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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规模迅速扩大的背景下,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升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产业教授作为一

项优化研究生培养的创新举措,与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具有更高的耦合度,二者融合作用的人才培养模式呈

现出双重螺旋动态演化的组织特点:宏观上政府、高校、企业形成资源的横向循环,微观上产业发展、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达到效益的纵向优化.这一创新模式对于提升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促进社会科技创新、

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具有重要价值.实施这一模式的关键在于“产、学、研”协同创新系统的多维度柔性

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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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是研究生教育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是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的主要途

径.积极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是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的必然要求,也是研究生教

育服务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1].适

应国家的战略需要,近年来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迅

速发展,２００９—２０１５年,招生比例从１０．７５％直线

上升至４３．９２％,绝对招生数量增长了５倍多(表

１).在规模急剧扩张的形势下,建立适应经济社会

发展的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创新模式,持续提升专

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质量成为亟需研究和解决的命

题.始于２０１０年的产业教授政策,是江苏省推动的

一项产学联合以促进科技研发与人才培养的创新举

措,几年来先后选聘了四批近千名优秀的产业教授

到高校任职,推动了一系列研发载体的建设与科技

合作的开展,在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方面也取得了

显著成效.以产业教授与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耦

合为基础,实现二者螺旋动态演化的深层次融合,进
一步发挥创新机制对新型人才培养的驱动力以实现

更大的溢出效应,对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

升具有持续推动作用.

二、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与

产业教授的耦合性分析

(一)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特点

作为研究生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之一,国家有

关部门先后出台多个纲领性文件,为专业学位研究

生培养构建了具有时代性、发展性的“顶层设计”.
与此同时,学术界也对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进行



了一些理论思考与实践探索.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

主要有以下特点:
(１)培养目标“职业化”.２０１０年９月１８日,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下发«关于印发‹硕士、博士专业学

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总体方案›‹硕士、博士专业学位

设置与授权审核办法›的通知».其中,«方案»指出:

“专业学位(professionaldegree),是随着现代科技

与社会的快速发展,针对社会特定职业领域的需要,
培养具有较强的专业能力和职业素养而设置的

一种学位类型”.因此,专业学位研究生是应社会需

求而生、因职业需要而设的时代产物,具有明确的

“职业化”培养目标.
表１　２００９—２０１５研究生招生数据

年份
博士生 硕士生

总规模 学术学位 专业学位 总规模 学术学位 专业学位

２０１５ ７３１００ ７１６１１ １４８９ ５７４３００ ３２２０２８ ２５２２７２

２０１４ ７１０２０ ６９３０５ １７１５ ５６００００ ３２２７６３ ２３７２３７

２０１３ ６９０００ ６７１９５ １８０５ ５３９０００ ３２１６５０ ２１７３５０

２０１２ ６７２１６ ６５４６８ １７４８ ５１７２００ ３２９７０９ １８７４９１

２０１１ ６５２６３ ４９５２１９ ３４６４９５ １４８７２４

２０１０ ６２０００ ４７２０００ ３６１９９０ １１００１０

２００９ ６００００ ４６５０００ ４１５０００ ５００００

　　(２)培养定位“应用型”.经过十多年高等教育大

众化发展,研究生教育不仅实现了规模的跨越性增

长,也逐步进行着培养定位的结构性转变.«方案»提
出:“到２０１５年实现硕士研究生教育从以培养学

术型人才为主向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的战略性转

变”“到２０２０年,实现我国研究生教育从以培养学术

型人才为主转变为学术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培养并

重,专业学位教育体系基本完善”.在“中国制造

２０２５”战略背景下,培养一大批专门服务于产业升级

需求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已是大势所趋.
(３)培养模式“实践性”.硕士研究生的培养通

常指向更为细分的专业理论研究,而专业学位研究

生更侧重于实践性的学习研究.以江苏大学２０１５
版«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培养方案»为例:专业学位

硕士研究生在校期间必须进行不少于６个月(应届

本科毕业生不少于一年)的企业(行业)技术(技能)
实践.而学术型硕士研究生的实践要求仅为１个

月.对此,相关学者的研究指出:专业学位硕士研究

生的培养模式具有工程实践性[2].
(４)培养过程“协作性”.因其职业化、应用型、

实践性特点,专业学位研究生的理论学习、实践环

节、科学研究都离不开高校与社会的合作,“协作”贯
穿于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全程.有研究指出:“在
实践教学场所的建设中要积极贯彻‘校企合作’的原

则,在与企业深度合作的基础上,充分整合校企双方

的实践教学资源”[3].
(二)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与产业教授的耦合性

分析

产业教授制度是研究生培养的一项创新举措,
多元融合性身份、多点协同性职能、多维创新性导

向、多方兼顾性目标是产业教授与生俱来的特征.
将产业教授的特征和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特点进

行象限融合分析,发现二者存在显著的内在关联与

作用(具体见图１).产业教授与专业学位研究生培

养围绕人才培养、社会创新、资源优化、校企合作等

方面形成了高度的耦合(见图２).
(１)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相较于传统的“兼职教

授”或“企业导师”,产业教授是“企业家、科技专家、
生产管理者、人才培养者”等多元身份有机融合的

“复合型导师”.产业教授作为人才需求端和培养端

的统一,非常有利于提升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质

量,这一优势是传统的导师无法比拟的.

图１　产业教授的特征与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特点的象限融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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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推动社会科技创新.科技创新是产业教授

的天然特征,也是专业学位研究生作为高层次应用

型人才的应然特点.产业教授“推动所在企业与高

校共建科技创新载体”,“推动所在企业承担高

校科研成果中试放大和产业化基地建设,积极转化

高科技创新成果”的功能和使命,有利于专业学位研

究生从产业的实际出发开展应用型、高转化性科研,
推动社会产业结构创新升级.

图２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与产业教授的耦合性分析

　　(３)优化资源共享配置.产业教授参与指导研

究生,为高校举办专题讲座,推动所在企业成为高校

教学和实习基地,创造条件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推
动所在企业与高校联合开展科研项目研究等协同性

功能有利于资源在企业、高校、学生多方的共享配

置,形成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协作化平台.譬如

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实践培养,产业教授不仅是实践

基地、指导教师的供给者,同时也是参与者和受益

者,实践环节转化为培养措施与就业路径统一的平

台,增加了资源的利用率.
(４)促进校企合作实践.«江苏产业教授选聘办

法(试行)»:“(为)更好地推进产学研合作,探索高校

与企业联合培养人才的新机制,决定选聘一批
产业教授.”相关的选聘文件也强调“进一步深化政

产学研合作”,“要充分发挥产业教授的桥梁作用,进
一步推进校企深度融合、多元协同”,“与高校共建合

作平台、共建研究生工作站”.从产生的动机到使命

的赋予,推动校企合作都是产业教授的核心要素.

三、产业教授模式的螺旋演化特征

(一)影响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因素

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有别于传统学术型研究

生所采取的培养模式.探讨影响其发展的因素主要

可以从内外两方面来看:一是内因,主要是高校长期

形成的教育思维和经验模式将影响新型人才培养.
二是外因,即国家(政府)在宏观社会层面作为人才

战略的发起者,制定的指导政策及给予的发展资源;
同时,因为社会整体的发展变化,产业在现实层面作

为人才的接受者和检验者,对新型人才培养所采取

的需求态势以及参与程度.
(１)国家研究生教育战略的调整.一是重心转

移,从规模扩张转向内涵质量提升;二是结构转变,
从学术型为主转向学术型与专业型并举;三是思路

转换,从培养“天之骄子”转向锻造“大国工匠”.国

务院出台的«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和
教育部等六部委发布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

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年)»,则首次提出了建立初级职业

教育、中级职业教育、高级职业教育(高职、本科)及
研究生职业教育(专业学位)四级五层的现代职业教

育体系.明确专业学位研究生作为职业教育体系最

顶层的定位的同时,也为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指

明了方向.
(２)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变化.人工智能的迅速

发展意味着大量流水线产业工人的失业,也预示着

大量高层次研究型从业者成为刚需.在世界范围内

向工业４．０迈进、中国制造２０２５战略出台的形势

下,具有一定研发能力的创新型、应用型、职业化人

才已经成为社会与时代亟需的智力支撑之一.
(３)高等学校研究生教育模式的改革.基础课

(公共课)＋专业课＋实验(文献)＋写(发)论文＝毕

业.这是传统型研究生最常见的轨迹,专业学位研

究生却行不通、没有用,改革培养模式乃是必然选

择.从课程体系的优化、授课方式的改进、实践环节

的强化到导师队伍的遴选,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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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更高、更新、更科学的要求,实际上是对传统

模式的一次挑战.
(二)产业教授模式的螺旋演化结构

把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产业教授模式视为一

个有机的组织结构,“基于三螺旋理论,培养模式表

现为政府、大学与企业组成的行政链、科学链和生产

链在机构上彼此独立,在空间上互有重叠.政府作

为契约关系的来源,是人才培养的发动与推动者;大
学是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的场所,是培养活

动各环节的直接参与者;企业作为生产场所,是人才

和知识成果的使用者,也是人才培养的参与者”[4].
借鉴演化理论可以进一步分析这一创新模式的动力

运行机制.基于政府、高校、企业三大主体,由于高

等教育战略调整的要求,会使得政府的相关资源向

高校倾斜,高校由于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要求,又会

对企业产生科研支撑及智力输出的动态变化,最终,
企业所得到的人才质量和科技创新是产业教授模式

的外部表征,反馈给政府后,又将进入下一个循环,
同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质量会不断提高.

作为创新组织,产业教授模式的动态螺旋结构

特征:纵向进化和横向循环.从纵向进化角度分析,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在国家与时代人才战略的要求

下,由政府、高校、企业三个核心要素,交织、重叠、混
合的共同作用,总是会朝着有利于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模式持续成长的方向发展,即创新人才培养模

式效率纵向提高.从横向循环角度分析,在专业学

位研究生培养的产业教授模式中,整个社会的政策

资源、人才资源、科技资源经历了“从外在环境向高

校汇集、从高校向产业沉淀、从产业向社会回馈”的
流通闭环,呈现横向循环特征.

(三)产业教授是动态螺旋演化方式的核心纽带

在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产业教授模式中,产
业教授既是政府、企业、高校联接的中心点,也是政

策、知识、人才等资源流动的交汇点;围绕产业教授,
政府、高校、企业三者以螺旋动态演化的模式形成互

联互动的协同创新体系,整个社会资源的使用效益

被最大化产出和利用,人才培养效益不断优化.
对高校来说,产业教授直接增加了研究生培养

的导师数量、增强了师资队伍的力量,带来了基于产

业需求的人才理念和培养方法,为研究生成长开辟

了更为宽广的空间;同时,由于在企业具有较多的话

语权,产业教授将为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实践教学提

供更丰富的资源,在参与指导的情况下为他们的科

研发明提供更可靠的转化机会;另外,产业教授最重

要的一个优势作用是,基于对所指导研究生的了解

与认可,极有可能为学生提供更为契合的就业机会.
对企业来说,产业教授将从高校引入大量科研

资源,包括了人员、项目、成果等多个方面.第一是

科研人才,高校将引导和鼓励本校科研人员到企业

创新创业,为产业教授所在企业员工技术培训、继续

教育等提供支持,推荐优秀毕业生到产业教授所在

企业工作.第二,高校将与产业教授所在企业共建

各类研发机构,与产业教授所在企业合作开展科研

项目攻关,并为其提供科研条件,推动高校与产业教

授所在企业联合申报国家和省级科研项目.第三,
优先向江苏产业教授所在企业转化先进科技成果.

总的来说,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
发展理念指导下,在一个相对稳定的资源供给条件

下,一定区域内的社会整体发展效益取决于组织体

系的运行效率.创新的制度和良好的运转使得整个

系统产生的熵尽可能少,同时溢出效应更明显.因

此,“产业教授制的建立,能够将企业与高校的优势

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的研究生培

养新体系,有利于知识转化和成果创新,有利于培养

区域经济或行业经济的适用性人才,尤其重要的是

产业教授制的建立能带动整个产业与高校的全面合

作”[5].

四、产业教授模式的完善与发展

虽然取得了非常显著的成效,但是,也有研究者

通过调查分析指出“江苏产业教授工作在推进过程

中存在着不足之处,其中制约产业教授机制实施最

关键的因素有三个:经费投入不足、高校与产业教授

联系不够紧密和科技信息的获取和交流困难;次关

键因素有:监督机制不完善、科研激励机制不健全和

科技管理部门支持少”[6].这些问题的根源,一方面

是新的模式从实践尝试到成熟有一个磨合期,有一

个逐渐达到理想效用的过程;另一方面是产业教授

处于整个螺旋演化系统的中间位置,影响着各个部

分的运行同时也被制约于很多因素.进一步完善和

发展这一人才培养模式的关键在于“产、学、研”协同

创新系统的多维度柔性融合,各方主要可以从以下

几个角度进行努力:
(一)加强产业教授与高校的匹配度

把合适的人放到合适的地方,这也是人才资源

配置的基本准则.虽然产业教授都是基于相同的标

准遴选出来的人选,具有诸多共性特点.但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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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岗位、年龄的差异使得他们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

准的万金油,对不同的高校或学科来说,可能所起的

作用也是天壤之别.以江苏大学为例,同样是来自

某个玻璃生产企业的高工,从事新材料研发和表面

除霜技术完全是截然不同的专业方向,假如都被聘

到材料学院去做产业教授,都加入从事石墨烯研究

的课题组,则肯定是截然不同的结局.研究表面技

术的工程师对石墨烯可能就是一个门外汉,谈什么

指导学生、合作项目呢?
(二)加强政策层面的支撑力量

江苏的产业教授制度,是省委组织部、人事厅、
科技厅、教育厅等多部门共同发文推动的一项政策,
规格很高,影响也大.但是,因为没有一个非常明确

的“婆婆”来牵头管理,产业教授的实际运行很大层

度上是教育厅的研究生处在具体实施.这样的话,
以一个职能部门的运筹能力去落实一项省部级的决

策,一些项目的开展、平台的建设、举措的创新都会

出现“小牛拉大车”的现象,一旦涉及经费投入、规章

限制、政策壁垒就会无能为力,最后很容易停滞不

前、不了了之.
(三)社会各界更加深刻的融入创新的时代潮流

各行各业,企业高校都在讲创新,但是在实践的

过程中往往大作表面文章,并不能深刻认识到创新

的价值并致力推进.创新作为时代的洪流,具有不

可阻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但是,问题在于,无论是

最需要创新支撑的企业,还是最应该产出创新的高

校,都在短期利益和局部利益的驱使下偏离了创新.
尽管创新具有长远的意义,但是在创新的过程中投

入与等待都是难免的,有时候甚至是一次“试错”.

因为失去了追求本质的动力和情怀,不愿进行“无用

的研发”和“无利润的投入”,产业教授作为高校和企

业“协同创新联络人”的身份被弱化甚至无视,其预

期能效自然也无从实现.
(四)建立健全关于科研成果转化及价值评估的

认定体系

产业教授所推动的产学科研合作,会经常性涉

及到发明专利、科研成果的横向转化及权利转让.
因为缺少健全的评估过程及认定体系,一方面转化

及利用的积极性不够、效率不高,另一方面科研工作

者以及产业教授本人的学术价值无法得到合理的体

现、知识的价值被商业体系忽视,最终导致了“倡导

创新却不尊重创新,需要科研却不投入科研”.这个

问题,既是科技创新型企业家也是导致高校科研人

才的效用不能最大限度发挥的重要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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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Underthebackgroundofrapidexpansion,theimprovementofthequalityofpostgraduateeducationhasbecomean
urgentchallenge．Asaninnovativemeasure,theintroductionofindustryprofessorisanewwaytoimprovethecultivationof
postgraduates．Themodehasabettercouplingdegreefortheprofessionaldegreepostgraduateeducation．Theroleofthe
integratedtalentcultivationshowsanorganizationcharacteristicofdoublespiraldynamicevolution．Atmacrolevel,the
resourcesofgovernments,universitiesandenterprisesform ahorizontalcirculation,andat microlevel,theindustrial
development,talentcultivation,andscientificresearchachieveaverticaloptimizationintermsofbenefit．Thisinnovativemode
isimportantforenhancingthecultivation quality ofprofessionaldegree postgraduates,improving socialand sciＧtech
innovation,andacceleratingthetransformationandupgradingofindustrialstructure．Thispaperconcludesthatthekeytothe
implementationofthismodeisamultiＧdimensional,flexibleandcollaborativeintegrationofinnovationsystemsofenterprises,
universitiesandresearchinstitutes．
Keywords:industryprofessor;professionaldegreepostgraduate;doublespiral;flexibleinteg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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