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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地方高校土木类研究生的培养更多面向实际工程，其中技术创新

能力培养是一项重要内容。本文分析了地方高校土木类研究生技术创新

能力现状，提出通过完善技术创新教育体系、强化专利教育教学、加强

校企产学研合作等多种途径培养研究生的技术创新能力，其结论可为地

方高校土木类研究生创新人才培养提供参考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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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作为国家培养高层次人才的主要途径，是国家创新体
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研究生培养取得了重大成就，但研究生
培养质量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还有较大差距，集中表现为研究生
的创新能力不足。对于地方高校土木类研究生而言，学术资源有
限，面对的研究问题更多来源于实际工程，尤其是一些复杂的工
程技术，因此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已经成为此类研究生人才培养的
趋势和要求[1]。 

1 技术创新及技术创新能力的概念 
创新是指以现有的思维模式提出有别于常规或常人思路的

见解为导向，利用现有的知识和物质，在特定的环境中，本着理
想化需要或为满足社会需求，而改进或创造新的事物，包括但不
限于各种产品、方法、元素、路径、环境，并能获得一定有益效
果的行为。创新包括方法创新、学习创新、教育创新、科技创新
等等，科技创新只是众多创新中的一种，科技创新通常包括产品
创新和工艺方法等技术创新，因此技术创新是科技创新中的其中
一种表现方式。技术创新是以创造新技术为目的的创新或以科学
技术知识及其创造的资源为基础的创新，分为独立创新、合作创
新、引进再创新三模式。 

技术创新能力是指企业、学校、科研机构或自然人等在某一
技术领域具备发明创新的综合势力。包括科研人员的专业知识水
平、知识结构、研发经验、研发经历、科研设备、经济势力、创
新精神等七个主要因素，这七个因素缺一不可。体现技术创新能
力的指标有许多，而作为科学技术成果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专利则被学术界认为是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的一项强有力的指
标[2]。 

2 地方高校土木类研究生技术创新能力现状 
地方高校土木类研究生的培养有其独特特征，其一体现在专

业特点要求研究生面对工程实际，尤其是复杂工程技术问题，理
论与实践结合非常紧密；其二体现在培养目标一般定位于服务地
方经济发展，与地方经济联系紧密；其三体现在学术和技术资源
有限，师资力量不足，创新能力培养有待提升。 

目前，地方高校土木类研究生的培养目标不太明确，学术型
和专业型研究生培养方式基本一致；技术创新能方面的教育偏
少，尤其知识产权教育不足，缺乏相关课程，导致研究生的专利
意识不强，撰写申请专利的能力不足。据不完全统计，全国地方
高校土木类研究生毕业时能授权一项国家发明专利的比例不足
1%。这也间接表明，我国地方高校土木类研究生技术创新能力
是严重缺乏的，这不利我们国家创新体系的构建。 

3 地方高校土木类研究生技术创新能力培养途径 
3.1 完善技术创新教育体系 
高校应结合研究生培养实际，完善技术创新教育体系[3]，这

其中包括：(1)明确培养目标，根据国家需要设计技术创新人才培
养体系；(2)开设技术创新相关的课程，采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
方式，使学生掌握技术文件的撰写、申请等技能，提高学生的技
术开发能力；(3)完善技术创新成果转化的鼓励和支持机制，提升
研究生开展技术创新的积极性。 

3.2 强化专利教育教学 
专利被学术界认为是技术创新与技术进步的一项强有力的

指标，甚至在某些评价体系里，专利数量和质量可以直接衡量技
创新的程度。一是要利用已有专利引导学生创新。在课程讲授的
过程当中，要将专利的研发和课程的教学进行有机结合，让学生

在课堂上进行专利的开发，让课堂真正成为增强创新能力的阵
地。二是实施项目化教学，结合工程实际。导师课题组应结合纵
横向课题或者企业委托项目，指导研究生开展相关研究分析，学
会从项目中发掘专利想法，并付诸申请和撰写实践。三是实施“专
业教育+专利创新教育”模式，时刻不忘创新，并将创新创意成
果引导到申报国家专利上来。专利申请文件的撰写应成为土木类
研究生知识产权教育的主要内容[4]。 

3.3 加强校企产学研合作 
土木类学科具有工程应用性比较强的特点，在研究生培养过

程中，要加强与设计院、土木建筑施工企业的联系，采用“校内
导师＋企业导师” 的双导师模式，学校和企业共同组成课题团
队，就生产和科研一线课题进行研讨，鼓励研究生积极投身于企
业生产改良以及科技研发工作中，真正将土木类研究生技术创新
能力的培养体现在工程实践过程中[5]。 

4 结束语 
地方高校土木类研究生技术创新能力的培养是保证研究生

培养质量的一项重要内容。土木类研究生技术创新能力的培养需
着眼于专业特点，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通过完善技术创
新教育体系、强化专利教育教学、加强校企产学研合作等多种途
径，提高解决复杂工程技术问题的能力，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为
国家输送更创新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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