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等建筑教育      2024 年第 33 卷第 5 期
JOURNAL OF ARCHITECTURAL EDUCATION IN INSTITUTIONS OF HIGHER LEARNING Vol. 33 No. 5 2024

基于“产研融合”工程类研究生学术
与生产能力提升路径探索

王 涛 a，b， 周国庆 a，b， 高 柳 a， 陈 拓 b， 李瑞林 b

（中国矿业大学 a. 力学与土木工程学院；b. 深部岩土力学与地下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江苏 徐州 221116）

摘要：“十三五”以来，我国工程类硕士研究生数量剧增，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数量大幅提升，学术创

新能力取得突破性进展，但工程生产实践能力较弱，到用人单位后短期内无法融入企业生产，严重阻碍

了工程类硕士研究生的高质量培养。为此，系统总结了单一高校模式在培养工程类硕士研究生创新能

力、生产实践、指导政策等方面的局限性，剖析了高校企业联合培养工程类硕士研究生面临的协调与合

作、课程质量与一体化问题；围绕培养机制与融合模式、学术科研与生产创新、基地共建与运行机制，提

出了“产研融合”提升路径的构建思路及实施路线；最后总结分析了课题组“产研融合”培养模式初步建

设成效与经验，研究成果对提升工程类硕士研究生学术与生产能力培养质量具有指导与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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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 7月，习近平总书记就研究生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研究生教育在培养创新人才、提

高创新能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方面具有重要作用［1］。李克

强总理作出批示，研究生教育要深化培养模式改革，进一步优化学科课程设置，促进科教融合和产

教融合，着力增强研究生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孙春兰副总理表示，要以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为核

心，深化改革创新，推动内涵发展，注重分类培养、开放合作，培养具有研究和创新能力的高层次人

才。2020年 12月，江苏省教育厅出台《江苏省研究生教育质量提升工程（2021—2025年）实施方案》

指出，要持续推进研究生工作站建设，鼓励和支持培养单位与高水平科研机构、知名企业开展研究

生联合培养［2］。实施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面向学术学位研究生设立一批科研创新计划项

目，面向专业学位研究生设立一批实践创新计划项目［3］。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发展中心负责人

在《第五轮学科评估工作方案》答记者问中指出，研究生教育要坚持积极推进研究生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增强研究生的社会责任心、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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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类型研究生培养不同，工程类研究生培养需要注重将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相结合，学生

既接受科学理论的培训，又要进行生产项目实践，培养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4-5］；因此，工程类研究

生培养尤其强调与实际工程和产业界的产研融合，通过与企业、工程项目和实验室等合作，提高解

决问题的实践能力［6］。建立产学研合作平台，邀请企业导师参与学生的培养和指导，建立联合实验

室、共享研究设施等合作机制，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指导学生从实际问题出发，开展工程实践和

科学研究，合作平台能够提供更多资源供工程类研究生实践，培养其实践能力和工程创新思维［7-8］。

尽管产研融合培养工程类研究生在一些地区和高校得到了积极推广和实践，但仍然面临挑战和问

题。比如：产研融合培养涉及多个组织间的协同合作，但资源整合和协同机制的建立还存在一定困

难，包括项目资金、设备共享、师资合作等方面［9］；不同企业对于产研融合培养的参与度不同，一些企

业的参与度不高，缺乏积极性或参与意识；传统工程类研究生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无法与产业界的

需求和技术发展保持同步，学生的研究成果难以有效转化为实际创新和应用［10］；产研融合培养工程

类研究生的评价体系相对不完善，无法全面评价学生的实践能力、工程创新和应用能力，难以准确

衡量学生的综合素质［11］。

为此，本文聚焦工程类研究生培养及产研融合提升其学术与生产能力现状，深入剖析单一高校

模式培养工程类硕士研究生的局限，针对当前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类硕士研究生实施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开展“产研融合”提升路径及实施研究，以期为同类院校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提供参考。

一、单一高校模式培养工程类研究生的局限

单一高校模式培养工程类研究生是指学生在攻读工程类研究生学位时，在同一所高校完成课

程学习和科研两个阶段的任务。在单一高校模式中，学生在一个专业方向进行深入研究，并在该专

业领域内获得系统的学习和科学研究经验，参加由该高校提供的研究生课程，接受高校教师的指

导，与同行学者一起进行学术交流和合作研究，最终完成一定的学分要求，包括课程学习和科研项

目，以研究生学术论文评审与答辩的形式完成学位要求。然而，单一高校模式培养工程类研究生存

在以下三方面局限性。

（一） 创新能力的局限性

在单一高校模式下，研究生主要接受学术教育和科研训练，与实际产业接触、开展企业合作的

机会和实践项目相对较少，限制了研究生对产业发展和实际问题的深入了解。单一高校模式下，研

究生缺乏多学科交叉锻炼的机会，然而，创新往往需要跨学科的思维和知识融合，单一高校模式注

重理论研究和学术训练，对创新创业理念和创新思维培养相对不足，限制了研究生在不同领域间的

探索和合作能力的培养［12］。单一高校模式下研究生往往以个人为主，注重个体的学术研究和成果

产出，缺乏创新创业的机会和培训，限制了其创新意识、市场分析和商业模式设计等方面的能力发

展［13］，以及团队协作、领导能力和项目管理能力的培养。

（二） 生产实践的局限性

在单一高校模式下，研究生的生产实践主要在实验室或模拟环境中进行。虚拟环境无法完全

还原真实的生产现场和工作条件，无法让研究生真正面对实际的生产挑战和问题［14］。单一高校模

式注重理论教学和学术研究，对于实践教学的重视程度不够。研究生可能缺乏与实际生产相结合

的教学方法和实践指导，导致他们在生产实践中无法灵活运用所学理论和知识［15］。研究生的项目

实践普遍与实际产业需求脱节，受学校资源和研究重点限制，研究生的项目可能更偏向学术研究，

缺乏跨学科和综合能力的培养［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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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指导政策的局限性

在单一高校模式下，研究生指导政策往往以学校自身的需求和资源为主，缺乏对行业导向和实

际需求的充分考虑，导致研究生的培养与实际工程行业的要求不匹配，从而影响其就业竞争力和职

业发展［17］。高校重视学术成果而忽视实际应用的指导性政策存在不足，过于强调学术成果，如学术

论文和科研项目数量，而忽视了工程类研究生在实际应用方面的培养。为响应国家号召，部分高校

的指导政策是鼓励学生参与产业界的实践项目、实习和合作，以提高其实际应用能力和就业竞争

力，但没有真正的落实，且缺乏配套政策及考核制度［18］。在政策评价体系方面，缺乏个性化和灵活

性，难以充分考虑学生实际创新能力培养情况。与此同时，为了方便奖助体系的构建，指导政策评

价过于注重成果数量，而忽视了工程类研究生的生产能力和综合潜力。

针对以上单一高校模式在培养工程类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生产实践、指导政策三方面的局限

性，诸多高校通过增加实践课程和实践项目设置，与生产企业建立合作关系，引入实践导师和行业

专家，试图提升工程类硕士研究生的生产创新能力，但实施过程中依然面临协调与合作、课程质量

与一体化等问题。

二、高校企业联合培养工程类研究生面临的问题

（一） 协调与合作问题

学校和企业在课程设计上可能存在差异。学校更注重学术理论的教学，而企业更注重实践技

能的培养；因此，需要协调并整合课程，确保学生既获得理论知识，又具备实际工程实践的能力。研

究生在实习和项目实践过程中，学校要在时间安排、项目选择和导师指导等方面与企业密切协商，

合理规划，确保实习和项目能够顺利进行，并满足学术和实践要求，充分发挥学校导师和企业导师

在研究生培养中的重要作用［19］。但学校和企业导师的背景和角色有所不同，需要加强学校和企业

导师之间的沟通和协作，确保研究生得到全面的指导和支持。学校和企业拥有不同的资源，包括实

验室设备、技术专长和实践经验等。如何实现资源的共享和利用，使得研究生能够充分获得学校和

企业的支持，是一个需要协调的问题。在工程类硕士研究生的联合培养中，涉及知识产权和保密的

问题［20］，企业希望保护其商业机密和技术专利，而学校则希望研究成果能够公开发表；因此，需要学

校和企业共同制定知识产权保护和保密协议，建立相关机制，确保双方的合法权益得到保护。

（二） 课程质量与一体化问题

学校和企业之间可能存在不同的课程质量标准和评价体系，学校更注重学术研究和理论知识

的传授，而企业更注重实际应用和技术能力的培养［21］。学校和企业的课程内容可能存在重复或缺

失的情况。学校课程强调理论体系和学科知识，而企业更关注实际项目和实践技能。为了实现课

程的一体化，需要学校和企业共同整合课程内容，确保学生获得全面的学术和实践能力培养。学校

和企业的师资队伍具有不同的专业背景和教学经验，学校教师注重学术研究和理论探讨，而企业导

师更具实践经验和行业洞察力。为了实现课程的一体化，需要学校和企业加强师资队伍的协调，促

进教师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共同培养研究生的学术和实践能力。联合培养的研究生接受学校和企

业的共同评估和反馈。学校更关注学术表现和科研成果，企业更关注实践能力和项目表现［22］。建

立统一的评估与反馈机制，确保学生在学术和实践方面都能够得到充分的评价和指导。高校和企

业在联合培养过程中还需要建立有效的管理与监督机制，涉及课程设置、教学质量、实践环节等方

面的管理与监督，需要明确双方的责任和权益，并签订合作协议，制定管理框架，以确保联合培养的

工程类硕士研究生得到高质量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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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笔者从培养机制与融合模式、学术科研与生产创新、基地共建与运行机制三方面，提出

“产研融合”提升路径构建思路与实施路线，以期为同类院校工程类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提供借鉴。

三、“产研融合”提升路径的构建思路及实施路线

（一） 培养机制与融合模式

学生参与校企合作研究项目，并与企业合作完成研究任务。这种模式下，学生能够接触到实际

的产业问题，与企业员工合作并进行实践操作，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高校与企业合作设立双

重导师制度，由高校教师和企业专业人士共同指导学生，负责学生的学术研究和实践项目，提供学

术指导和实际经验支持，促进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学生在课程学习之外，参与企业的实习和实

践活动，可以在企业实践中接触真实的产业环境和业务操作，提高实际应用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

力。高校与企业合作开展创新创业培训，为学生提供创新思维、市场分析、商业模式设计等方面的

培训课程，学生通过参与创新创业项目，锻炼创新能力和创业意识。高校与企业共建研究实验室或

创新基地，为学生提供科研和创新实践的场所和资源，学生可以与企业研发人员一起开展研究工

作，利用企业的技术平台和设备，加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高校根据产业需求调整课程设置，增加

与实际工作相关的课程内容，将企业的实际案例、行业趋势和最新技术引入课堂，提高学生的专业

素养和实践能力。这些机制和模式旨在促进高校与企业之间的深度合作，实现产业需求与教育培

养的紧密对接，培养更适应产业发展的创新型人才。实际的“产研融合”培养机制和模式可根据学

校、企业的合作需求和基础条件灵活设计和调整。

（二） 学术科研与生产创新

通过“产研融合”，学术界的研究成果能够更加迅速地转化为实际应用，高校的科研团队可以与

企业合作，将理论研究成果应用于生产实践，推动技术的创新和应用。“产研融合”将学术研究与产

业需求相结合，研究课题更加贴近实际问题和市场需求，学术界可以根据企业的需求，调整研究方

向和重点，提供解决实际问题的科学支持。高校与企业合作共建研究平台和实验室，共享研究设

备、资源和人才，学术界的研究团队可以充分利用企业的生产基地和实践场所，进行实验和验证，提

高研究的可行性和有效性，“产研融合”培养模式注重培养既有学术素养又具备实践能力的创新型

人才，学术界通过与企业合作，将学生培养过程与实际工作相结合，提供实践机会和实际项目，培养

学生的创新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产研融合”可以促进创新生态系统的建立和发展，学术界、企

业和政府等各方在产研融合框架下，形成紧密合作的网络，共同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通过

“产研融合”，学术界与产业界可实现优势互补，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和创新实践，推动社会经济的可

持续发展，这种紧密的合作模式有助于提高科研成果的转化应用，同时培养创新型人才，促进科技

创新与产业升级的良性循环。

（三） 基地共建与运行机制

高校和企业共同出资建设研究基地，共享基地的设备、实验室和资源。双方共同承担基地的运

行和维护费用，并制定明确的资源共享协议，确保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公平分配。成立由高校和企业

管理层或专业人士组成的合作机构或委员会，共同商讨并制定基地的发展方向、运营策略和管理政

策。基地共建时，高校和企业可以共同确定研究重点和合作项目，根据各自的需求和优势，在特定

领域或专业方向上进行合作研究，确保研究的目标和方向与产业需求相匹配。设立双重导师制度，

即由高校教师和企业专业人士共同指导，负责学术研究和实践项目的指导，提供学术引导和实践支

持，促进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基地可以协助高校和企业联合申报研究项目和资金支持，共同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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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项目的申报、实施和管理，确保项目的顺利推进和成果转化。建立高校和企业之间的共同利益分

享机制，明确知识产权的归属和利益分配方式，通过协商制定合理的分享机制，鼓励创新和知识转

化。建立有效的监督和评估机制，对基地的运行和合作项目进行定期评估，及时发现问题，改进不

足，确保基地的可持续发展和合作效果。在具体应用中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和补充，确保基

地共建有序推进，并取得良好的产学研合作效果。

围绕“产研融合”机制建设实践，提高工程类硕士研究生学术与生产能力，根据专业实践组织工

作应贯彻和体现“集中实践和分段实践”相结合、“校内实践与现场实践”相结合、“专业实践与论文

工作”相结合的原则，实施高校、企业和研究生本人三方协商，由导师主导负责联系、研究生本人自

愿申请生产企业，并由高校、企业和研究生本人就合作培养相关事宜达成协议，研究生在高校和企

业兼职导师合作指导下开展课程学习、学位论文撰写和课题研究。研究生本人填写高校与企业培

养申请表，签署工程项目研究生合作培养协议，明确在合作单位期间的校内指导教师、校外兼职导

师、培养期限、科研任务、主要职责、成果要求、成果归属、奖励待遇、医疗保险等相关事宜。合作单

位为联合培养研究生工程现场实习、实验研究及论文顺利推进提供必要的学习和工作条件，并有责

任对研究生进行科研工作指导和安全教育，高校与企业视实验数据来源及导师指导工作量友好协

商联合培养期间所获得的文章、专利和其他科研成果归属问题。从实施工作绩效认定、成果认定、

资源共享效益认定、人才培养质量评价等方面提出系统、合理的校企联合共建基地长期运行方案，

具体实施路线如图1所示。

四、“产研融合”培养模式初步建设成效与经验

近五年来，中国矿业大学土力学与基础工程研究所以提升硕士研究生学术与生产创新能力为

图1　“产研融合”提升路径的实施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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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发点，依靠设计研究院平台，以实际工程的实施为契机，以锻炼和提高硕士研究生工程安全生产

与运营为目标，由承担企业科研项目的教师组成课题组，围绕“产研融合”硕士研究生培养机制与融

合模式课程教学方案及培养制度、学术科研与生产创新实施过程及成果应用生产、基地共建与运行

机制管理考核方案及合作办法三大问题，在部分硕士研究生中开展了高校与设计研究院共建基地

联合培养课程教学与培养模式改革探索与实践，基本形成了“双一流”形势下研究生联合培养的沟

通协调、资源共享和科学评价机制，初步实现了高校与设计研究院“产研融合”联合培养研究生的和

谐统一、融合共生局面。跟踪统计土力学与基础工程研究所近五年毕业的 100名硕士研究生，以人

均发表高水平成果（学术论文、发明专利和软件著作）数量作为学术能力的量化指标，近五年来毕业

的硕士研究生学术创新能力如图 2所示，以到用人单位后融入企业（事业单位、设计企业和施工企

业）生产的平均时间为量化指标，近五年来毕业的硕士研究生生产实践能力统计如图3所示。

从图2可以看出，通过开展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人均发表高水平成果数量总体呈现增加趋势，

学术论文、发明专利和软件著作五年来的人均增加数量分别为 0.37、0.27和 0.08，说明工程类研究生

通过实际生产问题的解决、跨学科合作、实践经验的积累和创新思维的培养，促进了学术创新的发

展，这种实践能够将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相结合，为研究生搭建了一个培养创新能力的平台，有助

于其在学术研究中取得突破和创新。从图 3可以看出，通过开展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到用人单位

后融入企业生产的平均时间总体呈现降低趋势，事业单位、设计企业和施工企业五年来的平均融入

时间分别为 6.54，7.25和 7.79，说明研究生通过实际操作和项目实施环节的训练，具备了丰富的实际

操作经验，这些经验使得他们能够更快地适应企业的工作环境和工作要求，熟悉企业常用的工具、

设备和技术，从而更快地融入企业生产，达到了提升工程类硕士研究生高质量培养的目的。受实际

应用范围及调查数据条件限制，本文仅给出一个例子，旨在说明采用本文提出的“产研融合”提升路

径可以提高工程类硕士研究生学术与生产能力。因不同的高校及不同的工程类专业各有特点，本

文提出的方法进行改革培养提高其学术与生产能力的程度及量化指标不尽相同，影响因素较多，包

括学校的管理、企业的配套、政策的向导、学生的能力、专业的性质等，未来可以进一步分析不同高

校及不同工程类专业的培养效果及影响因素。

五、结语

工程类研究生学术与生产能力联合培养的重要性在于提升研究生的实践能力、培养创新思维

图2　高水平学术成果数量图                                                 图3　融入企业生产的平均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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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创业能力，推动产学研结合，加强学术与实际的互补，为后续职业发展和创新奠定坚实基础。本

文聚焦“产研融合”机制建设的工程类研究生学术与生产能力提升路径问题，分析了单一高校模式

在培养工程类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生产实践、指导政策三方面的局限性，阐明了高校企业联合培

养工程类硕士研究生面临的协调与合作、课程质量与一体化问题；围绕培养机制与融合模式、学术

科研与生产创新、基地共建与运行机制，提出了“产研融合”提升路径的构建思路及实施路线；结合

中国矿业大学土力学与基础工程研究所近五年培养的工程类研究生，总结分析了“产研融合”培养

模式初步建设成效与经验。结果表明：通过校企联合共建基地培养和提高工程类研究生学术与生

产创新能力，将科研思维、工程案例、科研活动、科研成果、工程应用融入岩土方向硕士研究生人才

培养建设工作中，能有效提高工程类硕士研究生课程理论水平、学术科研能力及生产创新原动力，

促进工程类研究生的高质量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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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ploration of the path to enhancing academic and production capabilities of 
engineering graduate students based on th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research" mechanism construction
WANG Taoa，b， ZHOU Guoqinga，b， GAO Liua， CHEN Tuob， LI Ruilinb

(a. School of Mechanics and Civil Engineering, China Universi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Xuzhou, Jiangs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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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y of Mining and Technology, Xuzhou, Jiangsu, 221116,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start of the “13th Five-Year Plan” period, the number of engineering master’s students 

in China has dramatically increased. The quantity of high-quality academic papers published 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and there have been breakthroughs in academic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However, the practical 
production skills of engineering master’s students are relatively weak, and they face challenges in integrating 
into industrial production upon entering the workforce, which seriously hinders the high-quality training of 
engineering master’s student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summarizes the limitations of the single university 
model in cultivating the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production practices, and guidance policies of engineering 
master’s students. It analyzes the coordination, cooperation, course quality, and integration issues faced by 
university-enterprise joint training programs for engineering master’s students. Focusing on the construction of 
training mechanisms, integration models, academic research, production innovation, base co-construction, and 
operation mechanism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ide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routes for the enhancement path of 
th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research.” Finally, the paper summarizes and analyzes the preliminary 
achievements and experience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research”training model, 
and discusses the guiding and reference significance of the research results i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academic and production capability training for engineering master’s students.

Key words: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Research; Engineering Graduate Students; Academic Innovation; 
Production Practice;Training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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