi.com.cn）上查看，

学校研究生招生政策、有关通知可在我校研究生院官方网站或校园网主页招生就业栏上查看。 

6.本章程如与上级机关规定不符，按上级机关规定执行。 

7.学校办学地点：辽宁省大连市凌海路 1号。 

8.不详之处请与我校研究生招生办联系，研招办电话：0411-84729493，传真：0411-84728329，邮

箱：yanzhaoban@dlmu.edu.cn。通讯地址：辽宁省大连市凌海路 1号大连海事大学研究生招生办公室，

邮政编码：116026。 

mailto:yanzhaoban@dlmu.edu.cn。通讯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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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如对考试大纲、招生导师等信息有疑问，请咨询各学院。咨询电话见表 3。 

表 3 大连海事大学各学院（中心）招生咨询电话 

序号 学院名称 联系电话 

1 航海学院 0411-84723953 

2 轮机工程学院 0411-84723572 

3 船舶电气工程学院 0411-84727500 

4 信息科学技术学院 0411-84726912 

5 交通运输工程学院 0411-84729330 

6 航运经济与管理学院（全日制） 0411-8472589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