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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培养创新型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是国家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迫切要求。 结合目前专业

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工程创新能力现状,利用专业学位研究生创新能力调查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从三

个维度研究创新能力影响因素及相关因素的作用机理。 研究表明,创新能力影响因素中创新能力外在

条件的权重最大,教学因素与导师能力是重要因素;经费投入与培养管理过程质量正向相关;专业实践

环境条件与创新目标达成度正向相关;激励政策对科研辅助条件有直接正向影响;成绩考核体系和心里

驱动是创新动机的重要要素。 提出加大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经费投入,多元化筹集人才

培养经费;健全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专业实践培养制度体系,科学设置专业实践项目,积极培育良好的

实践环境;建立创新实践的长效机制与考核政策,完善创新人才培养评价与监督管理制度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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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人才培养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重要保障,我国扩大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招生规模正是为

了满足我国对高级应用型创新人才的需要。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人才培养定位与学术型研究生培

养有较大差别,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人才培养主要目标之一是培养基本的研究能力,专业学位硕士研

究生的培养目标偏重于工程技术与管理创新能力。 文章分析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影响因

素、相关因素之间的作用机理,剖析创新能力形成路径,以期为提升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

提供决策参考。

一、研究现状

关于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现状与人才培养定位,美国等国家高校专业学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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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数量超过研究生总人数的 50%,并将执业资格考试要求融入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1-2] ,建立了行

业组织及企业参与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制度,课程设置与技能培养对接行业需要,重
视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3] 。 目前,我国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创新性应用技能优势不明显,应用技

术研发能力与管理创新能力有待提升,需要构建适应社会发展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体

系,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与培养机制,满足新时代市场对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能力多元化需求,多维

度推进创新能力培养[4] 。
关于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模式与路径国内学者展开了大量研究。 焦磊

 

(2016)认
为提升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关键在于将企业、科研机构的资源融入人才培养过程,激励

其参与创新人才培养[5] 。 高文波(2011)认为从实际出发,掌握市场对人才需求动态,构建与企业人

才需要相衔接的培养模式[6] 。 吴小林
 

(2013)提出根据创新能力形成的内在机理,构建产学研融合

的创新能力培养体系,开辟创新能力培养新路径[7] 。 孙怀林(2018)提出以提升实践能力为核心,构
建课程设置、教学方法、专业实践、团队培养、评价体系“五位一体”的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模

式[8] 。 陈友良
 

(2015)通过研究 PDCA 循环教学模式指出,要把握创新人才培养的关键环节,建立有

效的过程监督与质量保障制度[9] 。 以创新为导向,提高课程教学与专业实践结合的紧密度,重视实

践基地建设,拓展创新训练项目,保证创新训练质量[10] ,章云认为优化课程教学体系及创新实践能

力培养质量控制制度等是创新能力培养模式的改革方向[11] 。 通过目标导向、过程监控、结果保障,
将双元化贯穿于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各个环节

 [12] 。 通过构建实践动机、一般实践、专业实践、情境

实践四维度协同机制来培养创新人才[13] 。 需要厘清专业实践课程体系与创新能力培养目标的耦合

机理,以优化专业学位研究生人才培养体系[14] 。
通过研读文献发现,对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大多数学者主要从宏观层面研究创

新人才培养模式与培养路径。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培养不仅需要从宏观层面研究人才

培养体制与机制,更要把握研究生的创新能力形成的关键影响因素,这样才能因材施教,进而有目

的地提高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有专业技能、有创新意识的高层次应用型创新人才。

二、关于专业学位研究生创新能力形成的相关假设

创新能力概念界定。 专业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是以创新动机动力为导向,在学校办学内部因

素和创新能力外部条件相关要素共同作用下,研究生拥有新思想、新方法和新发明的能力。 创新动

机是创新能力培养的动力和指向,包括社会对创新人才能力的需求、政府和学校对创新人才培养的

激励政策、教育主管部门对创新人才的考核。 教学条件和导师团队的能力是创新人才培养的基础,
教学条件、导师能力及创新能力培养动机是内因,外部实践环境及政策条件是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

驱动力。
创新能力影响因素。 通过查阅文献,调查相关高校、企业专家和企业人力资源部门得出专业学位

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形成的 14 个主要因素:办学理念、创新能力培养目标与培养方案、导师队伍知识

结构、导师的工程实践经验、培养过程管理、创新训练激励政策、成绩考核体系、创新训练经费的投入与

硬件建设、产学研合作制度、创新训练环境、专业实践环境、科研辅助条件、行业竞争状况、企业需求与

支持力度。 根据影响因素设计问卷并针对相关企业人力资源部门及研究生、设计院、高校和科研机构

发放问卷。 基于以上分析,从创新能力培养外在条件、教学因素与导师能力、创新动机三个方面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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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研究假设。 下面将 14 个影响因素的一级指标 Hi 及二级指标 Hia、Hib 进行假设。
(一)创新能力培养外在条件

创新能力培养外在条件包括:创新训练经费投入与硬件建设、专业实践环境条件、创新能力培

养制度、企业支持、科研辅助条件和创新训练环境。
(1)创新训练经费投入与硬件建设主要指课程教学经费、实践教学经费的投入、实验设备和场

地建设投入等,是保证创新人才培养管理过程质量的基础。
假设 H1a:创新训练经费投入及硬件建设与培养管理过程质量正向相关。
(2)专业实践环境条件是指实践技术环境、实践场地与管理制度对创新人才培养的适应性,专

业实践环境建设情况对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以及培养管理过程质量有重要影响。 假设 H2a:
 

专业

实践环境条件与培养目标达成度正向相关;假设 H2b:
 

专业实践环境条件与培养管理过程质量正向

相关。
(3)创新能力培养的产学研合作制度包括校企合作创新训练平台选择与平台建设制度、校企合

作制度、企业导师遴选制度、专业实践要求、创新训练考核与评价制度,创新能力培养制度是创新能

力培养主要的管理工具,对创新能力培养效果有重要影响。 假设 H3a:
 

创新能力培养制度是创新训

练外在条件的重要要素。
(4)企业支持对构建创新能力培养体系具有重要作用。 企业及科研机构为专业学位研究生提

供创新训练场所、搭建训练平台,提供有针对性的实践项目,在资金、人员和技术上提供支持。 由于

不同企业生产技术创新性和研究开发程度存在差异,如工业与民用建筑施工企业主要是技术应用,
建筑材料研发单位主要是开发与研究新材料,企业有针对性地为专业学位研究生创新能力训练提

供合适的项目,为指导教师挖掘有价值的训练项目或研究课题创造条件,以提升创新训练效果。 因

此,假设 H4a:
 

企业支持是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创新训练外在条件的主要要素及动力。
(5)科研辅助条件是指导师或者合作企业提供的实践场所、学术交流平台等。 学校导师及企业

指导研究生参与制度创新训练相关激励政策,有利于促进导师和企业为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提供

相关训练场所、训练项目与训练基本条件。 因此,
 

假设 H5a:
 

创新训练激励政策与科研辅助条件正

向相关。
(6)创新训练环境主要是企业与研究机构为专业学位研究生提供的实践条件,提供合适的创新

训练项目。 企业为专业学位研究生提供完整的设计资料、实验设备、创新项目与软件平台,促进学

生开展技术研发、工法研究、技术与管理创新,获得良好的创新实践训练。 因此,假设 H6a:
 

创新训练

环境是创新训练外在条件的基础要件。
(二)教学因素与导师队伍素质

创新能力培养的教学因素包括办学理念、创新能力培养目标与培养方案、培养过程管理。 导师

队伍素质因素包括导师队伍的知识结构和导师队伍的实践经验。
(1)办学理念主要体现为办学宗旨、办学思想、办学目标,是办学信念的集中体现。 新时代要求

以新的范式建构研究生教育体系,先进的办学理念使办学目标更加明确;先进的办学理念促进高校

选择合适的实践训练合作单位,以新方式开展专业实践,拓展创新能力培养路径。 因此,
 

假设 H7a:
 

办学理念的先进性与培养目标明确性正向相关;
假设 H7b:

 

办学理念的先进性与专业实践单位选择合理性正向相关。
(2)培养目标是创新人才培养的纲领性文件,是创新人才培养规格的集中体现,是构建人才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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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体系的基础,决定创新训练实践单位的选择标准与选择质量,可以假设 H8a:
 

培养目标的明确性与

专业实践单位选择的合理性正向相关。
(3)培养过程管理是基于人才培养方案的执行过程管理,主要是对教学过程、实践环节、学位论

文的质量管理与控制,影响创新实践质量,也影响经费投入和硬件设施建设。 因此,可假设 H9a:
 

培

养过程管理质量与专业实践环节控制正向相关,与经费投入和硬件设施建设正向相关。
(4)导师队伍素质包括导师队伍的知识结构、研究能力、工程实践经历、职业素养,导师团队素

质影响人才培养质量,是创新人才培养的主要推动者和主要决定要素,有利于构建合理课程及考核

体系。
(5)导师队伍丰富的实践经验有利于制定科学合理的实践成绩考核体系。 因此,可以假设

H10a:
 

导师队伍素质与成绩考核体系的完善性正向相关;假设 H11a:
 

导师队伍的实践能力与创新实

践成绩考核体系的完善性正向相关。
(三)创新动机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动机表现为行为主体意愿和内部驱动力,包括成绩考核体

系、激励政策和心里驱动三个方面。
 

(1)成绩考核体系。 专业学位研究生创新人才成绩考核体系除了常规的理论课程考核和毕业

论文评审外,还包括实践能力考核。 目前,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实践成绩考核指标与方法有待改

进,完善实践环节的指导和考核制度有利于促进导师提升工程实践能力。 因此,可假设 H12a
 :成绩考

核体系的科学性与导师实践能力提升正向相关。
(2)激励政策是指对企业提供实践资源和师资、指导研究生研发活动的激励措施。 包括企业导

师指导学生创新实践活动,在职称评审上倾斜或者授予相关荣誉称号;校内导师在职称评审或者评

优评先上适当倾斜、激励。 激励企业完善试验条件、科研环境条件,为促进导师参与创新人才的培

养创造科研辅助条件。 因此,激励政策与科研辅助条件的完善密切相关,可以假设 H13a
 :

 

激励政策

与科研辅助条件改善、创新能力培养重视程度正向相关。
(3)心里驱动是指创新能力培养主体根据人才培养目标与激励约束机制作出的心里反映。 具

体而言,为了达到学校考核以及用人单位对创新能力的要求,研究生参与创新实践训练的积极性;
企业导师和学校导师为了实现创新人才培养目标,完成学校考核任务表现出的工作热情与工作态

度。 心里驱动是研究生培养创新动机的核心,是在考核体系和激励政策引导下创新主体的能动反

映。 可以假设 H14a
 :

 

心里驱动是创新能力培养动机最核心的要素,对创新能力培养具有决定作用。

三、研究设计

被试对象为重庆大学、长安大学、重庆交通大学、长沙理工大学等高校专业学位研究生(全日制

和非全日制工程硕士),包括这些高校近 5 年毕业的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近 10 年毕业的非

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涵盖了物流工程、建筑与土木工程、项目管理等专业学位领域,调查了

这些高校硕士生导师、企业导师、企业人力资源部门和部分毕业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发出问卷 95
份,收到有效问卷 80 份,有效率为 84. 21%。 为了保证量表的信度和效度,采用较为成熟的量表作为

测量工具,结合我国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现状和研究目标对量表进行设计。 通过与硕士生导

师、企业专家和毕业专业硕士研究生访谈及小样本预试,对量表进行修正,形成正式量表。 专业变

量采用李克 5 点计分量表,要求受访人员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评价。 运用 SPSS
 

22. 0 对创新能力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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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因素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测量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1。
表 1　 描述性统计量

N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数 标准偏差
偏度 峰度

统计量 标准误 统计量 标准误

办学理念 80 2. 00 5. 00 4. 2125 0. 83732 -0. 953 0. 269 0. 451 0. 532
教学目标及培养方案 80 2. 00 5. 00 3. 9750 0. 94098 -0. 604 0. 269 -0. 507 0. 532
导师队伍知识结构 80 2. 00 5. 00 4. 3625 0. 73336 -0. 889 0. 269 0. 154 0. 532

导师的工程实践经验 80 2. 00 5. 00 4. 2875 0. 78262 -1. 046 0. 269 0. 919 0. 532
培养管理过程 80 2. 00 5. 00 4. 0875 0. 88866 -0. 729 0. 269 -0. 184 0. 532

创新训练激励政策 80 2. 00 5. 00 4. 1250 0. 76927 -0. 390 0. 269 -0. 682 0. 532
成绩考核体系 80 1. 00 5. 00 3. 6000 1. 01383 -0. 392 0. 269 -0. 329 0. 532

经费投入和硬件建设 80 2. 00 5. 00 4. 1250 0. 81714 -0. 522 0. 269 -0. 544 0. 532
创新能力培养制度 80 2. 00 5. 00 4. 0250 0. 92743 -0. 441 0. 269 -0. 931 0. 532

创新训练环境 80 2. 00 5. 00 4. 1875 0. 81277 -0. 505 0. 269 -0. 878 0. 532
专业实践环境 80 2. 00 5. 00 4. 2500 0. 84942 -0. 890 0. 269 -0. 014 0. 532
科研辅助条件 80 2. 00 5. 00 4. 1500 0. 78111 -0. 435 0. 269 -0. 732 0. 532

心里驱动 80 2. 00 5. 00 4. 4250 0. 75933 -1. 252 0. 269 1. 147 0. 532
企业支持 80 2. 00 5. 00 4. 0875 0. 76628 -0. 497 0. 269 -0. 151 0. 532
传统观念 80 1. 00 5. 00 3. 5750 1. 08820 -0. 228 0. 269 -0. 764 0. 532

有效的
 

N
 

(列表状态) 80

　 　 由表 1 可看出问卷统计数据。 从平均数得分可以看出学校的办学理念、导师队伍素质、专业实

践环境、行业竞争、创新训练激励政策、心里驱动等因素对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影响较大。
从标准差来看,创新实践成绩考核体系、传统观念等影响因素波动相对较大,说明相关专家关于实

践成绩考核制度、传统教育理念对创新能力影响程度的意见比较分散。

四、模型分析与假设检验

(一)信度分析

信度分析是衡量所得结果是否具有稳定性和可靠性的分析方法。 文中对问卷的信度检验方法

采用克朗巴哈 α 系数(Cronbach’s
 

Alpha),可靠性统计量如表 2。
表 2　 可靠性统计量

Cronbach’s
 

Alpha 基于标准化项的 Cronbach’s
 

Alpha项目个数

0. 928 0. 930 15

　 　 由表 2 看出 Cronbach’s
 

Alpha 为 0. 928,即量表的内在信度较高,可以继续下面的分析验证。
(二)

 

KMO 与 Bartlett 检验
表 3　 KMO 与 Bartlett 检验

Kaiser-Meyer-Olkin 测量取样的适当性 0. 874

Bartlett 的球形检验

卡方值 727. 599

df 105

显著性 0. 000

　 　 根据问卷调查结果,运用 SPSS22. 0 做相关性分析。 由表 3 可以看出同时 KMO 值为 0. 874,
Bartlett

 

的球形检验统计量观测值为 727. 599,相应的显著性概率 p 值接近于 0,相关系数矩阵与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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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阵有显著差异。
(三)

 

结构方程模型估计结果

使用 AMOS
 

20. 0 软件对专业学位研究生创新能力形成影响因素模型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
由于创新能力是一个不可直接观测、不能简单用单一指标测量的变量,创新能力影响因素中包含教

学理念、心里驱动等无法直接观测的潜在变量,用多元回归或者因子分析法分析创新能力与影响因

素之间的关系比较困难,得出的结论不具有说服力。 结构方程模型可以分析多个因变量与多个自

变量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处理不可直接观测的变量,能够将多个潜在变量用观察变量表示,通过路

径系数法判断较为关键的影响因素,并能显示每个观察变量对潜在变量的解释程度,以及潜在变量

之间的相互关系与作用程度。 因此,选择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影响因

素及相互作用机理。
创新能力形成结构方程模型初始结构如图 1 所示,分析结果如图 2。 从图 2 可以得出:专业学

位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影响因素中创新能力培养的外在条件权重最大为 0. 9,教学因素与导师能力

权重为 0. 70,也是很重要的因素。

图 1　 专业学位研究生创新能力形成结构方程模型初始结构

(1)创新能力培养的外在条件中,创新训练经费投入与硬件建设、专业实践环境、创新能力培养

制度、企业支持、科研辅助条件、创新训练环境路径系数分别为 0. 9、1. 00、0. 94、0. 85、0. 70、0. 66,说
明创新训练经费投入与硬件建设、专业实践环境、创新能力培养制度在创新训练外在条件中处于重

要位置。 经费投入及硬件建设与培养管理过程的路径系数为 0. 17,二者关系显著,说明经费投入与

培养管理过程质量正向相关,经费投入充足、硬件条件好培养过程质量管理越有效。 专业实践环境

与教学目标的路径系数为 0. 09,说明专业实践对创新能力培养目标的实现有直接正向影响。 专业

实践环境与培养管理过程的路径系数为 0. 16,说明专业实践环境条件对培养管理过程目标的实现

有直接正向影响,良好的专业实践环境有利于简化培养管理过程,提高人才培养管理过程的效率。
科研辅助条件与激励政策的路径系数为 0. 1,二者关系显著,说明科研辅助条件与激励政策正向相

77



　 　
　 　 　 　 　 　 　 　 　 　 　 　 　 　 　 　 高等建筑教育　 　 　 　 　 　 　 　 　 　 　 　 　 　 　 2020 年第 29 卷第 2 期　 　 　

关。 科研辅助条件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科研激励政策对创新性人才培养的支持力度。

图 2　 专业学位研究生创新能力形成结构方程模型计算结果

(2)教学因素与导师队伍能力中,办学理念、教学目标、培养管理过程、导师队伍、导师的工程实践
经验路径系数分别为 0. 83、1. 00、0. 88、0. 78、0. 80,说明教学目标、培养管理过程、导师队伍素质、导师的
工程实践经历在创新能力培养中具有重要作用。

(3)创新动机中,成绩考核体系、激励政策、心里驱动的路径系数分别为 1. 00、0. 58、0. 98,说明成绩
考核体系和心里驱动是创新动机的重要要素,需要完善学业考核制度和导师绩效考核制度。

五、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基本路径与保障政策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是一项系统工程,通过前文的分析得出创新能力是在创新训练
环境、导师队伍素质、政策激励机制及创新训练主体积极性等多因素融合下形成,发挥合作企业在资
金、技术开发、实验平台建设、创新项目方面的优势,发挥高校在理论研究、知识体系构建、学术能力培
养方面的优势,发挥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在政策、人才质量标准及资金安排方面的宏观引导作用,构建创
新性人才培养保障机制,探索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的路径与保障政策。

(一)校企合作搭建创新训练平台,为创新能力培养提供实践条件
加强实践硬件条件建设,科学开发“创新训练项目”。 完善创新训练实验室硬件条件,以创新实践

基地和技术开发平台审批为企业准入条件,政府给参与企业以政策或者资金支持建立联合实验室,依
托合作企业新技术开发及工法研究挖掘研究生创新训练项目,在企业技术开发过程中培养专业学位研
究生,使创新训练系统既符合学校教学目标要求,又能促进校企联合攻关开展技术研发与技术攻关,企
业和高校共同推进大型项目技术与管理问题攻关,共同探索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创新项目开发,共享
合作研究开发成果。

(二)构建政产学研合作机制,为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搭建良好组织环境
教育主管部门成立高等学校研究生创新训练管理组织机构,企业和高校落实相关责任部门管理人

员和管理人员。 建立校企合作培养人才的工作机制。 校企双方落实专人编制创新人才训练计划、落实
训练场地,保证培训师资、经费及创新实践过程的安全生产。 建立创新能力培养监督评价制度。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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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管部门、用人单位、行业协会对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评价,除了评价学校人才培养方案的适
应性及培养效果外,还需要对企业的实践环境条件、创新训练平台、企业导师履职情况与创新训练效果
进行评价。

(三)培育双师型导师队伍,为创新能力培养提供师资保障
创新能力培养除要求校内指导教师具备基本科研能力外,同时还要有企业实践经验并承担企业横

向课题,企业导师应有相关应用科研成果。 建立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导师培养机制,激励校内导师和
专业学位研究生参与企业技术研发平台建设与横向合作课题研究,企业导师参与人才培养方案制定,
联合指导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

(四)完善人才培养体系,为创新人才培养提供内外质量保障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有关理论课程设置、实践环节创新训练项目设置等人才培养体系必须符合创

新人才培养目标。 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实用性较强的课程,要求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参与企业技
术管理实践及创新训练,学术型研究生则根据导师的科研项目参与课题调研、报告撰写等以提升学术
能力。 为了保证创新人才的培养质量,必须完善创新能力培养实践过程监督评价制度与评价机制,教
育主管部门需要明确创新能力评价主体、评价方法与评价标准,并落实与创新人才培养相适应的配套
政策。

(五)完善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激励制度,构建创新人才培养动力机制
科学评价企业课程资源的优劣和适应性是学校应当把握的重要原则,针对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创

新能力培养目标,探索创新训练项目选择路径,完善创新能力训练运行机制和激励制度。
1. 建立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培养机制,为企业设立创新训练基金
制订导师参与企业实践的工作量计算与考核办法。 对校内导师参与企业创新训练的成果进行确

认,将企业实践作为职称评定的激励性条件,在职称评审时设置“工程应用型”职称系列。 鼓励企业为
专业学位研究生提供训练项目,企业设立研究生创新训练基金。 根据企业提供创新训练费用支出情
况,对产学研合作企业进行专项补贴。

2. 建立创新训练平台和创新训练成果评价制度
教育主管部门会同行业主管部门确定创新训练平台资质与年度考核;学校和企业人力资源部门共

同对指导教师工作量及研究生创新训练学分进行确认,建立创新研究成果认可制度;开展创新基地的
师资和创新训练项目适应性评价与人才培养质量评价制度。

3. 建立校企合作培养创新人才的激励政策
行业协会对创新训练成效显著的企业给以奖励,在市场准入上给以倾斜;对创新训练效果不好的

企业,取消平台建设专项补助。 对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创新训练成果显著的学校,在招生数量上给以
倾斜或者增加建设经费,对效果较差的学校取消创新训练实验室称号或者退回政府财政资助的创新训
练建设资金。

六、结语

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研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形成的影响因素,以及相关因素的作用机
理。 研究表明,创新能力影响因素中创新能力培养的外在条件的权重最大,教学因素与导师能力是创
新能力形成的重要因素;经费及硬件投入与培养管理过程质量正向相关;专业实践环境建设质量与培
养管理过程目标达成度正向相关;激励政策与科研辅助条件建设正向相关;成绩考核体系和心里驱动
是创新动机的重要要素。 在此基础上,提出加大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经费投入,多元化
筹集创新人才培养经费;健全专业学位研究生专业实践培养制度体系,科学设置创新能力培养实践项
目,积极培育良好的创新实践环境;建立创新能力培养的长效机制与创新绩效考核政策,完善专业学位
硕士研究生创新人才培养评价与监督管理制度等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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