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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类培养是研究生教育改革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

亟待解决的问题。运用 SWOT 综合分析工具,对我国硕士研究生分类培养模式改革的内

外部因素进行分析与评价,并在此基础上, 研究应用型高层次人才培养条件及环境建设、

管理制度建设及校企联合培养等方面的有效对策, 以实现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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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1978年恢复研究生招生以来,我国学位与研

究生教育长期致力于培养高等院校的师资或科研院

所的科技工作者,这种单一的学术型人才培养模式

沿袭了 30多年,与当前研究生就业形势严重脱节,

与学生的成长需要严重脱节, 给研究生培养带来很

多问题
[ 1]
。为了进一步优化硕士研究生的类型结

构,实现研究生教育的协调、可持续发展, 教育部在

2009年推行了一项重要的改革举措, 部署增招全日

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工作。因此,转变单一的学术

型人才培养模式,对全日制硕士生采取学术型、应用

型分类培养,是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中一次意义重

大的战略性转折。

实际上,在此之前,哈尔滨工业大学 [ 2]等高校在

深入调研行业需求及研究生培养现状的基础上, 已

经相继开展硕士生培养模式改革工作, 对全日制硕

士研究生按照学术型和应用型两个系列培养。这些

高校在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过程中,优化培养方案、

增设实践环节等举措为多元化人才培养积累了丰富

的经验,然而,受长期单一的 学术型 人才培养模式

的影响,应用型人才的招生、培养、学位授予尚处于

探索阶段,还面临着许多问题需要解决。

SWOT 分析是通过了解组织内部的优势

( st reng ths )、劣势 ( w eaknesses) , 掌握外部机会

( o pportunit ies) ,规避威胁( threats) , 从而制定良好

战略的方法[ 4] 。本文旨在通过对研究生分类培养模

式改革的 SWOT 分析, 探索学术型、应用型研究生

培养的内在规律, 利用优势, 克服弱点和劣势,抓住

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机遇,制定出进一步推进研

究生分类培养的改革策略。

一、研究生分类培养模式改革的 SWOT 分析

1. 培养模式改革的优势( str engths)分析

( 1) 有利于优化研究生培养结构。恢复研究生

招生初期,全国首批录取研究生 10708人,以缓解高

等学校、科研机构人才短缺的状况。在改革开放的



宏观背景下,我国研究生教育取得了长足发展,招生

数从 1999年的 9 22万人增加到 2008年的 44 6万

人,到 2009年, 我国在校研究生规模已经超过 140

万[ 5]。如此巨大的研究生教育规模, 若全部从事单

一的基础研究, 势必会削弱研究生开展创新研究与

思维的能力,影响研究生培养的整体质量。因此, 构

建多元化的人才培养模式, 鼓励部分研究生从事产

品研发、工程设计或项目开发的工程实践与管理, 是

我国研究生教育的必然选择。

( 2) 有利于实现就业结构的多元化。近年来,

社会对人才的需求结构发生根本转变, 博士、硕士的

就业层次有了明显区分, 大多数高等院校、科研院所

的人才引进政策明确定位于博士,硕士毕业生进入

工业、商业和现代服务部门的比例不断攀升, 逐渐成

为国家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生力军。因此, 在硕

士阶段开展应用型人才培养, 能够使学生学有所用,

快速适应不断变化的就业环境。

( 3) 有利于研究生培养目标的实现。随着培养

结构与社会需求的变化, 高校开始意识到应用型人

才培养的重要性,逐步调整培养目标,积极面向行业

培养亟需的工程技术或管理人才。因此, 改革研究

生培养模式,重新定位应用型人才培养,将其与学术

型人才在知识结构、能力结构方面区别开来, 在基础

理论和专业知识的掌握与应用方面各有侧重, 在培

养过程、质量评价方面设置不同要求,对于实现研究

生培养分类目标具有重要意义。

2.培养模式改革的劣势( w eaknesses)分析

( 1) 缺乏具有相当应用背景的师资。近年来,

高校师资的学历层次明显提高, 但参与过企业化生

产或管理实践的不多, 新留校的教师与实际工作部

门衔接不够紧密。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瓶颈, 是缺乏

具有相当应用背景的师资。首先,学校对于应用型

导师队伍重视不够, 在职称评定、导师资格遴选等方

面,学校用统一的学术型标尺来衡量不同类型教师

的教学科研水平,致使应用型教师在授课工作量、学

术论文发表等方面劣势凸显; 其次,校企联合培养在

职硕士生阶段, 具有高级专业职务的行业专家承担

了大量指导任务,由于管理制度不完善,学校吸收他

们进入兼职教师队伍具有一定困难,他们多半处于

名不正、言不顺的尴尬境地。因此,在研究生分类培

养模式改革的大背景下, 吸收应用实践型师资参与

研究生的专业实践和论文指导, 并充分调动他们的

热情和积极性, 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课题。

( 2) 校企联合培养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尚处

于起步阶段。目前, 全日制硕士研究生的培养主要

依靠学校的教学、科研资源,虽然部分导师在课题研

究阶段能为学生安排到企业实习,但时间、条件均非

常有限,甚至只能从事一般的体力劳动,与研究生层

次的实践目标相差甚远。同时, 受人力、设备、资金

的制约,一些大中型企业接收研究生实习的比例偏

低,具体表现在: 经济的区域发展不均衡。科技、

管理水平较高的大中型企业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

区,地处边陲、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高校, 选送优秀研

究生到企业实习存在较大困难; 校、企对联合培养

的出发点存在分歧。高校重点关心学生参与企业工

程实践提升自身的知识和能力结构, 企业则希望学

生经过一个阶段的职业训练,为企业带来直接或间

接的经济效益,或留下来成为企业的储备人才。

( 3) 质量标准和评价体系亟需完善。全日制应

用型研究生的生源特点、培养模式、质量标准既不同

于学术型研究生, 也不同于在职专业学位研究生,有

其自身特色
[ 6]
。他们从传统的学术型研究生中分离

出来,原有的研究生培养质量标准和评价体系不能

适用于他们,虽然很多高校都在探索应用型论文标

准与评价体系,然而,不同层次或不同学科门类的高

校对论文要求的高低、侧重点必然会出现差异, 直接

影响到全国应用型研究生培养质量的管理与评价。

因此,研究生分类培养初期,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并完

善全日制应用型研究生的质量标准和评价体系显得

尤为迫切。

3. 培养模式改革的机遇( opportunit ies)

( 1) 宏观政策与资金支持。为适应社会各行各

业对应用型人才的迫切需求,教育部明确了专业学

位研究生教育发展目标,于 2009年部署增招全日制

专业学位研究生, 扩大应用型研究生的比例,并逐步

减少学术型研究生的招生规模, 改革招生选拔方式。

在此基础上,教育部接连出台了奖、助、贷及就业政

策,推行专业学位教育综合改革试点,并拨付专项经

费支持校内实践基地、校企合作培养和导师队伍建

设。在国家宏观政策的牵引下, 江苏等地方教育部

门也采取积极措施支持应用型人才培养, 由新能源、

新材料等高新技术企业出资建立研究生工作站, 引

入高校教师及其研究生团队开展技术研发,为研究

生培养提供实践条件。

( 2) 卓越工程师 计划的推动。2010年,教育

部推行了 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 , 并批准清华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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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61所高校为第一批实施高校[ 7]。该计划以培养

大批高素质的工程技术人才为出发点, 旨在建立本

科、硕士、博士三段制的工程师培养体系, 与传统的

学术型人才培养体系双向并行, 解决人才培养模式

单一, 欠缺多样性和适应性的问题。卓越工程师培

养计划,与我国研究生分类培养的思路相辅相成, 明

确了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方向。

4.培养模式改革的威胁( threats)与挑战

( 1) 传统 单一 培养理念的束缚。恢复研究生

教育初期,我国研究生教育主要采取单一的 学术

型 培养模式,要求学生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系统

的专业知识,具有从事本专业实际工作和科学研究

的能力。在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上, 偏重于讲授

某一研究领域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涉及理论在工

程中的实际应用和案例分析的内容偏少; 导师对

应用型研究生的培养经验不足, 总是认为能够发

表高水平论文、参与高层次科研项目的学生就是

精英人才。

( 2) 多样化管理面临的挑战。实施研究生分类

培养,涉及到招生、培养、答辩及学位授予诸多环节,

使管理工作量加大。在招生环节, 需改革考核方式,

选拔不同特征的学生进入到学术型、应用型培养体

系中去;在培养环节, 分类型制定培养方案, 增加学

术型研究生基础理论课程的比重,并以实际应用为

导向,增加应用型研究生的专业实践;分别制定学术

型、应用型学位论文标准与评价体系,并按照不同标

准聘任相应学术背景的专家组织答辩。再加上分类

培养阶段面临的其他难题, 研究生教育管理的工作

量将大幅增加, 这对一些硕士生培养规模较大的高

校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 3) 社会认可度有待提高。长期以来, 攻读专

业学位的生源主要是企业的技术和管理人员, 他们

采取 进校不离岗 的方式在职学习。由于在职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属于成本办学, 规模的扩大能给学

校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 部分高校片面追求培养数

量而忽略了培养质量,影响了专业学位的办学声誉。

因此,在分类培养初期,学生在报考研究生阶段产生

顾虑,担心攻读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会遇到就业

难的问题。

二、研究生分类培养模式改革的策略

通过以上分析, 可列出 SWOT 矩阵,见表 1。

表 1 研究生分类培养模式改革的 SWOT分析矩阵

内部能力

外部因素

优势( strengths) 劣势( w eaknesses)

1. 有利于优化研究

生培养结构

2. 有利于研究生就

业结构多元化

3. 有利于研究生培

养目标的实现

1. 缺乏应用背景的

师资

2. 校企联合培养处

于起步阶段

3. 质量标准和评价

体系亟需完善

机会

( o ppo rtunities)
SO WO

1. 宏观政策与

资金支持

2. 卓越工程

师 计 划的

推动

1. 调整研究生培养

类型

2. 贯通本科、硕士

培养模式

1. 加强副导师的聘

任与管理

2. 构建多元化实践

教学模式

3. 完善 学位论文

标准

威胁

( threats)
ST W T

1. 传统培养理

念的束缚

2. 多样化管理

面临的挑战

3. 社会认可度

亟待提高

1. 加大宣传力度,

提高生源质量

2. 加强制度建设,

规范管理程序

1. 深化与同行企业

的密切联系

2. 促进就业导向与

跟踪评价

1. SO 策略。发扬优势, 抓住机遇, 继续推进

研究生分类培养模式改革。 抓住国家发展专业学

位教育和支持培养模式改革的政策优势, 继续调整

研究生培养类型和结构,竭力推进应用型人才培养,

吸收优秀的本科生进入到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 并

在学术型、应用型研究生的质量评价上等量齐观。

结合 卓越工程师 培养计划, 转变分阶段衔接的

培养模式,贯通本科、硕士层次的应用型人才培养。

在一些与行业联系密切的高校或实践性较强的领

域,实行本硕连读制度,推行 4+ 2 模式,本科 4年

全部用于课程学习,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夯实学生的

理论基础,后 2年集中在企业进行工程实践和论文

工作。

2. WO 策略。直面自身的弱点和不足, 采取

多种渠道,加强研究生分类培养的条件建设。 利

用国家或地方政府拨付的专项经费, 聘请企业具有

丰富实践经验、具有高级专业职务的行业专家担任

兼职教师,与校内专任教师共同打造一流的专兼职

教师队伍,使企业与高校的优势互补,同时邀请各行

业的知名专家为学生开设学科前沿讲座课程。 在

校内,依托科研实力雄厚的实验室、工程中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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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购置先进的仪器设备或实验装置,让学生在校园

能够参与到最先进的科研与实践训练; 在校外,提供

专门的实践教学经费, 选送研究生到企业的研发中

心或核心技术部门实习, 由校企 双导师 对其专业

实践环节和学位论文工作联合把关。通过校内外实

践教学基地的建设, 为研究生实践提供宽松的环境,

构建多元化实践教学模式; 借鉴原有的学术型、在

职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标准, 经过不断地探索与实

践,建立应用型研究生培养规格,制定并完善学位论

文标准,规范研究生的开题、评阅、答辩等环节,稳步

提高应用型研究生的论文质量。

3. ST 策略。利用优势, 回避威胁,加强研究

生分类培养的管理及制度建设。 改革研究生奖助

体系,在学费标准、奖学金额度、三助津贴等方面, 将

学术型、应用型研究生同等对待,使研究生在报考阶

段打消顾虑。同时,在校内外针对改革举措进行大

力宣传,鼓励本科生报考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 或

吸收优秀本科生推荐免试攻读专业学位, 有效解决

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的生源质量问题。 加强制

度建设,设置专门机构,负责应用型研究生的过程管

理,科学合理地衔接课程学习、专业实践和论文撰写

等教学环节。此外, 在培养、学籍、学位等业务范围,

进一步加强应用型研究生教育管理的信息化建设,

形成协同一体的办公模式, 提高工作效率。

4. WT 策略。减小弱点,回避威胁,积极进行

战略转移。 依托与企业在产、学、研方面长期稳定

的合作关系,继续开展在职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为

企业的技术或管理骨干在职学习提供环境条件。同

时,依托校企合作课题、在职专业硕士的培养资源,

为应用型研究生培养开辟一块新的土壤。 做好硕

士毕业生的就业指导与跟踪评价。转变 象牙塔 式

培养理念,积极主动走进企业,调研企业用人的实际

需求,设置研究生实践能力培养的方案;在部分培养

领域开展试点,分配一定的招生名额,研究生在入学

阶段与学校、企业签订三方联合培养与就业协议;设

计并发放调查问卷, 开展应用型人才就业的跟踪评

价,了解应用型研究生的就业需求与从业状况, 为下

一步调整研究生类型结构提供可靠依据。

我国研究生分类培养模式改革尚处于初步阶

段,不同类型的研究生培养,会有很多新的问题需要

进一步解决。我们要正确分析内外部因素与研究生

分类培养的关系, 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制定良好的对

策与建议,促进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平稳、可持续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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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OTAnalysis and Policy Study for the Mode Reform of the Categorized Postgraduate Education

DIN G Xue mei, ZH EN Liang, SONG Ping, YANG Lian mao

( H ar bin Inst itut e of T echnology , H ar bin, H ei long j iang 150001)

Abstract: Catego rized education is view ed as the key component o f the refo rm and development of postg raduate education as

well as the cr itical issue of enhancing the quality of tr aining application or iented talents. In the pr esent study , the

comprehensiv e analysis too l of SWOT is used to analyze and evaluate the internal and ex ternal facto rs invo lved in the mode

reform of the categ or ized po stgr aduate educat ion. On the basis of this, a range o f effectiv e policies asso ciated w ith the

conditions and the envir onmental constr uction fo r educating high lev el application o riented talents, r egulation and rule

constr uction, coupled w ith the jo int educat ion of univ ersity and enterprises are investig ated so as to achieve the goal o f

educat ing application o riented talents.

Key words: po stg raduate; catego rized educat ion; SW OT ;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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