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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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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创新教育是研究生教育的灵魂，创新能力是高素质人才培养的核心和根本任务。文章在分析创新本质的基
础上，明确了创新的不同形式，然后根据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以及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差别定位，将该专业
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定位为应用创新能力培养，最后探讨了该专业应用创新能力培养的途径，以期为加强管理科学与工程专
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和实现创新型人才培养目标提供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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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教育是以国际学术发展前沿知识为教学内容，以
科学研究为培养手段，以知识创新为学习目的的高层次教学
活动和人才培养活动［1］。研究生的创新能力不仅关系到我
国科研创新的水平，更关系到我国科教兴国战略和现代化建
设战略的实现。因此，创新教育是研究生教育的灵魂，创新
能力培养是高素质人才培养的核心和根本任务。

一 创新的本质以及创新形式的分类

目前，不同的学者和机构对创新的本质尚未形成共识。

徐海燕认为创新可以表现为: ( 1) 在开拓研究领域方面是否
具有创新性; ( 2) 在使用研究方法方面是否具有创新性; ( 3)

在运用论证资料方面是否具有创新性; ( 4) 在阐述观点或理
论方面是否具有创新性［2］。彭明祥则认为创新是建立在对
以往知识融会贯通的总结和深思熟虑的研究基础之上的，是
对已有知识积累的延续或变革。创新的体现方式一般包括
解释性创新、方法性创新、思想性创新［3］。肖彬等指出，研
究生创新教育应加强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
创新［4］。欧洲大学委员会 2007 年《高等教育中的创新能
力》研究报告指出未来的复杂问题不能通过“书本知识”来
解决，而必须由具有创造性、前瞻性、敢于质疑、能应付不安
全和不确定性的个人或群体来解决［5］。

综上所述，不同学者和机构都意识到并强调创新对研究
生教育的极端重要性，但对于创新本质的理解和表达还是有

些差异。笔者综合上述学者和机构的看法，认为创新是运用
所学的知识，结合科学的方法探寻社会或现象发展的内在规
律，以获得新理论( 包括应用) 和新方法( 包括应用) 的过程。

根据创新的本质，创新的形式可以分为理论创新和应用创
新，其中理论创新包括原创理论创新和应用性理论创新; 方
法创新包括方法理论的创新和方法的应用创新，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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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创新的分类

原创性理论创新大部分出现在基础研究领域和跨学科
领域，包括科学的新发现和技术的新发明，如马克思的剩余
价值理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应用理论创新是指探寻将
理论转化为实践的创新过程和手段，如行为科学理论在霍桑
试验中的应用;方法理论创新是指发现新的研究方法或技术
方法，如 1885 年，德国心理学家艾宾浩斯创造性地运用了无
意义音节法进行记忆研究，使心理学真正成为一门学科; 方
法应用创新可以是单个方法的应用，也可以是运用一定的方
法对各种要素进行创新性融合、集成，如数理统计方法在工



程决策中的应用等。

二 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目标定
位———应用创新能力培养

( 一) 不同层次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差别培养
创新本质和创新能力是两个既相关又有所区别的概念。

对创新本质的认识是培养创新能力的基础，为创新能力的培
养指明了方向。创新能力的培养体现创新本质的内在要求。

由创新的本质可知，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创新教育，就是要培
养研究生的理论创新能力和方法创新能力。当然，研究生有
博士研究生和硕士研究生的层次差别，对于两者的创新能力
要求也有所差别。在国外，硕士只是一个过渡学位，硕士毕
业生要么继续攻读博士学位，要么毕业后在相关行业就业，

成为非学术型的高层次专门人才。而研究型、学术型人才的
培养主要是博士教育的责任，博士毕业生将成为所在学科领
域未来的学者、学术和研发的骨干力量。在国内，对博士研
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要求与国外类似，即都要求原创性理论
创新，但国内对硕士研究生的创新能力要求要高于国外。总
的来说，硕士研究生阶段总体上处于向学科前沿过渡的阶
段，硕士研究生对前沿理论与最新方法、最新技能的吸纳比
运用这些知识去解决相应的问题更重要，一般谈不上在前沿
领域获得突破。硕士研究生虽然也适当参与科学研究工作，

但其性质总体上是技术性的，而不是理论性的或思想性的。
与此不同，博士研究生阶段虽然依旧包括较为系统的关于前
沿知识的传授环节，但其标志性工作是对前沿性问题的探索
与研究，这种探索不应只停留在技术性水平上，而应提高到
理论、方法乃至学术思想的高度。与这些学位等级相应的创
新能力要求，理应有所不同［6］。由上可知，博士研究生要着
重培养其原创性理论和方法理论创新能力;硕士研究生着重
培养其应用理论创新能力和方法应用创新能力，见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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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层次研究生创新能力要求

( 二) 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目标定
位———应用创新能力培养

管理科学与工程是综合运用系统科学、管理科学、数学、
经济学和行为科学及工程方法，结合信息技术研究解决社
会、经济、工程等方面的管理问题的一门学科［7］。

国外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决策与对策
理论、组织理论、运筹与管理;其次是信息技术与管理、管理
系统工程、评估技术、复杂性研究和一般管理理论;对管理思
想史、预测技术、数量经济分析方法、工业工程等领域研究较
少。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研究的主要内容是信息技术与管
理和管理系统工程，其次是预测技术、评估技术、运筹与管
理［8］。对管理理论等方面的研究较少。这是由于信息技术

的深远影响和国家的信息化战略已得到管理科学与工程研
究界的重视，并且在企业信息化、决策支持系统和政府信息
化等方面已能与实践很好地结合，产生重大的经济效益。系
统论与管理问题相结合方面，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并且
一直有大量的研究成果产生;预测技术、评估技术、运筹与管
理等传统领域的管理科学与工程，在解决新的企业管理和社
会经济问题时，得到了检验和新的发展［9］。

从学科的本质特征来看，“管理科学与工程”一级学科
的人才培养应当突出如下方面: ( 1) 有能力开发新的管理科
学( 广义) 研究方法与研究工具的人才。( 2 ) 能够熟练应用
管理科学与决策科学、系统工程的理论与方法到各个管理领
域的人才。( 3) 能够熟练应用工业工程研究方法，对各类操
作层面的工作进行研究，提出操作规范的人才。( 4) 依据管
理领域信息流程的共性特征，在相对通用的软件平台上开发
专用信息管理平台的人才。( 5 ) 能够熟练剖析管理领域的
信息流程、进而规范信息流程，并在新的信息技术平台上实
现信息管理的人才。( 6) 熟悉某类技术，并具有围绕这类技
术进行预测、评估，组织开发并使之付诸实施的技术管理人
才，也就是对技术要素及其相关因素实施全过程管理的人
才。( 7) 熟悉某类工程，具有对该类工程从立项、实施到验
收的全过程的综合管理能力的人才; ( 8 ) 电子政务、电子商
务、现代物流、供应链管理等新生专业的建设与管理
人才［10］。

由上可知，应用理论、方法( 技术) 理论和方法( 技术) 的
应用已成为管理科学与工程学科和专业发展的主流。因此，
我们根据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定位结合管理科学与
方法专业的特点，将我国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研究生创新能
力培养目标定位为应用创新能力创新—应用理论创新能力
和应用方法创新能力。

三 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研究生应用创新能力培养的途径

( 一) 改革招生制度，选择具有创新潜力的研究生
硕士研究生招生制度是研究生教育的源头，也是非常关

键的环节。然而，由于受传统应试教育模式的影响，我国现
行的研究生招生制度过分注重考察考生的“应试能力”，而
不注重考察其“创新能力”，考试内容和考试题型主要测试
对书本知识的记忆，没有突出对创新能力的测试，考试结果
难以真实反映考生实际的创新潜能。据刘娟对北京三所高
校部分研究生所作的实证调查，96． 6%的调查对象认为研究
生入学考试中专业课主要考查的是记忆能力，接下来才是应
用能力、想象力和操作能力［11］。

为了选拨到真正具有创新精神的管理科学与工程专业
的研究生，我国应从以下方面进行改革:

1、改革传统研究生考试制度，突出创新素质和创新潜能
的考核。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朱清时院士在《如何培养
学生的创新能力》一文中就曾提出，人的创新能力除了悟性
和记忆力外，创新素质至关重要。他认为，研究生的创新素
质主要包括: ( 1) 好奇心和兴趣; ( 2) 直觉和洞察力; ( 3) 勤奋
刻苦和集中注意力; ( 4) 人文素质［12］。因此，我们应从传统
的强调考试成绩，转向对学生本科阶段学习情况、专业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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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掌握情况、写作能力、科研兴趣、钻研精神等方面的综合
考核。如管理科学与工程的硕士生导师可以就某一工程或
技术问题考核学生对专业知识掌握程度，专业领域了解的程
度以及观察能力、独立思考能力、逻辑分析能力和语言表达
能力等等。

2、改革传统招生模式，赋予导师更大的选择权。硕士生
导师作为专业领域的专业人员，对本专业领域所要求的学生
素质有深入的了解，让硕士生导师直接参与研究生招生更有
可能选拨到高素质的学生。对于管理科学与工程这种综合
性很强、跨学科的学科和专业，对硕士研究生知识面、综合分
析能力、逻辑思维能力等方面要求更高，硕士生导师的参与
考核更是必要。

( 二) 加强培养过程的管理，保障创新活动过程的质量
创新能力的培养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过程管理是创新能

力培养的关键环节。课程学习、参与科研项目、学术交流、撰
写学术论文等就是过程管理的主要内容。

1、夯实专业课程学习
课程学习是创新能力培养的基础。科学合理课程体系

设置、启发式的教学方式、多样化的教学手段、灵活的课程考
核方式是充分发挥课程学习基础性作用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管理科学与工程硕士研究生的教学中，我们要特别强调四
点: 一是课程教学方式。由于一贯的应试教育模式培养了学
生被动思考的思维习惯，如果在研究生阶段还是一味的“满
堂灌”，就无法改变学生的思维模式。因此，我们要采取多
种方式，如研讨式、提问式、案例分析式等等，让学生主动参
与其中，逐步养成主动思考的学习习惯。二是考核方式要改
变。要淡化期末考试的作用，加大课堂表现和平时作业的比
重，让学习成绩不再成为衡量学生的唯一标准。三是要增加
跨学科的课程，特别是理、工、人文、管理等课程的融汇，拓宽
学生的知识视野，培养他们系统组织跨学科的知识集成能
力。四是要开设一些研究方法和写作方法的指导课程。硕
士研究生入校时还不能摆脱本科教育模式的影响，为了让他
们尽快进入研究生角色，就必须教会他们基本的研究方法，
培养他们发现问题、表达观点的能力。

2、加强学术交流
创新的思想不仅需要厚实的基础理论知识和浓厚的学

术氛围去孕育，而且需要通过交流和借鉴来催生。学术交流
则为研究生提供了自由、平等交流和讨论的平台。研究生通
过学术交流，及时了解学科最新发展动态，多学科的知识、理
论和方法，从而拓展了研究生的知识领域，开阔了眼界，有利
于激发研究生新的灵感和创造性的思维火花，克服思维局限
和思维定势。在交流与切磋中，激发研究生探索未知、寻求
真理的勇气与志趣，陶冶学生的情操，锤炼其人格，形成“海
纳百川”的宽广胸怀［3］。管理科学与工程涉及的学科多，研
究领域宽，单凭单个人的力量是无法把握该学科和专业的发
展趋势的，学术交流无疑为硕士研究生学术视野的拓展和学
术品格的形成提供了很好的机会。学校应鼓励学生参与每
年一次的“管理科学与工程年会”，让学生掌握该专业的最
新发展前沿和最新成果，在思想的碰撞中领悟学科的真谛。

3、建立研究生创新实践基地或校企合作培养方式
建立研究生创新实践基地或校企合作培养方式对于应

用型非常强的管理科学与工程类学科和专业硕士研究生培
养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如西北工业大学研究生院以“研
究生创新实验中心”为依托，紧紧围绕“创新”主题，结合自
身的“三航”( 航天、航空、航海) 特色和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
体系建设的未来规划，打破传统专业实验室封闭式管理运行
模式，搭建了一个真正面向各专业领域全面开放的公共平
台，对研究生自主创新能力培养模式进行了探索［13］。陈洪
根等( 2007) 以西北工业大学研究生创新实验中心为研究对
象，从毕业研究生质量视角，对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平台实
施绩效进行了实证比较评价，研究发现，研究生创新平台对
研究生创新基础能力的训练，有效锻炼和提升了研究生科研
探索的创新思维和实践动手能力。在省级、校级优秀毕业生
中，参与研究生创新平台的研究生占了较大的比重，说明了
创新公共平台在培养研究生综合素质方面具有积极的
作用［14］。

清华大学通过与外方合作，学校互派研究生在对方学校
学习和研究的方式，达到了拓展研究生国际视野、增强国际
交往能力和提高学术水平的目的。目前开展时间较长且取
得了一定经验的是清华一亚深工业工程和汽车工程两个专
业硕士联合培养项目。该项目以“共同学习，共同研究”为
宗旨，在交换学生的同时，教师短期互访对方学校进行授课、

研修和开展合作研究。通过该项目，不但该校学生得益于德
国先进的工程教育，教师也可直接借鉴德国工程教育的理念
和授课模式，特别有利于青年教师教学和研究方面的成长。
此外，中德教师间建立了研究方面的联系，共同申请研究课
题，召开学术研讨会，促进了学科的发展［15］。

( 三) 构建合理的成果考核机制
学位评价是保障研究生培养和学位授予质量的重要环

节。学位评价是以一定的标准对评价客体进行合格评价，以
创新能力评价为核心，构建与创新能力评价要求相适应的学
位评价体系。学位评价体系中的评价主体、评价内容、评价
指标及标准、评价方式等的选择与构建要突出创新意识和创
新思维的评价。合理的评价机制应包括以下内容:

1、对论文写作各个阶段的成果进行评价
完整的论文评价体系应包括选题、文献综述、研究方法

应用、研究结论、有哪些新见解或创新点、写作是否规范等内
容。每个阶段的成果都是后一个阶段成果的基础，而且这些
方法和技能是今后进行学术研究所不可或缺的因素。因此，

导师或导师组要定期对这些内容进行评价，提出改进意见，

使研究生完整掌握学位论文撰写所必需的方法。
2、研究成果的考核方式应该多样化
学位论文是硕士研究生培养的最终环节，是整个研究工

作的总结和升华。我国传统的研究生教育就是以学位论文
质量来衡量学生科研能力高低以及培养目标的实现与否。

然而，随着社会需求的多样化以及研究生的扩招，研究生培
养的目标也必将发生转变，硕士生培养模式必将是“学术
型”和“应用型”高级人才并存。因此，单一的学位论文考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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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也并将被多样化的考核方式所替代。就管理科学与工
程学科专业的特点而言，一种新的尝试是硕士研究生最终获
得硕士学位除了依靠学术论文以外，还可以是开发的软件、
获得的专利、工程或技术管理方法创新、工程全过程管理方
案、管理信息系统的设计和开发等。这种考核方式更彰显了
各尽其才的人才培养目标。事实上，一方面不是企业实践中
所有的问题的解决都可以形成论文，另一方面衡量研究生创
新能力的方式有很多，学位论文只是其中的一方面而已。

爱因斯坦曾经说过，“要是没有能够独立思考和独立判
断的有创造力的人，社会向上发展就不可想象”。创新性的
研究型人才是民族振兴和社会发展的脊梁和希望。因此，我
国应根据研究生教育的发展规律和人才培养的规律，探索新
形势下管理科学与工程这种对社会发展具有独特功能的人
才创新能力培养模式，为强化创新型研究生教育和人才培养
目标提供理论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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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Cultivation of the Innovative Ability of the Master Graduate
Students of 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

ZOU Shu-liang，ZHANG Cai-ping
(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Hengyang 421001，China)

Abstract: Ability to innovate is the soul of postgraduate education．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ability is the core and basic target
of high quality talents． The paper analyzes the essence of the innovation，divides the innovation form into theory innovation and method
innovation． Then，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 of 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 and different definition of innovative ability posi-
tion between the Doctoral and Master postgraduates． Finally，the paper positions the innovative ability of Master graduate of manage-
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 as method innovation and discusses the ways to cultivate the innovative ability of Master graduate students of
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which provides the theory guidance for Master graduate education and talents cultivation goal of
management science and engine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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