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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产学研协同实践能力 
培养体系构建
崔虎威 雷 林 彭中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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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进一步加大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力度，增强其实践能力符合国家研究生培养体系发展改革趋势。本
文以重庆交通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为例，探讨了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
产学研实践能力培养体系构建。研究表明将校外资源纳入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培养，有益于提升专业学
位硕士研究生实践能力，有益于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的职业发展及满足社会的高层次人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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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以提高学生实践能力为核心，在人才培养体系设

计方面有根本创新。经过近三十年尤其是近几年的探索

和实践，我国以实践能力培养为核心的专业学位研究生

培养体系构建初见成效，但仍存在高校与社会力量（企

业、行业、研发机构等）深度合作缺失、培养环节偏学

术化、“双师型”师资严重匮乏等一系列问题，成为专业

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提升的掣肘 [2-8]。

2  构建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体系的重
要性

将实践能力融入专业硕士培养，进而健全专业硕士

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体系，不少高校进行了积极探

索。例如，东北师范大学 [9]着眼全国教育硕士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将实践性课程建设等纳入全日制

教育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体系建设，已取

得初步成效。虽然实践能力培养体系在建立过程中取得

了一定效果 [9-10]，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主要表现

在两个方面。

首先是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认识需要进一步深

化，重学术、轻专业学位的观念仍需扭转，对实践能力

培养重要性的认识和重视程度不够，生搬硬套学术学位

硕士培养模式现象依然存在。我国高水平研究生人才的

培养以强调培养训练研究生的学术研究能力，偏于理论

创新研究型人才培养。在国家强调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

应用型人才的背景下，部分导师及学校依然照搬学术研

究型人才的培养方式进行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忽视了

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的核心内涵。

其次是发展机制不够健全，在学科专业体系中的地

位需要进一步凸显，人才需求与就业状况的动态反馈机

制不够完善，与职业资格的衔接需要深化，多元投入机

制需要加强，产学研融合育人机制需要健全，学校内部

管理机制仍需创新。虽然高校与社会企业建立了不少的

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基地或联合培养基地，但重建立、

轻培养的弊端依然不同程度的存在。由于专业不对口，

企业获得感不强。另外学生管理存在风险，而企业缺乏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是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的主渠道。自 1991年开始实行专业学位教育制度以来，
我国逐步构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

培养体系，为经济社会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据统计，截

至 2019年，累计授予硕士专业学位 321.8万人，在招生
规模上专业学位研究生已超过学术型硕士研究生。2010
年 3月，《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2020年）》明确提出重点扩大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
人才培养规模。同年 11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硕士、
博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总体方案》从国家学位与

研究生教育顶层制度设计高度，就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的改革与发展提出了明确规划 [1]。此后，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步入快速发展轨道，专业学位种类不断增多，招

生规模不断扩大。2020年 9月，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及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

发展的意见》，意见明确提出：“优化培养类型结构，大

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新增硕士学位授予单位原

则上只开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新增硕士学位授权点

以专业学位授权点为主”。可以预见，我国专业硕士学位

研究生培养又将迎来新的发展。面对急剧扩大的规模，

如何结合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目标科学设计人才培养体

系，满足各行各业对高层次创新人才的迫切需求，是当

前我国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教育改革面临的重大问题。

1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体系存在的
问题

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核心问题是根据人才培养目标，

科学论证和合理设计构建完整的人才培养体系。这是人

才培养最基本的逻辑，也是最基础的问题。专业硕士学

位需要突出培养研究生创造性解决现实技术问题的能力，

除其专业性外，还具有鲜明的职业性。区别于职业院校

培养的应用技术人才，它是为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培

养专设的学位类型。其职业性与学术性高度统一的内在

本质特征，决定了在人才培养体系的构建上必须与传统

学术型研究生有明显的、本质的区别，即必须突出实践



- 54 -

Education and Learning,教育与学习 (2)2020,9

ISSN:2705-0408(P);2705-0416(O)

学生管理经验等因素导致了企业实质性投入专业学位研

究生联合培养的积极性不高。另外，高校对企业需求给

予的深入关注与研究不够，导致了专业学位研究生的供

需脱节。

3  重庆交通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硕士学位研究
生产学研实践能力培养体系

重庆交通大学船舶与海洋工程学科是重庆市

“十三五”重点学科，自 2015年起，开始招收船舶与海
洋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在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硕士学

位研究生产学研实践能力培养体系构建方面，主要有以

下举措。

3.1 争取政策支持，成立高水平联合培养基地
重庆交通大学从开始招收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学位

研究生开始，就积极谋划与领域内重点企业及科研单位

的联合培养基地建设。在 2018年和 2019年分别与中国
船舶集团海装风电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

所成立重庆市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上述两个基地均获

得重庆市教委批复，标志着我校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学

位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获得政府政策支持。

3.2 全方位引入合作单位校外导师，共同培养
自重庆市联合培养基地成立以来，共引进两家合作

单位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研究所所长、研究室主任等导

师近 10名，达到了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校
内、校外双导师联合培养全覆盖。校外导师从专业学位

研究生的培养方案制定，课程计划制定，毕业论文选题

等方面全过程参与。2019年，学校与中国船舶集团海装
风电股份有限公司获批重庆市研究生导师团队立项。

3.3 主动作为，解除合作单位及研究生后顾之忧
积极选配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实地进入联合培养基

地合作单位研发团队，以校外导师指导为主开展一年以

上的实际工程项目研发实践，并完成硕士学位论文撰写。

一方面，学校及研究生培养学院联动，加强学生实践环

节的服务管理，解除合作单位在研究生工作时间投入方

面的担忧。另一方面，学院积极投入，解决研究生在合

作单位实践期间的人身安全保险购买，论文出版费等费

用，在较大程度上解决了研究生的费用担忧。

3.4 加强协调，力促研究生依托合作单位就业
从近两年毕业研究生的就职去向来看，经学院选配

到合作单位开展实践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已有 5名同学
毕业后进入合作单位就业。用人单位反映，经过实践能

力培养的毕业研究生更为符合单位的用人需求，进入工

作状态快，大大减少了岗前适应周期。就业研究生往往

继续在实践期间的基础上开展下一步工作，更好地促进

了其成长。

4  结语

重庆交通大学在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培

养体系构建上，主动调整思路。积极引入校外资源，扎

实开展船舶与海洋工程专业学位研究生产学研实践能力

培养，取得了研究生自身及合作单位的共同认可。结果

证明，采取的相关举措是合适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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