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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产学研基地培养模式与机制,提升研究生创新能力水平

姜志胜,戴剑勇淤,张新华于,唐志晗盂,刘录山榆

(南华大学 研究生处,湖南 衡阳 421001)

[摘摇 要] 摇 文章结合高校研究生教育实际,围绕提高研究生创新能力这一目标,探讨研究生教育产学研联合培养模式和

管理机制。 在培养模式上应当从选配研究生导师、建立联合基地、开拓教育平台、依托重大项目和学科性公司联合培养等方

面进行创新和尝试;在管理机制上应当从构建组织机构、完善管理机制、建设管理制度等方面进行创新和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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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随着学术型向应用型专业研究生比例结构的转

变,“产学研基地冶或“联合培养基地冶将成为满足市

场需求和提高质量的一种极其有效的研究生教育管

理培养模式[1鄄2]。 建立这种模式旨在围绕国家、省
及地区支柱产业和重点产业发展方向,依托研发能

力强的企业集团、高新企业和科研院所等单位,构建

研究生高层次创新人才培养平台。 其中,以校企合

作为主体的研究生培养创新基地运行模式具有相当

的代表性[3鄄4],它由学生、学校、企业三者构成,学校

与学生、学校与企业、学生与企业构成三对供求关

系,三者的联结点和纽带是人才,三者既追求各自的

价值目标,又互为资源,成为研究生培养创新基地良

性发展的基本要素。 产学研结合不仅能充分利用学

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等多种不同的培养环境和培养

资源,而且还可充分发挥各自在人才培养方面的优

势,为学生提供理论联系实际的广阔空间,加强学校

与社会、专业与经济建设的联系,使学生在接受专业

知识的同时了解经济社会发展对本专业人才的需

求,激发主动学习专业知识的兴趣和欲望,强化对职

业理想的追求。
高校在研究生培养目标的定位上,必须正视国

家和企业的需求,将研究生培养按照学术型和技术

应用型分类指导,细化研究生教育的培养目标,满足

社会需求。 同时,改革研究生培养模式要同改革研

究生培养机制有机结合起来[5鄄7],要建立研究生教

育质量的长效保障机制和内在激励机制,进一步统

筹学校教学、科研、服务资源,激发学校、院系、导师

和研究生的内在积极性,强化导师责任。 要把对研

究生的资助与其实际表现结合起来,形成有利于激

发研究生创新热情和创新实践的培养机制和奖助机

制,使导师和研究生对质量问题的重视不仅仅建立

在道德约束上,而且与他们的声誉和利益直接相关,
从而促进研究生教育持续健康发展[8鄄9]。

因此,紧紧围绕提高研究生创新能力这一目标,
改革研究生培养和管理模式,搭建产学研创新基地,
完善基地培养机制,建立科学的激励机制与约束机

制,推动研究生教育可持续发展,是当前学位与研究

生教育工作的重要课题。

一摇 推进研究生教育产学研联合培养模式创新

研究生培养创新基地是指研究生培养单位(高
校)与合作单位(企业、科研院所)共同建设,且由教

育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的校外培训基地,是一种有效

提高研究生创新能力,实现高校、企业(科研院所)
和社会合作共赢的人才培养新模式。 它以企业(科
研院所)为依托,校企双方通过教育、教学资源的整

合实现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的有机结合,
形成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中心和科研成果形成及

转化中心。
(一)引进企业人才兼任研究生导师。 厂矿企



业、科研院所、大型医院等聚积了大批著名专家、研
究人员和高级管理人员,高校可在这些机构中遴选、
聘请一批思想品德好、业务水平高、责任心强的专家

和管理人员担任兼职研究生导师。 这不仅能够有效

弥补自身师资的不足,而且能够加强高校与企业界

的联系,拓宽研究生视野,增强研究生的创新能力,
提升研究生的综合素质。 如南华大学为提高临床医

学专业研究生培养质量,与省人民医院、省老年医

院、省儿童医院、长沙市第一医院、长沙中心医院、娄
底市中心医院、郴州市人民医院等签订了研究生联

合培养协议,从各医院中遴选了硕士研究生导师,强
化了临床医学研究生培养过程质量控制。 此外,针
对高校工程硕士、工商管理硕士(MBA)、工程管理

硕士的培养,采用双导师制,加强与核工业系统厂矿

企业、地方厂矿企业联系,从中遴选主要技术骨干、
经营管理精英作为学校第二导师,并邀请厂矿精英

为这些专业的研究生讲课,丰富其实践水平,强化研

究生的理论与实际结合力度,不断提高研究生培养

创新能力。
(二)联合设立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基地。 各

培养单位积极走出校门,深入厂、矿、医院等单位,加
强同他们的合作。 一是设立校企研究生培养创新基

地,并在条件允许情况下,积极申报省级研究生培养

创新基地,争取政府的资助和企业的支持。 二是建

立校企联合实验室和研发中心,研究生在导师的带

领下,在联合实验室承担来自企业的科研攻关任务,
既增加对企业的了解,又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 三

是在条件许可情况下共建工程研究中心和企业博士

后科研流动站,联合培养高质量研究生,尤其是博士

研究生。 四是接受企业委托定向培养研究生或举办

研究生课程进修班,既发挥资源共享优势,又提升企

业员工素质,还能拓宽研究生就业渠道。 如南华大

学抓住省部共建机遇,加强与核工业系统(中国核

工业集团、中国核工业建设集团、中核 404 总公司、
821 厂)、地方厂矿企业的联系(华菱衡阳钢铁集团

公司、水口山有色金属集团公司、湖南省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景达公司、湖南省地级市医院等),培育新

的人才培养创新基地,加强产学研合作和科技成果

转化平台建设,开展厂矿企业干部职工技术、经济、
管理领域等专题讲座与培训,又邀请了厂矿企业精

英为研究生开设专题讲座,这既整合了教学科研资

源,又提升了单位人才培养战略品位。
(三)以重大项目为依托联合培养人才。 将学

校学科集群与企业产业集群对接,承担企业的重大

科技攻关项目,或者联合申请国家重大科研任务,并

以此作为相关学科研究生培养的平台和载体。 这不

仅能有效解决培养经费问题,而且结合企业的科研

项目,让学生参与面向生产与科研实际的课题研究,
包括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使学生获得自由发展、自
主创新的空间,在科研中不断激发自身的创造力,还
能增强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如南华大

学每年都与国防科技工业局及核工业系统相关厂矿

企业签订了科研项目协议,承担了一定数目与经费

的国防科研项目,同时与地方厂矿企业签订了许多

横向科研课题。 以这些科研项目为载体,不断激发

了研究生的科研热情,提高了研究生培养质量。
(四)依托学科性公司培养研究生。 依托学校

学科优势,以科技成果作价入股作为核心技术创建

科技型企业,运用现代企业制度,在市场经济环境下

有效地开展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在学科性

公司中培养研究生,推动学校学科建设和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的发展。 如有些学校把科技成果应用于厂

矿企业,实施科技攻关与成果转换,提高了厂矿企业

劳动生产效率,实现了校企双赢。

二摇 完善产学研基地培养管理机制

根据“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冶确立的建设目标,
落实创新计划各项具体内容,形成高校、培养协作单

位、研究生导师协同、高效的运行机制,必须做到机

构健全、制度完善。
(一)构建基地管理组织机构。 研究生培养创

新基地采取以学校为主,高校与合作单位共为实施

单位,负责研究生培养创新基地的具体组织实施,并
接受教育管理部门的指导、监督与帮助。 可根据学

校特色及行业特点,逐步构建学校与相关行业系统

研究生联合培养创新基地,并创新基地管理模式。
这一模式的框架是:成立研究生联合培养创新基地

管理委员会,下设基地综合管理办公室和各培养协

作单位办公室(见图 1)。 该委员会由学校领导、各
培养协作单位主管领导及相关人员组成。 综合管理

办公室由学校研究生处(部)负责管理,在上级主管

部门的领导下开展研究生培养创新基地建设和研究

生人才培养督导与监管工作。 办公室具体负责基地

建设和人才培养实施与落实工作。 该委员会主任要

与进入基地的研究生及其第一导师(学校导师)及

基地聘任的第二导师即四方签订联合培养责任书,
明确各自的职责及合作双方的责、权、利,全面实施

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确保培养任务按期保质保量

完成。
(二)完善基地管理重要机制。 主要是三种机

38第 3 期摇 摇 姜志胜,戴剑勇,张新华,等:完善产学研基地培养模式与机制,提升研究生创新能力水平



制:一是基地管理委员会定期会议制度。 基地管理

委员会定期召开会议集中讨论基地发展规划以及解

决基地建设中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并根据双方的实

际情况,及时补充完善发展规划。 二是高校研究生

导师与基地培养需求的对话机制。 学校与合作企业

互通信息,让研究生导师及时了解基地所在企业的

发展战略和产品研发方向,同时也让企业深入了解

学校科研人员的研究创新成果,评估成果转化的潜

能,加快成果产业化的步伐。 三是滚动、淘汰机制。
对基地有产业化潜能的科研创新项目及时列入发展

规划并实施滚动支持,对一些可能列入了发展规划,
但经过研究生培养创新基地管理委员会讨论后一致

认为发展潜能不大的科研项目实施淘汰。 四是开展

基地建设评估制度。 加强对研究生培养创新基地建

设的自我评估,以评促建,以评促改。 先由基地自行

评估,评估内容分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与企业攻关

和技术改造、实验室建设、管理制度建设及年度工作

计划(含经费预算)等五个部分,并写出自评报告。
然后由学校组织专家对基地建设以实地考察和集中

评议等方式进行评估,肯定好的做法,指出存在的问

题,提出整改建议。 同时构建研究生培养创新基地

激励与约束机制,强化量化管理考核力度,提高研究

生培养创新管理能力。

图 1摇 研究生培养创新基地组织机构图

摇 摇 (三)加强基地管理制度建设。 为确保基地建

设的顺利推进和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逐步提高,必须

不断加强和完善基地管理制度建设。
制定与完善创新基地培养过程质量管理文件。

应本着“突出创新能力、整合教育资源、规范过程管

理、提升培养质量冶的原则,修订和完善适应高校与

企业实际的研究生培养基地的各种管理规定和文

件,如:《基地研究生培养实施细则》、《基地研究生

教育学籍管理条例》、《基地研究生培养方案》、《基
地研究生开题报告及开题报告评价》、《基地研究生

中期考核》、《基地学位论文中期进展报告及评价》、
《基地研究生双指导教师条例》、《基地学位论文评

审管理办法》、《基地学位论文答辩工作细则》、《基
地学位授予实施细则》、《基地研究生教育教学事故

处理暂行规定》、《基地研究生教育评审检查实施细

则》等等。
强化创新基地经费筹措与使用管理制度建设。

增加培养协作单位基地建设的投入力度,在研究生

专用教室、公用教学实验室、实验基地建设等方面加

大投入,为进入基地的师生提供共享的科研场所、办
公条件,并改善研究生学习环境和研究条件。 基地

建设所需的经费采取多方筹措的方式进行投入。 经

费筹措可以采用政府拨款、企业拨款、学校配套、科
研课题来源、重点学科、重点专业支持的办法。 高校

既可通过积极申请国家、省、市等纵向科研项目筹措

资金,又可通过技术转让、成果产业化、合作研究及

培养博士、硕士、专业硕士等方式吸纳合作单位和其

他企业的资金投入。 各协作培养单位在确定自己的

科研计划时,每年应拿出一定的经费作为研究生培

养创新基地的课题经费,由校企双方联合开展研究。
完善培养创新基地的经费使用管理制度,确定经费

开支范围,主要用在导师指导费用、研究生课题经

费、实验室软硬件环境建设以及联合技术攻关费、管
理费用等方面。 严格经费管理评审程序,发挥资金

最大功效。
规范创新基地管理行为,提高研究生教育管理

执行力。 建立科学、规范的研究生培养和学位管理

质量保证体系和监控机制;加强研究生管理队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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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贯彻“应用为引导,学术为支撑,学生为中心,教
师为依托,企业做保障,高校做指导冶的研究生管理

与培养理念,规范管理行为,形成导师、基地、学校共

抓同管的管理体系。 制定研究生教育过程质量管理

考核标准体系,加大研究生教育质量管理考核力度,
以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管理执行力。 尤其加强对课

程学习、开题报告、中期考核、论文中期进展、毕业资

格审核、学位论文质量抽检等主要培养过程的评估

监控。 通过采取不同的质量管理办法,完善研究生

教育质量管理制度,建立量化考核指标体系,实施创

新基地管理人员及导师的薪水和研究生培养业绩挂

钩考核。

三摇 结语

高校应围绕提高研究生创新能力这一目标,积
极探讨研究生教育产学研联合培养模式,从选配研

究生导师、建立联合基地、开拓教育平台、依托重大

项目和学科性公司联合培养等方面进行创新和尝

试;同时积极探讨管理机制,从构建组织机构、完善

管理机制、建设管理制度等方面进行创新和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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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rfecting the Training Mode and Mechanism of Combining Industry鄄University鄄Research
Base and Promoting the Innovation Ability of the Postgraduates

JIANG Zhi鄄sheng,DAI Jian鄄yong,ZHANG Xin鄄hua,TANG Zhi鄄han,LIU Lu鄄shan
(University of South China, Hengyang 421001,China)

Abstract:摇 With the aim of promoting graduate innovation ability, this paper probed into the training mode and administrative
mechanism of combination involving industry鄄university鄄research after practical postgraduate education considerations. In terms of train鄄
ing mode, innovation and trial should be made on research supervisor deployment, joint base establishment, educational platform open鄄
ing, major project preferring and joint training with companies. As for administrative mechanism, freshness and trial should be focused
on organization building, administrative mechanism perfection and management system construction etc.

Key words:摇 postgraduate education;摇 training mode;摇 training mechanism;摇 innovation base;摇 innovation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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