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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规模持续增长，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备受关注。目前专业学位研究生培

养存在培养目标与社会需求脱节、培养模式缺乏应用导向、缺乏科学的评价体系等问题。“项目制”产

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把产业实际问题转化为研发项目，高校和企业共同开展研究，将专业学位研究生的

培养过程融入到项目的实施过程中。“项目制”培养模式能够弥合传统产教融合培养模式下校企双方的

协同偏差，激发双方的内生动力，在招生机制、师资队伍、课程体系、实践环节、评价机制等方面实现

产教深度融合，促进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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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scale of professional degree postgraduate training has continued to grow,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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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quality of professional degree postgraduate training has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At present,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the disconnection of training goals and social needs, the lack of applica-
tion orientation, and the lack of scientific evaluation system for the training system. The project-
based training model for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transforms actual industrial problems into 
R&D projects. Universities and enterprises jointly carry out research and integrate the training pro-
cess of professional degree postgraduate into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of the project. The model 
stimulates the endogenous motivation of both parties, and achieves in-depth integration of indus-
try-education in terms of enrollment mechanisms, faculty teams, curriculum systems, practical links, 
evaluation mechanisms, etc., and promotes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of professional degree 
postgraduate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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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当前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存在的问题 

研究生教育处于教育的最高层，对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近年

来，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人数急剧增长，在研究生教育中规模比例与重要性日益凸显，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已成为新时代研究生教育发展的重点，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已成为当前研究生教育教学改

革的重要内容。但是，面对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高校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和行业产

业需求在结构、质量、水平上还不能完全适应[1]，在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中还存在一些迫切需要解决的

问题。 

1.1. 培养目标与社会需求脱节 

在经济、产业转型升级的高质量发展时代，新的增长动能不断积聚，企业产业链对高素质、复合型

人才的渴求尤为迫切，但是研究生特别是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体系不能完全适应产业升级的速度，无

法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动态需求。高校是研究生培养方案的设计与制定者，较多地从自身本位出发，忽

视了产业发展前沿和企业实际需求，导致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目标与产业发展未能有效衔接。 

1.2. 培养模式缺乏应用导向 

大部分高校尚未建立独立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体系，专业学位与学术学位研究生同质化培养的现

象较为普遍。课程体系未能结合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目标进行系统化设计，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学

过程与行业应用实践产生偏差，存在重理论轻实践、实践教学发展滞后、与市场需求缺乏一致性的问题。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实践环节薄弱，课程设置中实践性课程占比低，导致学生难以利用理论知识解决实

际问题，实践能力得不到充分锻炼。 

1.3. 缺乏科学的评价体系 

目前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未能完全摆脱学术化的桎梏，学生实践创新能力的欠缺是较为普遍的问

题[2]。专业学位研究生的毕业条件、学位授予条件仍以学术论文为主，忽视了对创新创业、工业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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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开发等多种形式成果的应用。对于研究生的实践创新能力，也缺乏明确的考核指标以及过程化的考

核方式。 

2. “项目制”产教融合培养模式内涵 

近年来，产教融合成为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重要途径。教育部等多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快新

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提出，“强化产教融合育人机制，加强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创新能力

培养[3]。”通过教育主体与产业主体之间的互动交融，形成聚人才、聚产业、聚教育的共同体[4]，一定

程度上有利于解决研究生创新性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足[5]的问题。然而，由于产、教双方目标追求迥

异、支撑载体缺失、长效机制缺乏等原因[6]，高校与企业间容易出现协同偏差。特别是企业的利益诉求

得不到有效反馈，参与人才培养的内驱动力不足，影响了其参与研究生培养的积极性，导致产教融合缺

乏持续性。为弥合产教双方的协同偏差，“项目制”培养模式应运而生。 
在美国，二战后便开始了“项目制”培养模式的探索。二战后麻省理工学院有一半以上的经费来源

于美国联邦政府对于科研项目的资助[7]。在欧洲，校企联合培养领域更为常见的是“岗位制博士”，这

些博士生同时还拥有合同制员工的身份，在学习期间需要根据所属项目要求完成相应的研究任务[8]。在

我国，“项目制”人才培养模式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以解决重大科技问题为核心开展的专项博士生

培养；另一种是面向特定岗位的订单式培养。前者以国家卓越工程师博士培养为典型案例，后者则广泛

实践于高校与产业行业、企业的合作中。在校企联合培养基地等平台的基础上，以具体项目为载体进行

研究生培养，融课堂教学、专业实践、学位论文为一体。这种模式能够更好地满足产业亟需的人才培养

需求，因此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应用。 
产教融合“项目制”培养模式把产业实际问题转化为研发项目，高校和企业共同开展研究，将专业

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过程融入到项目的实施过程中，提升人才培养的产业适配性。通过“项目制”培养这

一“粘合剂”，产教双方充分发挥各自在学科科研、产业技术等方面的优势，打破资源配置壁垒，整合不

同创新主体的资源，通过联合技术攻关将招生、培养、平台、师资、就业等关键要素紧密联系在一起，实

现校企双方创新要素的深度融合。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研究生有机会接触到实际的产业需求和前沿技术，

激发创新思维，锻炼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3. “项目制”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实施路径 

“项目制”培养模式始于项目的构建，需要综合考虑人才培养目标、资源配置等多方面因素，以国

家重大战略需求、地方社会经济需求为导向确定项目目标，保障项目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增强人才培养

的针对性。其次需要明确“项目制”运行的实施步骤，包括招生选拔、培养过程管理、质量保障等环节。

“项目制”培养模式的有效运行还需要建立评估与反馈机制，建立科学的评价指标和方法，对项目成果

进行客观评价，并根据反馈结果及时调整和改进，不断优化培养模式。 

3.1. 以产业需求为导向，改革招生机制 

面向国家、区域、行业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需求，结合高校学科布局，高校与合作企业一道，充

分调研企业技术需求，共同论证提出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经由高校和企业共同立项后，提出年度

招生需求计划，予以列入当年度研究生招生简章。研究生根据自身意愿选报项目，导师团队根据项目需

求选择适配的生源。在复试阶段，校内导师和企业专家共同组成复试专家组，增设项目相关的专业课笔

试内容，加大企业话语权，录取符合项目制培养目标的考生，以增强培养的指向性。在招生录取阶段，

学生与企业之间可签订定向就业协议，从源头上实现企业需求—高校招生、培养、毕业—企业就业全链

条一体化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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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以多维协同为路径，优化师资队伍 

基于项目的实施，建立校企协同、多学科协同、国内外协同的“三协同”导师团队，推动多种知识、

多种人才、多种方法、多种研究手段的交叉融合，促进学术思想的交流汇通，从而激发研究生的创新意

识。校企协同：建设“科学家 + 工程师”导师队伍，建设一支由科研领军人才、青年拔尖人才等组成的

校内导师，以及一支由龙头企业专家等组成的企业导师。校内导师和企业导师基于项目的开展，共同制

定学生培养方案，在理论学习、实践环节、项目实施和论文写作等方面给予指导。多学科协同：围绕项

目的开展，创新“教师组”授课形式，鼓励不同专业领域导师加入授课组、走进实验室，促进学科深度融

合。国内外协同：通过共同参与科研项目，鼓励校内导师与国外顶尖高校导师联合培养研究生，紧跟国

内外学科专业前沿进展，为学生提供更广阔的学术平台和更丰富的学术资源，促进学术交流和资源共享，

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例如，苏州大学与苏州市教育局合作，聘请全市 371 名中学骨

干教师作为教育硕士的校外导师，积极搭建教学研讨和社会实践平台，让研究生参与一线教育、教学、

科研等各种活动，更早立足教学能力提升教研能力，更快适应未来工作岗位。 

3.3. 以项目研发为牵引，完善课程体系 

高校应积极邀请行业企业专家参与培养方案制定、课程开发、案例编写等工作。校内外导师按照项

目研发需要，从理论知识、科研素养、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四个维度，开发基于项目的以应用基础、技术

开发为主导的课程体系。重点围绕项目实施涉及的理论基础、关键技术和场景应用展开课堂教学和应用

实践，帮助学生建立项目所需的关键知识体系。重视课程的前沿性、交叉性、实践性，课程内容体现科

研新进展、生产新成果以及需求新变化，将行业案例、生产技术、产品工艺等融入课程中。根据企业实

际，制定个性化的企业课程，让学生掌握更多企业生产实践知识和技能，实现知识传授和能力培养的有

机结合。同时，改革课程授课方式，在课程教学中强调案例教学、实践教学、模拟训练等教学方法的运

用。例如，苏州大学未来模拟医学实训中心，针对合作企业智能医疗装备项目的需求，设置了骨科、呼

吸科、心血管、肝脏医学、模拟手术等多个实训室，为研究生提供了广阔的临床实践空间，使医疗科技

新技术可快速应用于临床医学教学及技能培训。 

3.4. 以联合创新为驱动，加强实践环节 

实践活动是企业能够更深层次地参与专业学位研究生创新培养工作的重要一环。校企双方围绕项目

研发任务，充分利用企业平台的现代化、规模化、标准化和产业化等优势，以校企双方的原始创新为内

在动力，通过校企联合技术攻关将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和企业创新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校企

双方共建企业仿真环境及实践平台，将“学生科创–教师科教–项目攻关”融为一体，通过项目任务的

设立、研讨、实施等沉浸式实践过程，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推动项目完成的同时，也达到了人才

培养的目标。例如，苏州大学以研究生工作站为载体，与地区法院共同开展法治人才成长实训营。学校、

法院双方针对每位研究生因材施教，提供最为优质和新鲜的实践资源以及最真实的实践场景，围绕法律

运用前沿问题共同开展案例分析、学术研究，切实提高研究生的实践能力。 

3.5. 以项目进度为指标，建立评价机制 

在专业学位研究生产教融合“项目制”培养过程中，要以实践为特征，围绕项目进展情况，建立复

合型的质量评价机制。打破学校评价一元主导的地位，学校和企业共同参与，对评价指标、评价方式等

进行讨论，达成共识，形成评价方案。在评价指标上，围绕项目的完成度以及完成质量，重点考察学生

的知识体系构建、实践创新能力，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作为重要的考核内容。在评价方式上，破除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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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过程“唯论文”的做法，采取灵活多元的方式评价研究生实践创新能力，探索将执业资格、发明专利、

竞赛获奖、作品参展等形式多样的实践成果纳入研究生的毕业条件。例如，在苏州大学计算机专业的“项

目制”人才培养中，项目的结项要求为校企双方完成项目要求并通过校企联合评审。在对人才培养成效

的评价中，以企业评价为主，评价合格即满足毕业条件。同时，校企双方还建立了分流–退出机制，如

研究生无法胜任工作要求，企业可要求终止联合培养过程。如企业安排的工作与联合培养协议内容有较

大差异，研究生或校内导师可要求终止联合培养过程。科学的评价机制，保障了项目的顺利实施。 

4. “项目制”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案例分析 

清华大学是国内较早探索并实施“项目制”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的高校之一。自 2015 年探索实施

“项目制”人才培养机制以来，截至 2024 年底已开展 86 个专业学位人才培养项目[9]，涉及电子信息、

材料与化工、公共卫生、法律、工商管理等多个专业领域。各项目以服务国家战略和社会重大需求为目

标，例如面向航空航天产业设立航空发动机专业硕士项目，面向智能制造设立智能汽车专业硕士项目，

面向教育强国战略设立教育领导力教育博士项目等。清华大学“项目制”培养基于需求设计项目，跨专

业、跨院系整合资源，具有招生精准化、培养定制化、课程模块化等特点。下表显示了该校专业学位研

究生“项目制”培养在培养层次、专业领域以及组织形式方面的分布特征(见表 1)。 
 

Table 1. Statistics table of “Project-based” training for Tsinghua University professional degree graduate students 
表 1. 清华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项目制”培养统计表 

 
培养层次 专业领域 组织形式 

硕士 博士 人文社科类 自然科学类 单院系 跨院系 

项目数量 75 11 36 50 13 73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围绕涉农这一特色学科专业，以全产业链视角将涉农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与政府

规划、企业技术攻关、教师科研项目相结合，成功实施了“4 + 6 + X”的“项目制”人才培养。在学校层

面，围绕“一带一路”与“乡村振兴”两个主题，开展了“现代农业全产业链”等 4 个重点项目、“优质

乳工程人才培养”等 6 个探索项目，以及 X 个院级培育项目。该模式以招生计划配置等管理机制为主要

抓手，牵动育人资源配置，着力解决人才培养供给侧与需求不平衡的问题。学校依据产业需求确定招生

指标、开设课程教学，师生深入产业一线开展实践教学并根据产业需求确定论文选题，将研究生培养与

科学研究、科技推广、社会服务工作结合，提升了涉农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 
苏州大学则依托自身“名城名校”发展战略，紧密结合区域发展需求，探索实施“项目制”产教融合

人才培养模式。学校聚焦江苏优化升级“1650”产业体系和打造“51010”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需求，结

合苏州市发展战略、关键领域和行业需求，联合重点行业龙头企业，并凝聚相关领军企业、国家实验室、

行业协会等多方力量，重点面向信息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等领域，整合校内外优

势资源，组建产教融合“项目制”创新研究院，截止目前，该校已与 63 家企业签订协议，以项目的形式

开展工程领域卓越工程师培养。 
“项目制”人才培养模式，能有效满足国家重大战略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

展的需要、适应知识生产模式转型的需要，满足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以苏州大学

为例，2024 届毕业研究生就业人数同比增长 8%，年终毕业去向落实率 94.49%。据统计，从 2017 年到

2021 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涉农专业学位研究生在“三农”领域就业的比例从 40%提高到 80%，其中 40%
以上的毕业生参与西部地区建设[10]。“项目制”培养模式以实际项目为载体，使学生能够在实践中深化

理论认识，提高创新能力。专业学位研究生通过参与项目，学习如何解决问题，如何进行创新思考和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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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同时，通过参与项目，研究生有机会与不同领域的人员合作交流，这使他们能够接触到更广泛的知

识和信息，拓展研究视野，了解学术前沿动态，从而为创新实践提供更多的思路和方向。苏州大学自 2023
年推行“项目制”培养模式以来，研究生科研竞赛获奖数逐年上升，2024 年在全国各项赛事获奖 478 项，

同比增长 36%。 

5. 结论 

在“项目制”产教融合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中，高校立足自身特色优势学科，主动对接企业需

求，以“项目制”的形式与企业共同攻克关键技术，争取更多“从 0 到 1”原始创新，提升高校先进技术

供给能力。同时，高校更多在产品研发、工艺生产等方面解决行业、产业实际问题，引领和支撑企业技

术升级。该模式能够充分发挥校企各自优势，激发双方的内生动力，形成校企人才培养共同体，为专业

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提供了新思路，为高校服务国家战略需求和区域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了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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