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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调查结果表明,目前研究生创新创业能力素质和学科交叉融合的现状不容乐观,研究生创新思维和

意识相对缺乏,跨学科交叉融合学习的意愿和行动、相关平台建设和促进机制都不能够适应“双创”型人才培

养的需要.研究生教育需要根据“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战略实施的需要,以“双创”型人才作为研究生培养的

目标导向,以学科交叉和跨界融合作为研究生创新创业素质培养的主要模式,将跨学科学习和“双创”素质能

力纳入研究生考核指标体系,建立招生制度、课程设置和导师团队等 “双创”型研究生协同培养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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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双创”)是我国立足现

代科技发展趋势并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一

项重大战略举措.创新智慧和创业激情都离不开人

的创造活力,“双创”战略实施的关键就是要培养一

大批具有创新能力和素质的人才.国务院有关文件

指出,要以创新创业人才培养为重点,不断提高高等

教育对稳增长促改革调结构惠民生的贡献度[１],研
究生教育作为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阵地,必须根据

“双创”战略的需要,积极探索面向“双创”型人才培

养的新模式.多学科交叉融合是创新的源泉,同时

也是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有效途径[２],当今世界,学
科前沿的重大突破和重大创新成果,大多是多学科

交叉、融合和汇聚的结果.近年来我国研究生教育

围绕着学科交叉开展了一些积极探索,但研究生教

育总体上仍然是以传统的“核心学科”为主,学科交

叉融合度低、学科之间壁垒重重[３].
学界针对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以及学科交叉问

题开展了大量研究.国外学者如 AdriannaKezar
SusanElrod等认为“跨学科教育能让研究生在不同

学科知识和方法的整合中受益并获得相关知识、技
能”[４].ZainS．M 等指出持续创新和３R创业是研

究生创业和可持续发展教育的机遇和空间[５].PR
Gutiérrez和SMSCañizares提倡要以研究生教学

创新促进创业创新的主体业务创新[６].国内学者如

曹苏群等提出要成立跨学科团队,组成多学科导师

组,着力培养研究生实现创新成果的能力,通过实训

项目和创业孵化辅导,提高研究生的创新创业能

力[７],高磊、赵文华借鉴美国开展学科交叉研究生培

养的经验,提出要建立学科交叉科研与人才培养实

体机构来培养人才[８],程仕平认为交叉学科领域研

究有利于培养研究生创造性的思维方式,可以改进



甚至产生科研创新方法,可以培养良好的创新品

格[９],熊勇清等认为目前研究生对跨学科知识分享

的观念认识不足且主观意愿不强烈、跨学科知识分

享的平台及相应制度措施相对缺乏[１０].
现有研究主要是分析了创新创业或学科交叉的

积极意义,针对“双创”型人才培养背景下学科交叉

融合培养机制问题的研究比较少见.本研究拟在调

查问卷的基础上,分析现阶段研究生创新创业能力

培养以及学科交叉培养面临的问题基础上,探索分

析面向研究生创新创业素质提升的学科交叉融合培

养渠道与机制,以期为促进研究生创新创业能力的

培养提供决策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设计

(一)学科交叉融合在“双创”型人才培养中的作

用机理

“双创”型人才的核心素质就是拥有丰富的科学

知识[１１]、深厚的文化底蕴[１２]、扎实的科学素养和活

跃的创新思维[１３].学科交叉融合实质就是不断产

生创新[１４],在“双创”型人才培养中发挥着重要作

用,其作用机理如图１.

图１　学科交叉在研究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中的作用机理

(１)丰富的科学知识来源于学科交叉的熏陶滋

养.当代科技表现出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的大趋

势,重大的科技、经济社会问题的研究和解决,要求

多学科的思维、观念、技术和方法协同合作 [１５].多

学科的知识的交融为孕育出创新性活动奠定知识基

础.学科交叉融合有利于创新人才知识结构的广度、
深度的掌握和拓展,有助于他们对深厚而扎实的基础

知识的掌握,对相邻学科及必要的横向学科知识的了

解,完备的知识结构更有助于综合思维能力和创新能

力的增强[１６].具有广阔的知识面,又掌握了高深知

识的科学家,往往能够产生独到的见解和新的思想.
有学者通过考察４６６位诺贝尔奖得主的知识背景发

现,绝大多数诺贝尔奖得主拥有广泛的兴趣爱好、良

好的哲学与人文修养、既博又专的科学知识结构[１７],
显而易见,知识背景交叉成为科学家打破习惯思维、
扩大创新思维广度、取得原创性成果的源泉.

(２)活跃的创新思维来源于学科交叉的碰撞激

发.开阔的学术视野是创新性思维品质形成的基

础,没有开阔的学术视野,创新性思维品质的形成

就没有根基.因此,开阔的学术视野及跨学科知识

是创新人才必须具备的基本素质[１８].学科交叉由

于融合了不同学科的内容、思路和方法,突破了单一

的思维模式框架,通过相关学科的理论、观点、技术

和方法的相互碰撞、吸收渗透、移植和重组融合,可
以突破本学科领域固有思维模式的框架,易于激发

灵感,使自己的思路变得发散,实现思维方式的创新

和突破,从而产生具有新思想的思维活动[１９].
(３)创新创业意识与实践来源于学科交叉的启

发引导.“双创”活动是对事物认识的深化、拓展和

升华,它总体上属于意识的能动范畴,这就决定了

“双创”活动离不开物质前提和实践基础[２０].创新

创业活动不是随心所欲的主观臆想和标新立异,而
是根源于实践.在解决复杂问题的过程中,通过多

学科、多技术和多方法的应用与实践,有助于培养综

合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从而指导创新创业者更好

地经营其企业[２１].
(二)学科交叉融合与创新创业能力的调查设计

基于学科交叉融合在研究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

过程中的作用机理,本研究拟对研究生创新创业能

力与素质以及学科交叉融合的现状水平开展调查.
调查问卷由“创新创业素质与能力”和“学科交叉与

跨界融合”等内容构成,问卷采用 Likert五分量表

法.首先随机抽取了３０名在读研究生进行预调查,
根据预调查情况修改完善形成正式问卷.共发放问

卷２５０份,实际回收有效问卷２０４份,有效回收率

９５．３３％,Cronbach＇sα内在一致性系数和两个因子

的一致性分别达到０．７９７和０．９１２,表明问卷信度较

高,采用SPSS１９．０进行统计分析.问卷结构及样

本构成情况如表１.

三、 现状调查与问题分析

(一)研究生创新创业能力与素质的现状及分析

创新思维与意识、多学科的综合知识以及创新

创业实践是研究生创新创业能力与素质的重要构成

部分,但从实际调查结果来看,总体情况不容乐观,

１４熊勇清,等:研究生创新创业素质与学科交叉培养模式



调查结果如表２.
表１　问卷结构及样本构成情况

(I)

样本

信息

学科(人数/占比) 人文社科(１０８/５２．９４％),理工科(９６/４７．０６％)

年级(人数/占比) 低年级(１５０/７３．５３％),高年级(５４/２６．４７％)

学位(人数/占比) 硕士生(１８１/８８．７３％),博士生(２３/１１．２７％)

(II)

问卷

结构

与相

应信

度

创新思维与方式(B１,信度０．６６７) B１１:从众定式;B１２:经验定式;B１３:权威定式;B１４:书本定式

创新理论与知识(B２,信度０．７９７)
B２１:曾系统学过一些跨学科的课程;B２２:学过一些跨学科课程的每

门考核成绩优秀;B２３:曾系统学过一些同一学科不同专业课程;

B２４:学过的同一学科不同专业的课程,每门考核成绩优秀

创新意愿与实践(B３,信度０．７７７)
B３１:研究生期间创新创业实践情况;B３２:研究生毕业后,优先选择

自主创业

学科交叉认识与意愿(C１,信度０．６０８) C１１:学科交叉教育对于培养创新创业能力很重要;C１２:本硕或者硕

博所学专业相关;C１３:愿意学习除本专业外其他学科交叉知识

学科交叉平台与渠道(C２,信度０．７９４)
C２１:目前的课程安排;C２２:学术沙龙(或其他学术论坛);C２３:单一

导师制培养方式;C２４:科研项目参与;C２５:交叉学科交流

学科交叉考核与激励(C３,信度０．８７４) C３１:奖学金激励;C３２:优先考虑硕博连读、公派出国;C３３:荣誉证

书,对今后工作有用;C３４:兴趣激励

表２　 研究生创新创业能力与素质现状的单因素方差分析

维度 统计量
B１ B２ B３

B１１ B１２ B１３ B１４ B２１ B２２ B２３ B２４ B３１ B３２

年级

低年级
均值 ３．８２ ４．０７ ３．９９ ３．８７ ３．３９ ３．０７ ３．６ ３．２９ ３．１２ ３．０２

标准差 ０．７６９ ０．７０２ ０．７３７ ０．６１６ １．１４６ １．１８８ １．０１ １．０８９ １．０９９ １．１０８

高年级
均值 ３．７８ ４．２４ ４．０４ ３．６３ ３．７ ３．４４ ３．９３ ３．７６ ３．３７ ３．２

标准差 ０．９４５ ０．６４２ ０．７７６ ０．８９６ １．０５７ １．１７６ ０．９６８ １．０８ １．２３３ １．２５

F检验值 １．４０８ ０．５２９ ０．０７４ １７．４２５∗∗ １．９８９ ０．０２１∗ ２．４７９ ０．６８９ ３．０８５∗ ２．７７７∗

学科

人文

社科

均值 ３．７４ ４．０８ ４．０１ ３．６８ ３．５ ３．２２ ３．８２ ３．５３ ３．１ ２．８９

标准差 ０．８５８ ０．７１２ ０．７４３ ０．７４７ １．１８８ １．２４８ １．０１２ １．１３９ １．２３ １．１８７

理工科
均值 ３．８９ ４．１５ ４ ３．９６ ３．４４ ３．１１ ３．５３ ３．２８ ３．２８ ３．２７

标准差 ０．７６６ ０．６６５ ０．７５４ ０．６３１ １．０６４ １．１３２ ０．９８４ １．０５３ １．０２３ １．０７１

F检验 ０．７６６ ０．６４８∗ ０．１８４ １０．１５０∗∗ １．０４９∗ ３．２７７ ∗∗ ０．８４６ ０．２５ ６．４０４∗∗ ０．５２５

学位

硕士
均值 ３．８６ ４．１１ ４．０１ ３．８２ ３．４４ ３．１５ ３．６５ ３．３８ ３．２３ ３．０９

标准差 ０．７２９ ０．６９ ０．７３４ ０．６９３ １．１５１ １．２１ １．０３１ １．１１２ １．１２ １．１５１

博士
均值 ３．３９ ４．１３ ４ ３．７ ３．７４ ３．３ ４ ３．７ ２．８７ ２．９１

标准差 １．２７ ０．６９４ ０．８５３ ０．８２２ ０．９１５ １．０６３ ０．７３９ １．０２ １．２５４ １．１２５

F检验 ２１．１７７∗∗ ０．０２６∗ ０．４８７ ０．５４６ ３．８９２∗∗ ０．５２３ １０．７１７∗∗ １．０９５ ０．６６４ ０．１９４

　　注:∗ 表示显著性水平P＜０．０５,∗∗ 表示显著性水平P＜０．０１,其他表格不一一说明.

　　(１)研究生创新思维和意识不容乐观,表现出比

较明显的“经验定式”和“权威定式”,其中高年级、理
工科和博士研究生表现更为明显.创新思维就是要

以新颖独创的方法解决问题,以超常规甚至反常规

的视角去思考问题并提出与众不同的解决方案,从
而创造新颖独到并有社会意义的思维成果.创新思

２４ 熊勇清,等:研究生创新创业素质与学科交叉培养模式



维是研究生创新创业能力与素质的重要构成部分,
“双创”型研究生需要具备广博的跨学科知识、独特

而新颖的创新思维能力.然而调查结果显示,相当

多的研究生在研究过程中会优先选择“其他人采取

过的成熟方案(B１１)”(占７９．９６％,均值３．８０９)、“导
师或其他权威人物提出的方案(B１２)”(占７２．０６％,
均值３．８０９)、“自己过去用过的成功方案(B１３)”(占

８７．７５％,均值４．１１３),或者“书本或其他资料提出的

方案(B１４)”(占８３．３３％,均值４．００５),表明研究生总

体上依赖于经验、权威、书本,缺乏创新思维和意识.
其中高年级(低年级和高年级的比较均值分别为４．
０７、４．２４)、理工科(人文社科和理工科的比较均值分

别为４．０８、４．１５)和博士(硕士和博士的均值分别为:

４．１１、４．１３)研究生在思维定式方面表现相对更明

显,难以适应创新创业的需要.
(２)研究生多学科融合知识的学习比较缺乏,相

当一批研究生的知识学习仍囿于同一学科甚至是同

一专业领域,其中高年级、理工科和博士研究生表现

更为明显.当今世界,学科前沿的重大突破和重大

创新成果,大多是多学科交叉、融合和汇聚的结果,
重大的科技、经济社会问题的研究和解决,要求多

学科的思维、观念、技术和方法协同合作 [２２],多学

科知识背景的交融是创新性活动的知识基础,也是

取得原创性成果的源泉.然而调查结果显示,仅有

５９．３１％的研究生“曾经系统学习过一些跨学科课程

(B２１)”(均值３．２５),并且７３．０４％的研究生优先选

择“属于同一学科,但属于不同专业的课程(B２３)”
(均值３．６９),即便是曾经系统学习过跨学科课程的

研究生,跨学科知识掌握程度并不理想(占５３．３３％,
均值３．６３).表明研究生的知识学习总体上仍囿于

同一学科甚至是同一专业领域,缺乏创新创业所需

要的多学科知识背景,其中高年级(低年级和高年级

的比较均值分别为３．０７、３．４４)、人文社科(人文社科

和理工科的比较均值分别为３．５、３．４４)、博士(硕士

和博士的均值分别为:３．４４、３．７４)研究生表现更为

突出.
(３)研究生创新创业实践活动参与程度不高,创

新创业的主观意愿不够强烈,其中低年级、人文社科

以及博士研究生表现更为明显.创新创业不是随心

所欲的主观臆想和标新立异,而是根源于实践的多

学科、多技术和多方法的应用与实践过程.然而调

查结果显示,研究生在校期间“参加创新创业实践活

动(B３１)”相对较少(占４７．５５％,均值３．１８６),同时

创新创业主观意愿不强烈,仅有４１．６７％的研究生毕

业后会优先选择“自己去创业,或在从事稳定的工作

的同时寻找创业的机会(B３２)”(均值３．０６９),表明

研究生在校期间参与创业实践相对较少并且毕业后

的创业意愿不高.其中,理工科(理工科和人文社科

的均值分别为３．２８、３．１)、高年级(低年级和高年级

均值分别为３．１２、３．３７)研究生的创业实践参与度较

高.且高年级(低年级和高年级的均值分别为３．０２、

３．２)、理工科(人文社科和理工科的均值分别为２．
８９、３．２７)和硕士(硕士和博士的均值分别为３．０９、２．
９１)研究生毕业后更倾向于选择创业.我国近年来

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促进高校创新创业教

育,但从调查结果来看,多数研究生对于创新创业仍

然停留在观望阶段,并无实质的创新创业行为.
(二)研究生跨学科培养与学习的现状及分析

学科交叉融合是重大创新的突破点和“双创”型
人才培养的有效途径 [２],也是发达国家创新型人才

培养的主要模式.我国研究生教育必须根据“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的需要,积极探索建立跨学科融合

培养模式,以促进“双创”型人才的培养.但从实际

调查结果来看,虽然研究生对于学科交叉融合培养

的认知度较高,然而无论是研究生跨专业攻读学位

的情况,还是研究生课程设置、学术活动、导师制等

方面都难以满足“双创”型研究生培养的需要.研究

生跨学科培养与学习的现状调查结果如表３.
(１)研究生对于学科交叉融合在创新创业能力

培养中作用的认知度较高,学科交叉学习主观意愿

也较高,其中高年级、理工科以及博士研究生相对更

高.创新人才的养成必须来源于知识结构的创新和

复合,而跨学科、复合型的创新人才必须通过交叉学

科或跨学科来培养[１８],要实现研究生创新创业素质

和能力的提高,就必须提高研究生对于学科交叉培

养其创新能力的认知度和主观学习意愿.从调查结

果来看,研究生普遍认为“学科交叉教育对于培养创

新创业能力很重要(C１１)”(占８８．７３％,均值４．２８４),
在学科交叉意愿方面,大多数研究生“愿意学习除本

专业外其他交叉的学科的知识(C１３)”(占８４．３１％,
均值４．０９８),表明研究生对于学科交叉融合培养创

新创业能力的作用具有较高的认同感,并且具有较

高的学科交叉学习意愿.其中,高年级(低年级和高

年级的均值分别为４．２７、４．３１)、理工科(人文社科和

理工科的均值分别为４．２８、４．２９)和硕士(硕士和博

士的均值分别为４．３、４．１７)研究生对于学科交叉培

３４熊勇清,等:研究生创新创业素质与学科交叉培养模式



养其创新能力的认知度相对更高,学习意愿相对更

强烈.意识指导行为,意愿促进行动,研究生多学科

交叉对创新创业的意愿强烈,有利于推进学科交叉

教育的进行.
表３　研究生跨学科培养与学习的现状调查结果

维度 统计量
C１ C２ C３

C１１ C１２ C１３ C２１ C２２ C２３ C２４ C２５ C３１ C３２ C３３ C３４ C３５

低年级
均值 ４．２７ ３．８６ ４．１１ ３．３５ ３．３９ ３．０４ ３．３１ ２．９９ ３．７６ ３．８９ ４．０１ ４．０１ ３．９７

标准差 ０．６９４ １．１７ ０．７７ ０．９９８ ０．８７３ ０．９５５ ０．８７４ １ ０．９８８ ０．８１５ ０．８４３ ０．７８６ ０．８３９

高年级
均值 ４．３１ ３．７６ ４．０７ ３．２８ ３．２８ ３．０２ ３．３７ ２．９６ ３．７４ ３．８９ ３．７８ ３．８９ ３．９８

标准差 ０．６６８ １．２４３ ０．８８７ １．２３５ １．１２３ １．０７３ １．０３３ １．１１５ ０．９７５ ０．９２５ ０．９６５ ０．８８３ ０．８７９

F检验 ０．００２∗ １．１２２ ０．５９９∗ ０．２ ０．５２７∗ ０．０１９ ０．１９１ ０．０３４ ０ ０．８４２ ２．３４８ １．０９３∗ ０．０１

人文

社科

均值 ４．２８ ３．７５ ４．１３ ３．１５ ３．３３ ３．０２ ３．２５ ２．８８ ３．７８ ３．８１ ３．９６ ４．０８ ３．９４

标准差 ０．７２１ １．３１９ ０．７９８ １．１２６ １．００５ ０．９７６ ０．９４８ １．０３９ ０．９３１ ０．８９８ ０．８８５ ０．７５ ０．９６５

理工科
均值 ４．２９ ３．９３ ４．０６ ３．５４ ３．３９ ３．０５ ３．４１ ３．１ ３．７３ ３．９７ ３．９４ ３．８６ ４

标准差 ０．６４８ １．０１８ ０．８０５ ０．９５１ ０．８７５ ０．９９９ ０．８７８ １．０１ １．０４１ ０．７７４ ０．８８ ０．８６６ ０．６９６

F检验 １．８９２∗１０．７３６∗∗ ０．１７７７．１７９∗∗ ０．１５４ ０．０５９ １．４８ ２．４３７∗ １．０７９ ４．３４５∗ ０．１４７１．３００∗∗ ８．７４８

硕士

在读

均值 ４．３ ３．８８ ４．１ ３．３７ ３．３４ ３．０６ ３．３３ ３．０３ ３．７７ ３．９１ ３．９６ ４ ３．９７

标准差 ０．６６６ １．１７２ ０．７９９ １．０６５ ０．９６７ ０．９９８ ０．９３７ １．０４ ０．９８２ ０．８４１ ０．８９ ０．８１ ０．８４６

博士

在读

均值 ４．１７ ３．４８ ４．０４ ３．０４ ３．５２ ２．８７ ３．２６ ２．６５ ３．６１ ３．７４ ３．８７ ３．８３ ３．９６

标准差 ０．８３４ １．２７５ ０．８２５ １．０２２ ０．７３ ０．８６９ ０．７５２ ０．８８５ ０．９８８ ０．８６４ ０．８１５ ０．８３４ ０．８７８

F检验 ０．８４∗ １．５２７ ０．０２２ １．９３７ ０．７８１ ０．７２５ ０．１２１２．７４０∗∗ ０．１２４ ０．８０６∗ ０．２５６∗ ０．３９７∗ ０．０７１

　　(２)研究生跨专业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的比

例较低,其中低年级、理工科和硕士研究生的比例相

对更低.跨专业研究生由于已经具备一个甚至两个

专业的基础知识和理论,因此会比同一专业的研究

生在知识量上更丰富,在知识面上更宽广[２３],他们

可能形成因专业交叉而产生独具特色的研究方法和

思维方式,因此跨专业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是学

科交叉融合的一种重要方式,应该成为创新创业人

才培养的重要方向.然而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研

究生“硕博与本硕阶段所攻读的专业方向基本相同

或相关(C１２)”(占７５．９８％,均值３．８３３),表明研究

生跨专业攻读学位的比例非常低.其中低年级(低
年级和高年级的均值分别为３．８６、３．７６)、理工科(人
文社科和理工科的均值分别为３．７５、３．９３)和硕士

(硕士和博士的均值分别为３．８８、３．４８)研究生更倾

向于攻读与前一阶段专业方向相同或相关的学科.
活跃的创新思维来源于学科交叉的碰撞激发,跨专

业攻读研究生学位有利于突破原来单一专业的研究

模式,从而产生具有新思想的思维活动,我国研究生

跨专业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的比例较低,这在一

定程度上制约了创新创业人才的成长.

(３)研究生课程设置、学术交流、导师指导模式

等学科交叉融合平台建设难以满足学科交叉融合和

“双创”型人才培养的需要,尤其以低年级、理工科和

硕士研究生表现更为明显.完善的机制与良好的实

践平台是促进学科交叉融合和“双创”型人才培养顺

利实施的关键,课程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基本载

体[２６],设立创新创业课程是实现“双创”型人才培养

的基本要求.此外,学术交流、导师指导模式对于学

科交叉融合和“双创”型人才培养都有着重要影响.
然而调查结果显示,目前的“课程安排(C２１)”(占

４７．５５％,均值３．３３３)、“学术沙龙(或其他学术论坛)
(C２２)”(占４９．０２％,均值３．３５７)、“单一导师制模式

(C２３)”(占 ６５．２％,均值 ３．０３)、“参 与 科 研 项 目

(C２４)”(占５１．９７％,均值３．３２)、“与其他学科交流

机会 (C２５)”(占６１．７７％,均值２．９９)等方面都难以

满足学科交叉融合和“双创”型人才培养的需要.其

中,低年级(低年级和高年级的均值分别为３．３９、３．
２８)、理工科(人文社科和理工科的均值分别为３．１５、
３．５４)和硕士(硕士和博士的均值分别为３．０３、２．６５)
研究生在学科交叉融合平台建设的需求更为迫切.

(４)研究生学科交叉融合培养的促进与评价机

４４ 熊勇清,等:研究生创新创业素质与学科交叉培养模式



制不够健全,其中低年级、人文社科和硕士研究生在

这一方面的体会更为深刻.学科交叉与融合并非完

全自发实现的过程,有效的促进与评价机制对于学

科交叉融合具有重要的引导和调节作用[２４].虽然

我国高校近年来在学科交叉融合实施机制方面做了

大量的尝试,但是学科交叉融合实质推进困难重

重,存在许多亟待克服的障碍.调查结果显示,促进

机制没有与研究生的核心利益挂钩.如:“学科交叉

学习没有与奖学金挂钩”(占６９．６１％,均值３．７５５)、
“学习交叉学科不能冲抵其他学分”(占７６．９６％,均
值３．８８７),“学习交叉学科不能获得硕博连读、公派

出国机会”(占７６．４７％均值３．９５)等不够健全,评价

机制如:“学习交叉学科不能够获得荣誉证书”(占
７８．９２％,均值３．９８１)等不够完善.其中,低年级(低
年级和高年级的均值分别为４．０１、３．８９)、人文社科

(人文社科和理工科的均值分别为４．０８、３．８６)和硕

士(硕士和博士的均值分别为４．００、３．８５)研究生在

这一方面体会更加深刻,表明目前学科交叉融合培

养的促进与评价机制不够健全.

四、 主要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优化研究生培养目标,以“双创”型人才作

为研究生培养的目标导向.
“双创”型人才不是“创新”型人才与“创业”型人

才的简单叠加,而是在传统“创新”型人才和“创业”
型人才基础上的人才培养规格升级.“双创”型研究

生需要具有广博的跨学科知识、独特而新颖的创新

思维能力和强烈的创新创业意识,我国研究生创新

思维和意识相对缺乏,表现出比较明显的“经验定

式”和“权威定式”,其中高年级、理工科和博士研究

生表现更为明显.研究生跨学科综合知识的学习也

不容乐观,相当一批研究生的知识学习仍囿于同一

学科甚至是同一专业领域,其中高年级、理工科和博

士研究生表现更为明显.研究生创新创业实践活动

参与程度不高,创新创业的主观意愿不够强烈,其中

低年级、人文社科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表现更为明

显.“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的

重大战略决策,高校研究生教育是创新创业人才培

养的重要阵地,培养融“创新”与“创业”为一体的“双
创型”研究生人才是新常态下研究生培养的重要

方向.
(二)优化研究生培养模式,以学科交叉和跨界

融合作为“双创”型研究生培养的主要模式.

“双创”型人才不仅需要具备“创新”的素质与能

力,同时需要具备创业的实践能力(创新的行动化),
近年来,我国高校围绕着“创新”或“创业”型人才的

培养开展了一些积极的探索,但是总体上是在传统

培养模式基础上的局部修正和补充,人才培养模式

仍没有得到根本性转变.国外一流大学的办学经验

证明,学科交叉与跨界融合是“双创”型人才培养的

关键之举.积极探索跨学科交叉培养的新机制并构

建跨界融合人才培养的新模式,这是高校落实“大众

创业、万众创新”国家战略和促进“双创”型人才培养

的重要手段,也是我国研究生培养教育模式的改革

方向.
(三)优化研究生培养的考核机制,将跨学科学

习和“双创”素质能力纳入研究生考核指标体系.
虽然我国高校近年来在学科交叉和“双创”素质

能力培养方面做了大量的尝试,但是目前学科交叉

和“双创”素质能力并没有与奖学金评定、公派出国

等研究生核心利益挂钩,传统单一价值评判模式的

考核制度和考核方法依然在研究生考核体系中保持

着轨道惯性.高校应进一步强化“双创”型人才培养

的目标导向,引导研究生跨学科学习,在综合测评考

核体系中应补充和完善“学科交叉”和“双创”因素,
强化考核机制在“学科交叉”和“双创”素质能力培养

中的“指挥棒”作用.
(四)优化研究生培养的平台,建立招生制度、课

程设置和导师团队等“双创”型研究生协同培养

平台.
目前高校研究生课程设置、学术交流、导师指导

模式等平台难以满足学科交叉融合和“双创”型人才

培养的需要,高校应根据“双创”型研究生的需要建

立多方协同促进的平台,一是改革招生制度,鼓励跨

学科门类报考,招收一定比例的跨专业硕士或者博

士研究生,从源头促进学科交叉发展;二是建立跨学

科、多领域导师共同组成的导师团队,实行由多专

业、多领域专家组成的联合培养指导制度;三是汇聚

创新创业教育资源,建设一批具有引领示范作用的

“双创”型研究生教育资源,实现研究生教育、创业实

践与创新网络的融合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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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outcomesofthesurveyshowthatthecurrentinnovationandstartupabilityofpostgraduatesandthestatusquo
oftheinterdisciplinaryeducationarefarfromoptimistic,postgraduateslackinnovativethinkingandinnovationconsciousness．
Theenthusiasmandinitiativeofthestudentsforinterdisciplinarystudy,theconstructionofrelevantplatformsandpromotion
mechanismcannotmeettheneedfortrainingpostgraduatesformassentrepreneurshipandinnovation．Therefore,thispaper
proposestoimprovepostgraduateeducationinaccordancewiththepracticalneedforimplementingthestrategyofma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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