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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合作模式下研究生创新型人才培养 

—— 中南大学材料学科研究生国际合作培养的实践 

 
周承商，刘咏 

 

(中南大学粉末冶金国家重点实验室，湖南长沙，410083) 

 

[摘要]  创新型人才在提高我国科技创新能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我国的研究

生教育肩负着国家高层次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的重要使命。提出高校要通过推动国际科研项目合作、

开设国际师资课程、邀请外国专家访学等国际合作模式来加强创新型研究生培养。中南大学粉末冶金

研究院针对材料学科研究生创新型人才的培养，积极展开国际合作培养模式的探索与实践，取得了显

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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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以来，研究生教育因其丰

富的智力资源和突出的科研优势，已成为我国

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教育“高地”。伴随着经济全

球化，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合作趋势也日渐加强。

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的研究型大学都是通过合

作办学、联合培养以及国际科研合作等形式加大

研究生培养。例如，美国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合作

模式就种类多样：有互派研究生、互派教师、组

织访学、网络教育、科研合作、合作办学等形式。

我国科技的发展与国际领先水平相比，还存在较

大差距。为推动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加速提

升我国的科学研究水平，培育拥有扎实理论基

础和超强创新能力的高素质研究生，探索与建

立互利、务实、高效的创新型人才的国际合作

培养机制十分必要。在新型国际合作培养机制

下提升研究生教育及人才培养水平，具有时代

必要性和紧迫性。 

    一、国际合作是研究生创新型人才培养的有

效途径 

    当前我国在国际科技合作中还处于劣势。国

际科技合作是在更高起点上推进自主创新的重

要方式，对于推进国家科技发展，乃至提升经济

发展质量和效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1]，所以应

在国际合作模式下谋求创新型人才培养。创新型

人才是当今世界 重要的战略资源，大力培养具

有国际视野的创新型人才，已成为世界各国实现

科技进步、经济发展、大力提升国际竞争力的重

要举措。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指出，要培养大批具有国际视野、

通晓国际规则、能够参与国际事务和国际竞争的

国际化人才[2]。国际化人才应具备国际视野，能

够创新性地突破地域、文化的局限，为解决全球

性问题贡献新方案[3]。在新时代国际化人才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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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我国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应当要适应国家经济

社会对外开放新形势，培养有坚定政治立场、精

通外语、具有国际视野、创新精神同时专业技术

出众的人才，为我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新角色、

新定位提供坚实的支撑。 

    我国的研究生教育肩负着国家高层次人才

培养和科技创新的重要使命。2020 年 7 月，习近

平总书记强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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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

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深入推进学科专业调整，

提升导师队伍水平，完善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培

养国家急需的高层次人才，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

贡献。 

    高校以中外合作的模式培养研究生是为国

家培养高水平创新型人才的有效尝试。 

    二、国际合作的研究生培养模式 

    我国通过合作办学、研究生访学、联合培养、

与国际知名高校共建学术研究中心、举办前沿科

技讲座、建立国际衔接课程平台、开展国际文化

交流等多种研究生培养模式，加强了我国学术领

域的对外交流与合作，提升了我国研究生培养国

际化的合作规模及国际声誉。 

    (一) 合作办学 

    中外合作办学是指外国教育机构同中国教

育机构在中国境内合作举办的以中国公民为主

要招生对象的办学模式[4]。目前，中外合作在办

学模式的类型上可以分为：中外合作办学机构，

中外合作办学二级院校，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在

教育层次上分为本科段教育，可纳入国家普通高

等学校招生计划(统考)和自主招生；硕士段教育，

参加高校组织的自主招生考试，学生修完全部课

程符合毕业条件后，教育部中留服对其学位证书

可做学历学位认证，学生可获外国高校的硕士学

位证书和中方高校的结业证书；博士段教育，学

生经过此阶段的学习，毕业后颁发国外高校的博

士学位证，教育部中留服会做学历学位认证。合

作办学满足了多样化、多层次的教育需求。合作

办学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积极助推“双一流”建

设，助力做强中国教育，推进高等教育对外开放，

树立中国教育良好的国际形象。 

    (二) 研究生访学 

    为加快研究生教育的国际化进程，我国高校

积极开展多层次、多渠道和多种形式的国际学术

交流与合作，培养具有国际学术视野的拔尖创新

型研究生。我国资助研究生出国访学[5]是 主要

的合作形式之一。 

    研究生访学是指具有一定学术背景、科研能

力或者工作经历的人前往国外大学进行专业的

短期进修和学习，旨在帮助访问学者获取新知

识、拓展新视野，从而在相关领域(学术领域或者

职业发展领域)取得新突破。在访学过程中，这些

访学者将进入国际名校的实验室或者参与业界

知名的科研项目，与走在科技前沿的顶尖科学家

交流、切磋学术，交流经验。现有的访学形式有

公派和个人自费等。访学是国内高校教师和学生

学习和交流的重要方式，访学时间一般为一年、

半年或者更短，不同项目对访学人员的专业能

力、时间规划和访学资金的要求是不同的。 

    三、我国材料学科的发展现状 

    材料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现

代社会，材料更是国民经济建设、国防建设和人

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解决国民经济建设和

国防安全建设方面的重大科技短板，特别是一系

列“卡脖子”的关键技术，迫切需要材料学科的

创新性研究型人才。 

    (一) 高精尖材料的研发能力有待提高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新材料产业也取得了长

足的进步，产业规模不断扩大，产业技术不断提

升，个别材料产业已处于国际领先地位，成了“中

国制造 2025”的重要支撑产业。但是，产业模仿

跟跑、原始创新能力不足、顶层设计不科学、关

键技术被人“卡脖子”等现象依然存在[6]。新材

料的研发能力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

在全球高尖端产业竞争和国家核心竞争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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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不足[7]。 

    (二) 高水平创新型人才缺乏 

    我国传统材料产业仍然面临人才分布不均

衡，人才选拔存在重学历轻能力、重学术成果数

量轻质量等现象，致使整个行业出现研发能力不

强、原创性动力不足、缺乏国际视野、社会服务

水平不高等问题[7]。新材料产业也存在对国际材

料产业通行规则、国际材料产业生态、世界政治

经济走向等的了解和掌握欠缺等问题。 

    四、中南大学材料学科研究生国际合作培养

的实践探索 

    新材料研发是世界性的。新材料研发领先的

国家聚集了全世界知名学者及产业界工程技术

专家，科研实力强、研究水平高。针对我国目前

在材料学科创新型人才培养的不足，为解决在高

精尖领域材料的“卡脖子”问题，拓宽我国材料

专业研究生的全球视野，促进国际合作模式下的

创新型人才培养，立足于中南大学材料学科的

“双一流”建设，展开了如下探索与实践。 

    (一) 国家留学基金委创新人才合作项目支

持下的人才培养 

    国家留学基金委支持各学科领域围绕国家

战略选派，重点资助应用基础研究、国家重大科

技项目、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

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等领域。重点支持留学

人员前往教育、科技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知名院

校、科研院所、实验室等机构。派遣在读硕博连

读、直博的研究生以及博士研究生前往境外相关

科研机构和高校进行学习研究，回国进行论文答

辩，取得国内学位。访学期限一般为 6—24 个月。

国际合作培养计划项目开辟了研究生合作培养

的新途径，在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和国际竞争力的

高层次创新人才、加强国际合作、把优秀的博士

生和科研成果推向世界、展示我国国际影响力等

诸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国家留学基金委创新人才合作项目的支

持下，立足于国家重大需求、学科前沿，以创新

科研项目合作带动创新人才培养展开了探索与

实践。以联合培养、攻读学位、访问研究等多种

灵活方式组建科研团队或整体派出。从单边派遣

到互访建立起“边探索边运行”“以成效促规模”

等灵活有效的人才培养机制。主要采用两种创新

合作模式： 

    (1) 合作研究小组模式。访学的教师前往国

外与受访教授或研究员就研究项目开展充分的

研讨和论证，确定访问期间的研究内容和详细方

案。然后挑选己方课题组研究水平和英语能力强

的青年教师、研究生与博士后，组织成 2-4 人的

研究小组前往国外合作单位，在拟定的研究方向

和研究领域开展合作研究。 

    (2) 研究生联合培养模式。我方指导教师与

对方教授组成联合指导小组，挑选优秀研究生新

生(硕士一年级或博士一年级)，共同讨论并确定

论文选题，以在国外合作单位和中南大学开展合

作研究的形式成学位论文。对方参与指导的教授

或研究员受聘为中南大学材料学科的兼职导师，

并受邀参加研究生的毕业论文答辩。 

    通过上述合作模式，中南大学材料学科和国

外合作单位有望提升双方的科研水平，形成长期

密切的科研合作关系，培养高质量的研究型人

才。项目的开展也有助于提升中南大学材料学科

师生的国际视野和科研水平，为“双一流”建设

提供高质量的科研成果和创新型人才。 

    (二) 中南大学研究生出国留学资助 

中南大学为在读研究生赴国(境)外学习提供

资助项目。依托现有的合作基础，中南大学与国

外合作单位在进一步探索建立双边研究生联合

培养机制、科研合作、设置粉末冶金国际课程的

基础上，该资助项目将进一步推进双边校际联合

办学，加强双方在粉末冶金领域研究的合作，推

动建立双硕士、双博士学位为主的培养模式。双

硕士为“1+2”或“2+1”模式(分别在我方学习

研究 1 或 2 年，在对方学习研究 2 或 1 年)，双博

士为“1+3”“2+2”等模式。结合粉末冶金研究

院开设的国际师资班课程，实现双边学分和课程

互认，为研究生提供更灵活的培养方案，为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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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提供保障。 

中南大学的研究生通过国家重点资助、联合

培养、访学等多种形式，在粉末冶金钛合金、金

属增材制造技术、储氢合金材料及梯度结构硬质

合金四个科研领域和国外科研机构开展合作研

究，目前已获得显著的阶段性成果。 

    (三) 国际化课程的开设 

    为切实提高中南大学粉末冶金专业的研究

生教育水平，中南大学粉末冶金研究院设立国际

博士生/研究生班。国际班开设了全英文授课课程

10 余门，其中包括学科基础课程“粉末冶金基础

与新技术”。中南大学粉末冶金研究院与国际合

作院校共同邀请国际上享有声誉的材料学教授

访问中南大学并与校内教师共同讲授该门课程。

该课程大纲覆盖粉末制备、压制、致密化等基础

理论和粉末冶金新材料中的共性问题以及粉末

冶金新技术 新发展等内容，为研究生提供以课

堂教学、学术报告、学术讨论等形式的全英文教

学。国际合作教学新模式采用的重点是立足科技

前沿，吸收国外粉末冶金课程的先进教学方法和

思想理念，旨在为提升研究生的学科理论水平和

科研能力打下坚实基础。 

    (四) 外国专家前来访学 

    在深入参与国际合作的前提下，可邀请外国

专家前来讲学、做报告和参与研究生培养、指导

与答辩等以加强创新型人才的合作培养和教育

探索。对于有国外导师指导的学生，国内导师、

外国导师将与研究生一起共同制定联合培养方

案，双方共同指导研究生完成学位论文的研究工

作。研究生的理论学习、基础实验和部分课题研

究可在国内实验室完成，对课题中的难点和国内

无法测试的数据则可利用国外先进的技术和设

备来完成。国外导师指导学生对所选定的课题相

关的前沿研究进行文献检索、查阅、分析和综述，

明确该研究方向的国内外发展趋势和科学意义，

确定研究课题的科研思路和解决问题的基本方

法；通过课题组内定期的学术交流，为学生创造

良好的学术氛围，鼓励学生团结协作、积极进取，

激发学生的探索热情和创新精神。经过此过程的

学习与研究，研究生可以提高自身独立分析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并借助国外先进的科研条件，高

质量地完成自己的学位论文。 

    中南大学粉末冶金研究院通过国际合作开

展材料学科研究生创新型人才的培养实践与探

索，致力于在低成本钛合金、金属增材制造技术、

储氢合金材料、梯度结构硬质合金等研究领域取

得国际一流研究成果，以满足我国医疗、新能源、

矿产开采等行业对高性能材料和创新型研发人

才的需求。在材料学科，特别是粉末冶金新材料

领域，增强了中南大学的创新人才培养的实力，

拓展了师生的国际视野，提升材料学科的国际学

术影响力，为中南大学材料学科“双一流”建设

提供支撑。另外以科研任务为导向，围绕合作双

方已有的科研基础，中南大学材料学科设置了若

干新的研究领域，也取得了一些新成果。 

    五、结语 

    国际合作着力增强研究生实践能力、创新能

力，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更坚实的人

才支撑。中南大学粉末冶金研究院在探索中外合

作研究生培养的实践中，启动了科研项目合作，

开展双边互访、联合办学、国际化课程设置等多

种模式，取得了一定成效。国际科研合作和人员

互访加深了国际合作双边的了解；联合办学和国

际化课程增进了研究生的前沿专业理论知识、提

高了其科研创新能力和开拓了其国际视野。国际

合作培养创新人才模式的探索和实践将有力地

促进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专业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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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novative talents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national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and 

serving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and society. Graduate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has important goals of 

educating high-level talents and promoting scientific innova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a mode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cooperation by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research cooperation, opening international 

courses, inviting foreign visiting scholars,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graduate 

students. The Powder Metallurgy Research Institute has made outstanding achievements, aiming at 

cultivating innovative talents in School of Material Science and through 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activ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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