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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产学研合作的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机制 

曾红元 

(湖南工业大学财经学院，湖南株洲，412008) 

[摘要] 我国研究生创新能力低的主要表现是缺乏创新的动机、缺乏创新的精神、缺乏创新的能力与缺乏创新的 

成果。其原因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和约束创新思维的发挥，研究生自身缺乏创新的激情和创新意识，缺乏创 

新意识、创新能力强的导师和缺乏系统、科学的创新能力培养计划。研究生从事科研活动是培养研究生创新能力 

的重要途径；建议采取产学研基地、研究生创新基地、“4+1+1”、在职研究生和半工半读模式等的产学研合作 

的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机制，促进创新能力大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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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生创新能力欠缺的主要表现 

早在  2005 年，我国学者就开展研究生创新能 

力 [1] 方面的调查、研究，直至今日研究生创新能力 

差的局面也未获得根本性的转变与提升，我国研究 

生创新能力存在四个方面的不足。 

1. 科研实践参与度低 

在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养成与提升中， 参与科 

研实践活动是极为重要的途径。但是， 从教育部 

所直属高校研究与发展课题情况自然科学的统计 

数据分析 [2] ， 20002002 年研究生参与 “研究与发展” 

课题的比例不到四分之一，研究生参与科技服务实 

践活动大约 5%左右；近几年国家加大了科技投入， 

导师研究课题与研究经费有很大程度的增加，但由 

于研究生招生规模的井喷式发展，研究生在校期间 

参与课题研究的总体情况仍不够乐观。 

2. 国际学术榜论文数量偏少 

据美国信息科学研究所(ISI)基本科学指数(ESI)数 

据库 2006 年 9 月 1 日最新数据显示 [3] ，1996 年 1 
月 1 日至 2006 年 6 月 30 日论文数排在前 10 名的 

中国高等院校中，大陆有 6 所（分列 2、3、5、7、 
9、10 位），论文总数只占前 10 所高校论文的 56%， 

香港、台湾地区各  2 所；从排名看，前四名分别为 

台湾大学  (22623 篇)、清华大学  (19230 篇)、北京 

大学  (16702 篇)、香港大学  (16128 篇)，港台高校 

论文排名及总数都优于大陆高校； 2008年国内外著 

名大学发表 SCI 论文情况是：清华大学 3750 篇， 

北京大学 3801篇， 浙江大学 4794篇， 台湾大学 4561 

篇，麻省理工学院 4566 篇，斯坦福大学 7198 篇， 

密西根大学 9441 篇篇，剑桥大学 6140 篇，牛津大 

学  6631 篇，多伦多大学  9121 篇，东京大学  8044 
篇，印度理工学院 4461 篇，首尔大学 5417 篇，我 

国顶尖大学论文数量与国外著名大学仍有差距。 

3. 学术成果质量不高 

知识创新能力不足不仅表现在学术论文数量 

偏少，更主要表现在学术论文的质量差距较大。真 

正表现一个学科在世界科学中学术影响力的是它 

的篇均被引用次数。从 1999 年到 2003 年，美国每 

篇论文的被引用次数为 12.31， 而我国只有 2.95， 

低于国际平均水平。2000 年至 2010 年我国科技人 

员共发表国际论文 72 万篇，论文共被引用  423 万 

次，排在世界第 8 位，比上年统计时提升了 1 位。 

平均每篇论文被引用 5.87 次，比上年度统计的 5.2 
次有所提高，但与世界平均值 10.57 次还有不小差 

距 [4] 。 

4. 原创性成果稀少 

从近几年我国入选的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来看， 

有的论文发表在  Science 上，引起了同行专家的关 

注， 但总体而言，我国博士研究生在国际顶尖学 

术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的还是极少数。有学者将研 

究生的研究与探索缺乏原创性的现实概括为“ 四 

个简单” ：①简单移植，只是对他人方法的应用和 

重复；②简单揭示表面现象，没有深入研究事物发 

生、发展的内在联系；③简单延伸，只是进一步证 

实他人的工作；④简单推理，只是采用一定的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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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实已知的结论。 

二、研究生创新能力欠缺的主要因素 

1. 中国传统文化影响和约束创新思维的发挥 

在北京举办的  2004 文化高峰论坛上，著名华 

裔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先生曾向《易 

经》 “开火” 。 称 “易经影响了中华文化的思维方式” ， 

“这个影响是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萌芽的重要原 

因之一” 。 中国传统文化对教育，特别是对创新人 

才培养的影响非常大。这种文化主要应为儒家文化 

的影响，儒家文化“大一统”思想影响了我们的创 

新思维。 “大一统”强调国家在政治和文化上的高 

度统一，强调集体意识，但却抹杀了个人的主体意 

识和意志的自由。 

同时，儒家文化倡导的“中庸之道”也约束了 

我们的创新思维。 “中庸”思想表现在教育层面最 

突出的现象就是教师对乖巧听话、循规蹈矩的学生 

偏爱有加， 对言语出格、 思维另类的学生极力打压， 

并力求将他们改造成符合规范的标准部件，这样就 

把青少年的创新意识消灭在萌芽状态。 

2. 研究生自身缺乏创新意识和能力 

第一，缺乏创新动机。研究生入学的动机大都 

出于外界的压力或生存意义上的考虑。从入学开 

始，就把自己定在了寻租者的位置，是为了在社会 

上能找到安身立命之所，而不是一种独立的存在意 

义上的追求知识动机。这种“寻租式的”的被动的 

求学也意味着创新能力培养意义上学习的“失学” ， 

是研究生创新缺乏的重要原因。创新动机缺失导致 

研究生“非创新性学习” ，最终使研究生缺乏创新 

能力的培养和创新实践。 

第二，缺乏创新精神。创新精神的缺乏是由我 

国的现行教育体制所决定的。现行教育体制下，中 

小学阶段，升学率是衡量一个学校办学水平高低的 

唯一指标，学校的一切工作重心都是为了提高升学 

率，死记硬背成了夺取高分的法宝。这种偏离个性 

发展的教育理念下培养出高分低能人才，缺乏创新 

精神。

第三，缺乏创新激情。有些研究生认为从事创 

造性研究，需要投入的精力多、时间长，与期望尽 

快毕业的初衷相违背，而放弃创造性的研究。有些 

研究生则认为，创新研究需要太多的知识积累和太 

高的智商结构，而不愿从事创造性的研究工作。 

第四，缺乏创新能力。由于长期的应试教育， 

学生没能养成举一反三、融会贯通的习惯和素养， 

缺乏主动获取知识、运用知识的能力，对新事物敏 

锐的洞察能力和系统分析能力欠缺，缺乏对科研活 

动基本规律的把握能力。 

3. 缺乏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强的导师 

随着研究生的大规模扩招，研究生指导老师的 

素质不够也是影响研究生创新能力提升的重要原 

因。在一些大学里存在为数不少的“三无”导师即 

无课题、无经费、无产学研合作活动的导师；这些 

导师本身创新意识较弱、创新水平不够，指导学生 

开展创新活动的能力有限。有些导师不是根据学生 

个人的兴趣来帮助他们选题，而是让学生完成与自 

己研究相关的课题，让学生多出科研论文，形成了 

“应试科研”和“闭门造车”的现象。有些导师为 

了追求自己的经济利益，要求学生无偿地为自己打 

工，起着不良的示范效应。还有的是学生选定课题 

之后，导师不闻不问，让学生处于“放羊”状态， 

根本谈不上指导。这种情况下，学生出不了创新成 

果也自在情理之中。 

4. 缺乏系统、科学的创新能力培养计划 

首先是研究生招生与管理的问题。目前的应试 

招生从某种程度上说是扼杀了非常具有创新个性 

的优良“种子”的。由于采用闭卷考试录取，善于 

死记硬背的人往往招了进来，创新人才则往往拒之 

于门外。其次是研究生培养计划问题。目前的研究 

生培养计划注重专业知识、专业技能、英语、计算 

机等的培养，缺乏对交叉学科知识、人文知识、情 

商能力、创新思维能力、技术创新理论及应用等方 

面的培训。第三是缺乏创新实践的平台。在培养管 

理上，缺乏创新实践的途径和平台，没有创新的氛 

围，缺乏创新的激励措施。 

三、基于产学研的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机制 

在产学研合作的过程中，研究生要面向生产、 

科研一线，在具有现场丰富工程经验和富有创新精 

神、创新能力强的导师指导下，在必须出创新成果 

的目标指引下，主动提高自身的创新意识、创新技 

巧、创新思维能力，积极参与创新实践；并在知识 

产权保护的前提下，撰写学位论文，其研究成果必 

须要具有市场价值。因此，经产学研机制培养的研 

究生，其创新能力得到系统培养与锻炼，是研究生 

创新能力培养与提高的最现实方法。 

经调研分析，基于产学研的研究生创新能力培 

养机制 [57] 主要有以下几类形式。 

1. 产学研基地模式 

产学研基地就是通过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科 

技研发优势与企业生产制造优势进行有机地结合 

并使科技成果迅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所形成的模 

式和机制，是创新能力建设和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 

力转化的重要措施。湖南省教育厅为推进我省产学 

研合作基地的建设，制定了《湖南省高校产学研合 

作示范基地管理办法》，目的是发挥示范基地的示 

范引导作用，加快全省高校产学研合作创新平台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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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引导全省高校加强与我省企业及工业园区开展 

产学研合作，探索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新途径， 

促进科研成果转化，提升高校服务湖南经济社会发 

展的能力。产学研示范基地是产学研深度合作的形 

式，既是培养高端创新型人才如科技领军型、学术 

学科带头人的重要平台，也是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 

的极好机制与平台。 

2. 研究生创新基地模式 

研究生创新培养基地是我国研究生创新培养 

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以创新思维和创新能 

力为核心，以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为宗旨，以激 

发创新思想和培养创新人才为目标，由高校与政府 

组织或企业合作建立的科研与实践地点。基地的建 

立能促进研究生学习过程与生产实践相集合、科研 

创新与技术创新相结合、人才培养与经济发展相结 

合，为社会培养高素质、高层次创新人才。研究生 

创新基地是高等学校的优势学科与地方的支柱产 

业、优势企业的资源整合，研究生创新培养基地的 

良性、有序运行，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和高级创 

新型人才的培养。研究生创新培养基地有时与产学 

研基地同步建设。研究生创新基地可为研究生创新 

能力培养提供平台，采取双导师制，有系统的研究 

生培养计划，研究生能获得一定的薪资及全额的课 

题经费。 

3.“4+1+1”模式 

这是中南大学首创的创新型高级工程人才试 

验班模式，校企联合培养领军型的高级工程技术人 

才。 “4+1+1”模式是指“四年大学本科教育、一年 

工程一线挂职、一年工程硕士阶段学习”的 6 年校 

企联合培养模式。学生允许提前或推迟毕业，也可 

以先就业后完成学业，学籍管理灵活机动。学校对 

学生实行个性化发展的选课制，课程内容面向工 

程。自本科开始，学生课程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企 

业现场学习，且其中必须要有不少于一年在国内大 

中型企业顶岗或挂职，顶岗或挂职期间，企业提供 

薪资；学习过程中部分课程聘请企业专家主讲，外 

聘教师的授课量达  30%以上。实践教学和毕业设 

计、毕业论文实行双导师制。除学校指导教师外， 

还聘请企业导师共同指导。 

4. 在职研究生模式 

在职研究生是国家计划内，以在职人员身份， 

部分时间在职工作，部分时间在校学习的研究生教 

育的一种类型，属于国民教育系列。在报名、考试 

要求及录取办法方面与脱产研究生相同。是经过学 

校录取的正式研究生，获得与脱产相同的研究生毕 

业的学位。这种模式的在职研究生主要来源于具有 

发展潜力、具有创新意识的企业，创新意识强，创 

新能力强，已具有丰富的工程经验；通常会就本企 

业、本单位需要做的大项目、大课题来选择学位论 

文课题；另外，在学校确定好指导导师的前提下， 

还会在本企业、本单位再选一位技术、管理岗位的 

专家担任副导师。国内近几年建成了许多大型工 

程、大型项目，同时以在职研究生培养模式，成就 

了许多高级创新型人才。 

5. 半工半读模式 

这是由科技主管部门主导或自发形成的，科技 

型中小微企业聘用研究生以高知识服务结合半就 

业型的培养模式。半就业的研究生按学校教学计 

划，完成学校老师指定的学习任务，其他时间在公 

司上班，主要从事新产品开发、科研实验、项目申 

报、专利申报、投标书撰写及专题研究等工作，有 

较多的参与技术方案讨论、商务谈判、实验方案论 

证、实际的现场试验及各种材料撰写、修改的实践 

机会，有时可根据公司业务发展的需要，选取研究 

生学位论文课题，工作、学习过程中，会有公司的 

主管作指导；即使遇到较深的理论研究问题，还可 

向指导老师请教；有时，研究生的指导老师本身就 

在该公司担任技术顾问，这时的学生就更易利用各 

种资源，着实提高自身的知识水平、提升工程实践 

经验、自着培养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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