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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链接

6年前，全国共有63所高校开展“特需项目”
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试点。眼下，这特需项目
试点进展如何？随着“中国制造2025”的提出，占
据半壁江山的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26所
高校人才培养质量状况最为引人注目，成为多方关
注的焦点。怎样培养具有创新能力的高层次工程人
才，目前取得了哪些成绩，又存在哪些问题，以后
应当怎么办？带着这些问题，趁着“服务国家特殊
需求硕士专业学位人才培养项目”试点单位联盟
2017年年会近日在甬召开，记者采访了相关人士。

接地气的创新型工程硕士怎样培养接地气的创新型工程硕士怎样培养？？
——一份来自一份来自2626所试点高校的调查所试点高校的调查

如何培养又会做研究，又接地
气的创新型工程人才？6年前国家
启动特需项目硕士专业学位试点，
共有 51 所高校获批试点单位、12
所高校获批试点建设单位。其中工
程硕士试点培养单位共有26家。

在获批的 26 家工程硕士试点
单 位 中 ， 地 方 高 校 有 22 家 ， 占
84.62%，是主力军；中央部委所属
院校有 4家，占 15.38%，数量相对
较少。在26家试点单位中，还有2
家民办高校。从工程硕士试点单位
的地域分布上来看，东部、中部、
西部三个地区都有部分高校入选。
在数量上，东部地区的高校有 15
家，占总数的 57.69%，是三个地
区中数量最多的；其次是中部地
区，有 7家高校成为试点单位，占
总数的 26.92%；最少的是西部地
区，只有 4 家高校成为试点单位，
占总数的15.38%。

从试点单位工程领域的类别来
看，26 家“特需项目”工程硕士
试点单位共涉及 40 个工程类别领
域中的 22 个，占总数的 55%。另
有 18 个领域没有批准试点单位进
行试点工作。未获批试点的领域主
要涉及航空、兵器、光学、制药、
集成电路、工业、测绘等领域，这
些领域一般需要有较强的学科基础
为支撑，说明各试点单位的学科基
础有待进一步发展和深化，同时，
也说明试点单位在工程硕士领域还
有较大的发展空间。

从试点领域的高校数量来看，
机械工程领域的试点单位最多，有
5 家试点单位获批进行试点工作；
其次是电气工程和环境工程 2个领
域，分别有 4家试点单位获批进行
试点工作；接下来是动力工程、化
学工程和生物工程等 3个领域，均
有 3 家试点单位获批进行试点工

作；电子与通信工程、计算机技
术、水利工程、安全工程、食品工
程等 5 个领域，分别由 2 家试点单
位获批进行试点工作；材料工程等
11个领域，只有1家试点单位获批
进行试点工作。从试点涉及领域的
试点单位的数量可以看出，本次试
点工作的出发点是针对国家有关行
业领域特殊需求的高层次专门人
才，择需、择优、择急、择重安排
少数办学水平较高、特色鲜明的高
等学校，在一定时期内招收培养硕
士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人才培养项
目。

记者了解到，与学术学位不
同，专业学位主要以培养高层次应
用型专门人才为目标，具有研究
性、职业性、实践性、应用性以及
创新性等众多特点。“特需项目”
还要求根据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需
要，在专业学位的研究生培养目标

准确、培养定位清晰的基础上来
确定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方
案不是“一成不变”“一劳永逸”
的，它的制定和修订应当随着社
会经济和人才培养需求的改变而
进行相应的调整，也要针对培养
过程中发现的新问题、出现的新
情况进行修订。记者了解到，在 26
家单位开展的 43个培养项目中，仅
有 11 家试点单位能够根据社会经
济发展及条件变化对所涉及 16 个
培养项目的培养方案进行了相应的
调整或修订，占 37.21%。其中，修订
了 3 次和 2 次的项目数量分别为 3
个和4个，比例相对较低。

43 个培养项目都根据自身的
特点设置了不同的培养方向。在
26 家试点单位的 43 个项目中，设
置 3～4 个培养方向的有 26 个，占
60.47%；设置 5个及以上培养方向
的有14个，设置2个培养方向的有
1 个。若以 3～4 个培养方向为宜，
则在培养方向设置上存在或多或少
的现象，易使人才培养与定位不匹
配。有专家认为，培养方向是一把

“双刃剑”，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拓
展人才培养的广度，但同时也分散
了研究力量和人才培养的深度。

试点高校进展如何？

学制不同是专业型硕士与学术
型硕士的一个重要区别。学术型硕
士学制一般为 3 年，专业硕士学制
在 2—3 年。在其中 38 个培养项目
中 ，有 11 个 项 目 学 制 为 3 年 ，占
28.95%；有 23个项目的学制设置为
2.5 年，占 60.53%；学制设置为 2 年
的仅有3个，占7.89%。

从 26 家试点单位的课程设置
情况来看，都实行了学分制。从统计
情况来看，25家单位的课程分类中
均涉及了公共课程、基础理论课程
或专业基础课程、选修及其他课程
等三大类，只有 1 家单位未涉及公
共课。此外，对工程硕士实践能力培
养十分重视，有13家试点单位21个
培养项目将工程实践或企业实践单
独列作一类课程。同时，有 3家试点
单位 6个试点培养项目将职业素养
或素质单独作为一门课程。这反映
了各试点高校对工程实践和职业素
质养成的重视。

导师是研究生培养的第一责任
人，导师的数量和水平对硕士研究
生的质量有着重要的影响。26家试
点单位的 43 个培养项目在研究生
培养上全部都采取了“双导师”制，
由校内导师和校外导师联合指导，
校内导师以基础理论教学和指导学

生理论研究为主，校外导师以指导
工程实践、提高工程意识和掌握工
程技术方法为主，理论教学主要在
学校内进行，实践教学主要在企业
进行。从生师比上看，在 26 家试点
单位的 43个培养项目中，总生师比
的平均值为1.20，其中，校内导师生
师比的平均值为 2.43，校外导师生
师比的平均值为 2.37。在统计的 40
个培养项目中，校内导师中有正高
职称比例的平均值为 52.97%；校外
导师中有正高职称比例的平均值为
27.19%。在统计的 40 个培养项目
中，校内导师中具有博士学位导师
比例的平均值为63.12%。

“特需项目”高校在导师质量管
理上基本上都有比较完备且各具特
色的运行机制。比如：湖南工程学院
通过“走出去”与“请进来”相结合方
式加强导师培训，鼓励校内导师到
相关企业锻炼以提高工程实践能
力；沈阳工程学院则为新任研究生
导师举办“科学道德宣讲会”，并向
导师发放《导师论导：研究生导师论
研究生指导》；淮阴工学院探索建立

“校内导师组+企业导师”模式，校
内教师申请研究生导师资格须以有
企业导师配伍为前提，研究生入学
第一周就通过双向选择落实了“双

导师组”，形成了校企双方导师全程
参与招生及培养过程的“双导师组”
运行机制。

其中 38 个培养项目共建了253
个教学科研平台、实验室，平均每个培
养项目拥有6.7个；实习实践基地585
个，平均每个培养项目拥有15.4个。其
中，有3家试点高校 3个培养项目正
在试点建立海外实习实践基地。

26 家试点单位在课程教学方
式方法上进行改革，采用了企业现
场教学、案例教学、校企联合授课、
中外教师授课、专题讲座、小组研讨
和启发式教学方法以及采用网络平
台进行教学等，在教学评价方面更
加重视过程性评价，强调以职业能
力为导向，看重校外教师的评价；在
课程内容上正逐步实现与职业认证
的对接。在实践形式和环节上，形式
十分丰富，有教学实践、论文实践、
科技创新与竞赛、科研教学生产一
体化实践、项目实践、工程实践等
等；从组织形式上看，有集中实践、
分段实践；从介入程度上看，有认识
实践、顶岗实践；从实践地点来看，
有校内实践和企业实践。如上海第
二工业大学极具特色的“工程导入”
模式，该模式也被形象地称为“三明
治”模式，在该模式下，刚入学的环

境工程硕士在入学后先接受为期两
个月的基础理论知识培训，之后进
入企业，跟着企业导师在生产第一
线工作，第二年学生带着搜罗的问
题回到学校，在校内导师的指导下
进行深入的理论学习和论文研究，
最后一年再带着研究成果投入到工
程实践中去。

专业硕士学位论文主要有应用
研究、调研报告、产品研发、工程设
计、工程/项目管理等 5 种形式。从
论文形式采用情况上看，在统计的
总的980篇毕业论文中，有776篇论
文是应用研究形式的论文，占比高
达79.18%。

试点培养项目的学位论文都来
自工程实践或来自传统课题基金项
目等。还有 11个培养项目明确提及
学生的论文被企业采纳和应用的，
占总数的 25.58%。这也反映了各试
点培养项目的论文不仅来源于实
践，更是可以应用到实践中，去解
决企业遇到的实际问题。

专业型工程硕士培养特点何在？

26 家试点单位的 43 个培养项
目在工程硕士的培养模式和管理机
制上进行了各自的探索，对原有的
其他既有学术型又有专业型研究生
培养的院校的培养模式进行了改
革，逐渐形成了自身的一些特色和
优势。但进一步发展，需要建立培
养方向随产业发展、地方经济需求
的动态调整机制，加快“五对接”

步伐：实现专业设置与产业企业岗
位需求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
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流程对接；
毕业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职
业教育与终身学习对接。推动科研
和教学等各种资源与高层次应用型
人才培养紧密结合，不断创新人才
培养模式，提高人才与社会需求的
匹配度，增强工程硕士的社会适应

性。
这需要从两方面着手努力：一

是建立校企合作双赢机制，做到有
深度、有成效的合作。打破学校和
企业间人才流动的壁垒，建立方便
技能型人才到学校从教，教师定期
到企业实践锻炼的良性人才流通机
制，改革教师的评聘机制和考核标
准，打造真正能满足工程硕士人才

培养需求的“双师型”教师队伍。
此外，政府要制定优惠政策，鼓励
企业接收学生实习实训和教师实
践，鼓励企业加大对人才培养的投
入。二是立足工程硕士职业能力培
养和长远发展，加强课程建设，着
重提升学生专业能力。不应以学生
发表论文作为学生能力的重要考核
指标，而应“重应用，轻学术”，
以提高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为出发
点，制定培养专业性强、职业能力
高的复合型、高层次专业人才的培
养模式。同时，尊重和激发研究生
兴趣，注重培育独立思考能力和批
判性思维，全面提升创新能力和发
展能力。

展望：加快“五对接”步伐

核心提示

在我省服务国家特需硕士专业
学位试点中，浙江万里学院在 4个
试点中占据两席——紧扣宁波区域
经济发展的物流工程、生物工程。
经过产学研用一体化培养，学生的
研究选题来自产业一线，研究成果
又在实践中得到应用和认可；130
余名硕士毕业生颇受青睐，短短数
年30%成长为企业技术与管理中坚
力量。这是记者从近日召开的“服
务国家特殊需求硕士专业学位人才
培养项目”试点单位联盟 2017 年
年会上获悉的。

浙江万里学院副院长钱国英在
接受采访时说，中国制造需大批的
产业技术与管理人才支撑。也只有
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有了大批的既
懂学术、会写论文，又接地气、会
解决企业发展难题的技术人才和管
理人才，才能振兴实体经济。为
此，教育部开启了服务国家特需硕
士专业学位人才培养项目试点。

浙江万里学院以产学研用一
体，以项目为载体，以基地为平
台，以双导师为保障，知识、技
能、创新和应用联动，校地校企共
育，培养学生学术创新与工程化应
用能力，改变了专业学位重学术、
轻工程的培养模式。67 个校政企
合作基地遍布宁波周边，涉及生物
和物流相关领域，学生通常提早两
个月入学，先到基地实习，进行产
业与行业相关的工程训练。通常由
一位企业导师和一位学院导师带领
一位学生。150 余名导师均是各自
行业的翘楚，八成拥有博士学位，
均为副高职称以上。企业项目进教
室，行业专家进课堂。在这两个专
业 课 堂 里 ， 校 企 的 联 合 课 程 占

15%，来自行业一线的活生生案例
指导占四分之三！在顶岗实习中，
结合产业行业需要开展应用成果转
化，同时培养质疑习惯和研究思维
能力等多样化的学习能力。学院规
定除了学位学分、论文答辩，还需
有应用成果，方能取得学位。学生
纷纷结合宁波区域经济开展科研，
仅生物工程专业近五年就有 200余
项科研项目。这两个专业所有学生
人人有课程和项目。其中，生物专
业生均1.33篇论文，其中一级核心
期刊占六成多，专业和应用成果生
均 1.1 项；物流专业生均论文 1.09
篇，专利和应用成果生均1.9项。

这种产科教高度融合的培养模
式学术与工程或应用性的双注重，
创新了工程硕士的培养标准，也得
到了产业的积极反响。来自“服务
国家特殊需求硕士专业学位人才培
养项目”试点单位联盟的调查显
示 ， 就 业 单 位 平 均 满 意 度 为
97.16%，平均起薪为 5126 元/月。
钱国英肯定地说，作为经济发达地
区的宁波，该校试点的两专业毕业
生起薪肯定高于这一平均值。

浙江万里学院产学研用一体化
培养的学生在就业市场上很吃香。
其中，生物工程硕士毕业生15%升
博，42%在高校或科研院所工作，
43%在专业对品的企业从事管理和
研发工作；物流工程专业硕士毕业
生七成在大型企业工作，其中一位
2014 级的学生工作一年就出任一
家物流公司的嘉兴地区总经理。其
中，生物工程专业 2013 级毕业生
孙伟的高雄性基因诱导应用技术使
中华鳖的雄性率高达90%，售价提
升两成多。 （蒋炜宁 姚嘉琪）

万里学院产学研用一体化培养工程硕士

既懂学术又会解企业难题的
毕业生大受青睐

30%毕业生成为企业技术与管理中坚力
量，有的毕业一年出任物流公司地区总经理

“服务国家特殊需求硕士专业学位人才培养项目”试点单位联盟
2017年年会现场。

特别支持

物流工程领域校内导师楼百均教授带领研究生到宁波舟山港进行现场教学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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