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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学研合作培养应用型人才途径探析

郭卫云

（河海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江苏南京 211100）

摘  要：分析了产学研合作培养人才现状和存在的主要问题，以河海大学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为例，介绍了目前

产学研合作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几种实践模式，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实际上， 产学研合作培养人才并没有固定

的模式，而是需要结合高校的专业优势和行业领域的特点，因时、因地，按实际的人才需求，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进

行产学研合作培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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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e into the Cultivation Mode of Applied Talents of Industry-University-
Research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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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1100)

Abstract: Production-study-research cooperation is an effective way to cultivate high-level talents. In analysis 

China research cooperation training talent status of based Shang, proposed Government, and College and 

Enterprise respective in research cooperation aspects exists of problems, to Hohai University professional 

degree graduate training for cases, introduced has currently research cooperation training high-level 

application type talent of several practice mode, including relies on cooperation project mode, and research 

joint training base construction and graduate workstation mode, for research cooperation in the of problem, 

proposed corresponding of countermeasures recomme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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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今，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仅依靠高

等学校自身是无法实现的。由于目前高等学校在

师资、实践基地、设备等方面都存在不足，只有

通过高等学校和企业的产学研合作，把高等学校

的理论优势和企业的实践优势结合起来，才能培

养出能够解决工程实践问题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所谓产学研合作是指生产单位、学校和研究

单位相互配合，发挥各自优势和协作优势， 按企

业或用人单位的要求培养企业和用人单位需要的

高层次技术人才 [1]。目前已经形成了多种各具特

色的产学研合作典型模式 [2]。按照主体的参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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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来划分，当前的产学研合作培养人才模式可分

为3种类型：以学校为主的人才培养模式、以企

业为主的人才培养模式、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

式等。产学研合作的模式日趋多样化，合作的层

次也在不断深入。但是，由于我国产学研合作方

面的政策尚不完善，长期以来产学研合作教育一

直作为高等学校采用的人才培养模式加以推广，

企业的参与度较低，使得现行的产学研合作培养

人才在实践发展中仍存在一些问题。本文在分析

我国产学研发展现状的基础上，针对目前产学研

合作培养人才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产学研合

作培养人才的对策建议以及未来的发展方向。

1 存在的问题  

2.1 政府尚无完善的政策支持

产学研合作培养科技创新人才必须依托企

业，但目前国家对企业参与人才培养工作尚无较

好的政策支持，企业接收高校学生参与人才培养

的积极性不高，使得高校人才培养在课程学习、

工程实践和学位论文的衔接方面存在一定的难

题，需要国家出台相关政策给予支持。

2.2 高校的局限性

高等学校是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核心部

门，但从产学研发展的现状来看，目前高校的作

用并不理想。

（1）人才培养方式相对封闭。目前，我国人

才培养模式存在比较严重的封闭性和滞后性。在

传统的培养模式下，产学研三方面的发展是脱节

的，高校、企业和科研院所各自为政，使得学生

的科技创新能力和工程实践能力相对薄弱。产学

研合作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要从根本上解决

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相脱节的问题。

（2）教师的工程素养不足，与基地导师沟通

不足。教师的工程素养是指教师对工程概念及应

用的基本认识和应具备的技能。目前，我国专业

学位教师队伍现状与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要

求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在产学研合作实际过程

中，由于校内导师和基地导师缺乏良好的沟通机

制，基地导师对高校学生的专业背景、研究方向

等情况缺乏深入的了解，对人才培养的各个环节

及要求不太熟悉，不利于保证产学研合作培养人

才的质量。

（3）工程实践环节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就目

前我国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现状来看，工程实

践环节仍未得到足够的重视，由于实践场所的缺

乏，学生缺乏深度参与工程实践的机会。这对应

用型人才的培养是十分不利的。

2.3 企业的被动地位

在产学研合作过程中，高校和科研机构的科

研成果都要通过企业应用与生产，在近几年的产

学研合作过程中，企业的主体地位虽逐步确立，

但依然存在一些问题。

（1）注重短期效益。企业参与产学研最直接

的外部动力就是在满足市场需求的基础上获得经

济效益。当市场对某产品有大量的需求，而企业

自身难以完成研究开发新技术的任务时，才会寻

求与高校合作，以获取经济效益。从这一点上来

看，企业过分注重经济效益，偏重于眼前利益。

（2）与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合作不紧密。企

业是科技成果转化的最佳场所，企业根据生产

需要提出科研项目，并在研发成功后引入生产

流程。但由于我国产学研发展起步较晚，再加上

体制改革尚未完善，使得企业与科研机构的地位

不相平衡。据中国科技统计网统计显示，我国

约80%的研究开发人员分布在高等学校和科研机

构，企业所占比重不足20%，科技创新仍以国家

投入为主，企业自身的研发能力薄弱。在这种情

况下，企业应从长远利益出发，与高校和科研院

所紧密协作，充分利用高校的科研优势，研发出

符合市场需求的新技术、新产品。

3 河海大学的实践模式

3.1 依托合作项目模式

依托具体的科研项目是培养科技创新人才的

有效途径，依托产学研的项目合作构建产学研项

目合作平台 [3]。这种模式主要以科研项目成果为

媒介，把大学与企业联合在一起，充分利用各方

优势，实现优势互补 [4]。河海大学依托水利土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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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等学科的优势，积极承担国家和地方的科研

项目，为产学研培养科技创新人才提供了丰富的

资源，保证了学校科研经费的增长，也促进了研

究生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数量的增长。2011年，

该专业研究生发表EI检索论文399篇，占全校EI
检索论文综述的34%，其中，学生为第一作者的

占91%，水工结构工程专业的研究生在中国水电

顾问集团科技基金项目的资助下，结合工程实

例，将熵理论运用到大坝安全评价研究，取得了

创新性研究成果，其学位论文《熵理论在大坝安

全评价中的应用研究》获江苏省2010年优秀硕士

学位论文。依托合作项目模式是对传统模式下相

对封闭的人才培养方式的有效改进。在这种模式

下，高等学校的人才培养与行业的需求结合得更

加紧密。

3.2 产学研联合培养基地模式

实验实训基地建设是对产学研合作在实践途

径上的一种探索 [5]。实验实训基地模式是高等学

校以行业的重点单位为依托建设起来的高层次应

用型科技创新人才培养平台。共建实验基地有利

于带动企业研发队伍的建设，提高合作各方的自

主创新能力 [6]。2004年初，在国家研究生教育创

新计划的支持下，河海大学与长江水利委员会、

黄河水利委员会达成共识，共同建设长江黄河研

究生培养基地。基地建设的主要做法是：学校与

联合培养单位鉴定协议，按照资源共享、优势互

补的原则共建人才培养基地；学校在基地共建单

位中遴选专家队伍中的精英作为基地导师，并根

据学校人才培养的基本要求对导师进行培训；学

校编制培养基地的人才培养指南，对导师的研究

课题、人才的选拔要求作出明确规定。在这种模

式下，严格的遴选标准使得导师队伍的工程素养

得以提高，学生在基地导师和学校导师的共同指

导下开展科研工作，工程实践也得到了落实。长

江研究生培养基地的研究生在基地导师的指导下

参与了长江流域水资源综合规划、长江水利水电

枢纽防洪专题研究、长江流域若干大型水电站建

设等重大项目的科研工作。饶光辉在做长江防洪

专题研究的过程中，探索并实践了一种蓄泄结合

的静态库容调洪新方法，并已撰写了科研论文。

3.3 依托企业人才工作站培养模式

共建工作站模式是产学研合作最高级、最紧

密、最富有成效的形式 [7]。河海大学依托学科优

势，积极服务于江苏支柱产业的发展，与地方新

兴产业紧密合作建设企业研究生工作站，并采取

一系列措施加强企业研究生工作站建设，取得了

初步成效。首先，各工作站成立管委会、项目团

队、督导组。管委会由企业项目负责人、学校管

理部门领导和导师组成，负责协调解决项目重大

问题。项目团队由学校研究生及其导师、企业导

师组成，负责工作站项目开发。督导组由学校教

育管理部门、学校研究生秘书组成，通过定期走

访企业人才工作站，了解项目进展情况和学生的

表现，以确保项目顺利进行。其次，加强工作站

的制度体系建设。如制定科研项目管理办法、技

术保密协议、高校学生实习管理办法等，力争建

成技术开发、创新人才培养的合作平台。其中常

州佳讯光电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研究生工作站示范

点建设效果较为显著，该站由河海大学于2010年

成功申报，先后有8名硕士研究生在站工作6~12
个月。其中董世志所承担的“百千瓦逆变器设计

的热仿真研究及应用”项目，结果及设计指导原

则、方法已应用于原有产品的结构改进、工艺变

更及后续新产品的开发上，为企业的产品研发提

供了基础的理论指导。在企业人才工作站模式

下，学校协助工作站依托企业制度制定管理制度

和鼓励政策，充分调动了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企业与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联系也

更加紧密。

4 对策建议

4.1 加大政策支持力度

各级政府应结合产业发展需求和区域行业特

点，出台相关政策法规，在税收政策、科研项目管

理政策等方面加大对产学研合作实践环节的支持力

度，并鼓励企业积极参与人才培养工作。为高层次

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搭建交流平台，保证人才培养的

实践环节得到落实，促进产学研的深度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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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高校发挥专业特色和优势，依托行业重点单

位，推进人才培养基地建设

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培养必须紧密依托行

业，与行业重点单位合作建立人才培养基地是保

证人才培养的实践环节顺利实施的关键。高校应

当以资源共享、合作共赢为原则，加强与行业重

点单位的沟通与协作，积极争取行业对学校培养

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支持，大力加强人才培养基

地建设。

4.3 构建产学研共同体，推动企业参与人才培养

企业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就必须把人才培养、职工培训作为企业生产、经

营的一项重要工作来做。在高层次人才的培养方

面，企业与高校共同合作可以更好地实现资源共

享、优势互补，保证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质量。

建立产学研共同体，高校与行业单位以协议的形

式明确双方的责任与权利，在保障高校利益的同

时，充分体现和保障行业单位的实际利益。并建

立有效的运行管理机制，规范产学研合作中各方

的行为，形成提高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的

合力。

5 结论及展望

本文在对产学研合作教育培养人才相关文献

分析的基础上，总结目前产学研合作在人才培养

方面的现状，指出政府、高等学校和企业在产学

研合作过程中存在的不足，结合河海大学在产学

研合作实践方面的创新模式，包括依托合作项目

模式、产学研联合培养基地建设和研究生工作站

模式等，今后产学研合作培养人才提出相应的对

策建议。实际上，产学研合作培养人才并没有固

定的模式，需要结合高校的专业优势和行业领域

的特点，因时、因地，按实际的人才需求，采取

灵活多样的方式进行产学研合作培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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