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３期［总第２１期］

２０１４年６月
研究生教育研究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Ｎｏ．３

Ｊｕｎ．，２０１４

　　文章编号：２０９５－１６６３（２０１４）０３－０００７－０６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影响因素与对策
———基于陕西省２０１２年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获得者的实证研究

冯　涛１，３，柳一斌２，万　明３

（１．西安交通大学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４９；

２．陕西省教育厅 学生资助管理中心，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６１；３．西安工程大学 研究生部，陕西 西安　７１００４８）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３－０３

　　作 者 简 介：冯 涛（１９７８—），男，陕 西 渭 南 人，西 安 交 通 大 学 人 文 社 会 科 学 学 院 在 读 博 士 研 究 生，西 安 工 程 大 学 研 究 生 部

讲师．
柳一斌（１９８４—），男，甘肃陇西人，陕西省教育厅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副主任科员．
万明（１９６３—），男，湖北荆门人，西安工程大学研究生部主任，教授．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２０１１年度立项课题“工科和工程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比较研究”（课题编

号：ＥＩＡ１１０３７９）．

摘　要：以陕西省１３所高校５５２名２０１２年度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获得者为对象，采用ＯＬＳ回归分析方法，从

研究生主体的视角总结了影响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因素；从思维、知识和能力三个维度提出了研究生

拔尖创新人才应具备的素质；针对当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了促进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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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努力培养造就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是高等教育

的重要任务。积极探索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

新模式、新机制、新举措，是当前我国研究生教育的

重要命题之一。国内学术界对此进行了广泛研究，
如李嘉曾从知识结构、能力结构和素质特征三个维

度探讨了拔尖人才培养的途径［１］；周光礼提出从学

生遴选、教师配备、培养模式等七个方面深化拔尖创

新人才培养改革［２］；郑益慧结合上海交通大学的实

践，阐述了依据“能力建设、知识探究、人格养成”三

位一体 培 养 工 程 领 域 拔 尖 分 析 人 才 的 理 念［３］。然

而，稍加分析不难发现，上述文献均是从管理人员的

视角研究该问题的。作为研究生教育的主体，广大

研究生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他们认为影响研究

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因素有哪些，显然也是值得

我们研究和思考的重要方面。

２０１２年国家设立“研究生国家奖学金”，获奖者

是各高校培养的拔尖创新人才代表。本课题组面向

在陕高校２０１２年度获奖者进行问卷调查，尝试从这

一代表性群体的视角，总结和分析影响研究生拔尖

创新人才培养的主要因素，以期为探索研究生拔尖

创新人才培养有效途径提供有益参考。

一、研究方法

（一）问卷设计与数据来源

本次调查问卷分为客观题和主观题两部分。客

观题包括获奖者基本情况、培养情况、创新思维的来

源、攻读研究生的目的、职业规划等；主观题包括获

奖者对拔尖创新人才应具备的基本素质、创新能力

评价标准、制约创新人才培养的影响因素等的观点



和建议。
课题组面向在陕１３所高校２０１２年度获奖者发

放问卷，其中“２１１”工程重点高校３所，普通高校１０
所；发 出 问 卷７００份，共 回 收 问 卷５８１份，回 收 率

８３％；有效问卷５５２份，有效问卷率为９５％（如表１
所示）。

表１　获奖者样本的基本特征

样本类别 样本数量 百分数（％）

性别

　男性 ２５８　 ４６．７
　女性 ２９４　 ５３．３
“２１１”工程重点高校

　西北工业大学 １３６　 ２４．６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 ８４　 １５．２
　西北大学 ５３　 ９．６
普通高校

　延安大学 １７　 ３．１

　西安外国语大学 ２７　 ４．９
　西安美术学院 １１　 ２．０

　西安音乐学院 ８　 １．４
　西安理工大学 ６５　 １１．８

　西安科技大学 ５６　 １０．１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 ４６　 ８．３

　陕西科技大学 １２　 ２．２
　西安工程大学 １５　 ２．７

　陕西中医学院 ２２　 ４．０

（二）研究方法

调研组选择获奖者的科研成果作为衡量培养质

量的指标，并作为因变量（具体又细分为科研质量成

果与科研数量成果）。自变量包括反映获奖者的基

本情况和培养情况若干指标。具体变量定义内容如

表２所示。
考虑到因变量是连续变量，结合自变量情况，课

题组 采 用ＳＰＳＳ１９（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
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ｓ：统计产品 与 服 务 解 决 方 案）软 件 ＯＬＳ回

归分 析 模 块 对 获 奖 者 科 研 成 果 的 影 响 因 素 进 行

分析。

ＯＬＳ（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Ｌｅａｓｔ　Ｓｑｕａｒｅｓ：普 通 最 小 二 乘

法）是一类用于测定相关变量之间数量变化的一般

关系的常用统计分析方法［４］，其多元回归模型为：

ｙｉ＝β０＋β１ｘ１ｉ＋β２ｘ２ｉ＋β３ｘ３ｉ＋…＋

βｋｘｋｉ＋ｕｉ，（ｉ＝１，２，３，…，ｎ） （１）
其中：ｙ：因变量；ｘ：自变量；β０：截距参数；βｋ：斜率参

数；ｕ：随机误差项；ｎ：样本个数；ＯＬＳ的基本原则是

寻找参数β０、βｋ 的估计值β^０、β^ｋ，使得观测值ｙｉ 与回

表２　回归相关变量情况

变量名称 变量定义及说明

因变量

科研质量成果
发 表 的 ＳＣＩ／ＥＩ／ＳＳＣＩ 检 索 论 文 与

ＣＳＳＣＩ期刊篇数

科研数量成果

发表的ＳＣＩ／ＥＩ／ＳＳＣＩ检 索 论 文、国 外 外

文期刊、国 内 外 文 期 刊、ＣＳＳＣＩ期 刊、中

文核心期刊及其他刊物的总篇数

自变量

基本情况

性别 １表示“男”；２表示“女”

年级 １表示“２０１０级”；２表示“２０１１级”

培养单位类型
１表示“一般高校：非９８５或２１１高校”；
２表示“重点高校：９８５或２１１高校”

硕 士 前 毕 业 高

校类型
１表示“一般高校：非９８５或２１１高校”；
２表示“重点高校：９８５或２１１高校”

硕士前经历
１表示“非应届毕业生：专职读研、参加过

工作与在职读研”；２表示“应届毕业生”

硕士录取类型
１表示“参加 国 家 统 一 考 试”；２表 示“推

荐免试”

培养情况

导师类型
１表示“博士生导师”；２表示“教授／硕士

生导师”；３表示“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导 师 在 研 课 题
（项目）

１表示“国家级 项 目：９７３项 目 与８６３项

目等 及 其 它 国 家 级 重 大 项 目／专 项 项

目、国 家 自 科／社 科 基 金 项 目”；２表 示
“没有国 家 级 项 目：只 有 省 部 级 与 地 厅

级项目、企事业 单 位 横 向 课 题 及 其 他 项

目或没有课题”

个 人 参 与 课 题

情况

１表 示“参 与 国 家 级 项 目：９７３项 目 与

８６３项目等 及 其 它 国 家 级 重 大 项 目／专

项项目、国家自科／社科基金项目”；２表

示“没能 参 与 国 家 级 项 目：只 参 与 省 部

级与地厅级项 目、企 事 业 单 位 横 向 课 题

及其他项目或没参与过课题”

个 人 参 加 各 种

竞赛情况

１表示“参加过相关竞赛：国家级或省部

级三大 赛（数 学 建 模、电 子 竞 赛 与 挑 战

杯）、其他国家 级 或 省 部 级 专 业 竞 赛”；２
表示“没参加过各类竞赛”

个 人 参 加 学 术

会议情况
１表示“参加过国外或国内学术会议”；２
表示“没参加学术会议”

归值Ｅ（ｙｉ）的离差最小，即ＯＬＳ的目标函数为：

Ｊ（β^０，β^ｋ）＝ｍｉｎ∑
ｎ

ｉ＝１

（ｙｉ－Ｅ（ｙｉ））２ （２）

　　使用ＯＬＳ回归分析需要进行 模 型 检 验，其 中：

Ｒ２ 检验用以验证回归模 型 对 样 本 观 测 值 的 拟 合 程

度，Ｒ２ 越接近０，则自变量ｘ对因变量ｙ 的 影 响 越

强；Ｆ检验用以验证方 程 的 显 著 性，Ｆ越 大，则 回 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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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程的显著性越好；Ｐ值用以表征显著性，０．０１＜Ｐ
＜０．０５，则 差 异 显 著，如 果Ｐ＜０．０１，则 差 异 极 为

显著。

二、结果分析与讨论

（一）个人情况和导师情况对科研成果的影响

表３分析了个人情况和导师情况对获奖者发表

科研数量和质量成果的影响。结果显示，仅考虑个

人基本情况时，年级、培养单位类型和导师类别等变

量对获奖者发表科研数量和科研质量成果有显著的

影响。具体看，２０１０级（三年级）获奖者发表的科研

数量成果要显著多于２０１１级（二年级）获奖者，且质

量较高；重点高校的获奖者发表的科研数量成果要

多于一般高校获奖者，且质量较高；导师是教授／博

士生导师的 获 奖 者 的 科 研 数 量 成 果 多 于 导 师 是 教

授／硕士生导师，或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的获奖者，且
质量较高。

表３　获奖者科研数量和质量成果ＯＬＳ回归分析

类别 自变量细分 科研数量成果ＯＬＳ回归分析 科研质量成果ＯＬＳ回归分析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模型１ 模型２ 模型３

基

本

情

况

性别（男）

女 ０．１３３ — ０．１６６ －０．０７９ — －０．００８
年级（２０１０级）

２０１１级 －１．５８２＊＊＊ — －１．４９１＊＊＊－０．５７０＊＊＊ — －０．５８２＊＊＊

培养单位类型（一般院校）

重点院校 ０．８９６＊＊＊ — １．０７２＊＊＊ ０．６６３＊＊＊ — ０．７２８＊＊＊

硕士前毕业院校类型（一般院校）

重点院校 －０．３５０ — －０．３９６ －０．１２９ — －０．２０１
硕士前经历（非应届毕业生）

应届毕业生 －０．１６３ — －０．１２１ －０．０２５ — －０．０５４
硕士录取类型（国家统一考试）

推荐免试 －０．１６０ — －０．２７１　 ０．２４４ — ０．１３７

培

养

情

况

导师类别（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教授／硕士生导师 — ０．７９８＊＊ ０．７２８＊ — ０．０２８　 ０．０２５
教授／博士生导师 — １．０２３＊＊＊ １．０７６＊＊＊ — ０．７４６＊＊＊ ０．７５０＊＊＊

导师在研课题情况（没有国家级项目）
有国家级项目 — －０．１８５ －０．０６５ — －０．１２８ －０．１０５
个人参与课题情况（没参与国家级项目）
参与国家级项目 — ０．４２６　 ０．４７５ — ０．４１８＊＊ ０．３７３＊＊

个人参加各种竞赛情况（没参加过竞赛）
参加过竞赛 — －０．２１３ －０．２２７ — ０．２４９＊ ０．２５７＊

个人参加学术会议情况（没参加过学术会议）
参加过学术会议 — １．１０８＊＊＊ ０．９４５＊＊＊ — ０．１８４　 ０．２２２
Ｒ２ ０．０９３　 ０．０６２　 ０．１５１　 ０．０８５　 ０．１０８　 ０．１９１
Ｆ检验值 ９．２８７＊＊＊ ６．０２７＊＊＊ ７．９６６＊＊＊ ８．４６３＊＊ １１．０００＊＊＊ １０．５９４＊＊＊

样本数 ５５２　 ５５２　 ５５２　 ５５２　 ５５２　 ５５２

　　注：括号内为对照组；系数小于０代表负影响，大于０代表正影响；＊＊＊，Ｐ＜０．００１；＊＊，Ｐ＜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１。

　　表３的分析结果表明：硕士录取类别为“推荐免

试”的获奖者科研数量成果少于“国家统一考试”获

奖者的，但是质量优于后者，反映出“推荐免试”获奖

者的生源质量较高；参加各种竞赛对获奖者的科研

数量成果 没 有 明 显 促 进，但 是 对 成 果 质 量 有 正 面

影响，反映 出 参 加 各 种 竞 赛 对 于 提 高 研 究 生 理 论

联系实践的能力、创 新 能 力 具 有 积 极 作 用；参 加 学

术会议 对 获 奖 者 的 科 研 数 量 成 果 有 显 著 正 面 影

响，但是对科研质 量 成 果 没 有 明 显 影 响，反 映 出 虽

然参加学 术 会 议 有 助 于 拓 宽 研 究 生 学 术 视 野，促

进学术交流，激发 创 新 思 维，但 是 会 议 质 量 仍 有 待

提高。
表３还显示：“硕士前毕业院校类型”为一般院

校的获奖者在科研数量和质量成果方面均优于重点

院校的生源。就该问题，课题组分析认为，一方面反

映出，就在陕高校生源流动而言，一般高校的优秀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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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毕业生流入重点高校，且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较

高，而重点高校的优秀本科毕业生流向东部地区，因
此在调查样本中，普通高校优秀本科毕业生构成样

本的多数。另一方面也反映出，生源质量并非是决

定培养质量的最重要因素，培养过程对培养质量影

响更为显著；表３同时显示，导师有国家级科研项目

对获奖者科研数量和质量成果的影响为负面，就该

问题，课题组分析认为，虽然参与国家级项目对获奖

者的科研数量和质量成果方面均有积极影响（如表

３所示），但是多数硕士研究生参与国家级项目的机

会较少。不仅如此，由于导师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国

家级项目的研究中，对自己所带的硕士生有时候可

能会疏于指导，这也许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数据反

映的问题。当然，本次调研由于没有涵盖在陕其它

５所重点高校，因此不可避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以

上结论 是 否 全 面，还 需 要 做 进 一 步 的 实 证 研 究 与

分析。
（二）创新思维的其它影响因素

课题组还从获奖者的视角对影响科研成果的因

素、创新思维的来源、读研最主要的目的、个人职业

规划等进行调研，结果如表４所示。可见：

１．研究生在研究生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中居主体

地位

作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 对 象，８８．８％的 获 奖

者认为“个人努力”是影响科研成果的因素之一，这

从 一 个 侧 面 印 证 了 研 究 生 的 主 体 地 位。多 数

（６４．７％）获奖者读研的目的是达到获得理想工作的

条件，如希望毕业后能够在国有企事业单位从事专

业（非专业）技术工作、担任公务员等（６７．５％）。因

此，如何正确处理高校研究生教育发展规划、导师科

研任务需求和研究生个人职业规划关系，调动研究

生参与创新研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制订拔尖创

新人才培养政策需要考虑的问题之一。

２．导 师 在 研 究 生 拔 尖 创 新 人 才 培 养 中 起 主 导

作用

调研显示，有８６．２％受访者认为导师指导是获

奖者创新思路的主要来源之一，８６．６％的受访者认

为，导师指导是影响科研成果的重要因素之一。而

影响获奖者科研成果的其它重要因素，如参加高水

平课题、项目的机会，参加各类学术交流合作、社会

实践等的机会也主要通过导师获得。导师的人格魅

力、科学态度、创新研究能力等对研究生有着直接的

影响，其教育行为水平的高低直接关系研究生的培

养质量［５］。因此，如何持续培养和提高导师 的 综 合

素质，加快服务导师教学、科研需求的平台建设和制

度建设，提升导师的指导能力，是需要高校深入思考

的另一问题。
表４　创新培养经历情况

样本类别
样本

数量

百分数
（％）

个人认为影响其科研成果的因素（多选）

　硕士前毕业高校（９８５、２１１等） １３９　 ２５．２

　研究生就读单位的层次（９８５、２１１等） ２７７　 ５０．２
　导师因素 ４７８　 ８６．６

　参与课题、项目的等级等 ３５５　 ６４．３
　培养单位科研创新平台等 ３７５　 ６７．９

　个人努力 ４９０　 ８８．８
　参加社会实践 ２１８　 ３９．５

　参加各类学术交流合作 ２４６　 ４４．６
　参加各类国际（地区）合作交流 １５１　 ２７．４

　其它因素 １０　 １．８
个人创新思路的来源（多选）

　外文期刊 ３１８　 ５７．６
　其它参考文献 ３０５　 ５５．３

　导师指导 ４７６　 ８６．２
　各类学术交流 ２４８　 ４４．９

　课题实践 ３１３　 ５６．７
　国际（地区）合作交流 ７１　 １２．９

　课程学习 ２３０　 ４１．７
　学科交叉 １９１　 ３４．７

　同学之间沟通交流 ２３７　 ４２．９
　其它方面 １　 ０．２
个人读研的最主要目的

　读博 ９９　 １７．９

　更换满意的工作 ５１　 ９．２
　达到获得理想工作的条件 ３５７　 ６４．７

　缓解就业压力 １６　 ２．９
　走一步看一步，没特定目的 ８　 １．４

　其他 ２１　 ３．８
个人职业规划

　读博 １１２　 ２０．３
　公务员 ６３　 １１．４

　国有企事业单位专业技术工作 ２６３　 ４７．６
　国有企事业单位非专业技术工作 ４７　 ８．５

　三资企业 ２５　 ４．５
　其他企业 ２２　 ４．０

　无特定职业规划 ２０　 ３．６

（三）拔尖创新人才应具备的能力

通过“研 究 生 创 新 能 力 应 该 包 括 哪 些 方 面”和

“本人认为目前研究生培养质量（创新能力）评价体

系应该包括哪些部分”调研，从获奖者的视角，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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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总结提出拔尖创新人才在思维、知识和能力三个

方面应具备的能力，包括：

１、具有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掌握辩

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具有独立思考、辨别和分析的能

力；自觉遵守社会规范和学术道德；具有良好和稳定

的心态，能够承受科研过程中的困难、挑战和压力；

２、具 有 积 极 主 动 的 学 习 精 神 和 严 谨 的 科 学 态

度；掌握搜集、整理和分析文献的能力；善于发现问

题，提出问题；遵循科学的一般规律，掌握科学研究

的方法；勇于突破传统，挑战权威；

３、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知识储备、实践经历和

广阔的学术视野；能够及时掌握学科前沿，具有创新

思维的能力，善于学习和使用新方法、新思路；具有

良好的人文素养和丰富的想象空间；

４、具有独立开展科研的能力，动手能力强，能够

较好地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能够对现有知识的内

涵进行深入思考、延伸和拓展；掌握科技论文的写作

方法，能 够 对 研 究 过 程 和 成 果 进 行 总 结、提 炼 和

提高；

５、具有与导师良好沟通的能力；具有团队意识、
协助精神和奉献精神；能够较好地处理人际关系；具
有自组织、自学习和再学习能力；具有清晰的学程规

划和职业规划，能够在毕业后的职业生涯中独立开

展创新研究与实践。

三、存在的问题与对策提出

（一）存在的问题

通过“本人认为目前所在培养单位研究生创新

教育存在的问题”和“本人认为制约当前研究生培养

质量的因素”调研，可总结出当前研究生创新教育存

在的突出问题。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１．研究生创新意识淡漠

在读研目的多元化的现实境况下，部分研究生

对科研缺乏 兴 趣，整 体 创 新 意 识 淡 漠，创 新 能 力 不

强；轻“提高能力”重“获得文凭”的本末倒置思想、功
利心理、浮躁心理在研究生中仍有较大市场，对研究

生的学风产生不良影响；现行招生模式导致研究生

基础理论薄弱，实践能力较差；同时，部分研究生不

善于与导师进行交流，缺乏学科交叉和学术交流的

动力与意识。

２．导师整体指导能力与培养资源不足

导师遴选存在制度性缺陷，考核和退出机制不

通畅，特别是在研究生招生规模持续扩大背景下，具
有创新意识的高水平导师明显缺少，能够提供给研

究生的课题、项目和先进科研平台等培养资源不足，
引起研究生的不满；文科类学科创新空间狭窄，高水

平课题、项目申请难度大，严重制约了研究生创新研

究的热情。

３．课程设置与教学模式落后

目前课程设置注重学科的系统性和完整性，缺

乏与实践应 用 的 结 合，内 容 陈 旧，不 能 反 映 学 科 前

沿、热点和最新成果；培养方案单一，不能满足不同

职业规划研究生对多元化课程的需求；教学模式落

后，不能适应新时期研究生获取知识和信息的方式

和特点，“所 教”和“想 学”脱 节，“所 学”和“所 用”
脱节。

（二）对策提出

如前所述，在诸多影响研究生科研成果获得的

因素中，“个人努力”、“导师因素”和“培养单位科研

创新平台”等有着重要的影响，而“导师指导”、“外文

期刊”和“课程实践”等是研究生个人创新思路的重

要来源，但是当前研究生创新教育存在的突出问题

恰恰表现在研究生创新意识淡漠、导师指导能力与

培养资源不足和课程设置与教学模式落后等三个方

面，这显然不利于拔尖创新人才应具备的各项能力

的培养与锻炼。为此，结合调研成果，调研组提出以

下对策：

１．尊重研究生主体地位，重视导师在拔尖创新

人才培养中的主导作用

围绕研究生多元化的职业规划，转变培养理念，
通过顶层设计和系统规划，从高校制度层面和管理

人员的思维层面消除束缚研究生创新思维和活动的

不合理因素，在满足研究生发展要求的基础上制订

科学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政策，激发研究生积极、主
动参与创新研究的热情；重视导师在拔尖创新人才

培养中的关键作用，积极加强高水平导师队伍建设，
提升导师指导能力。改变 “考核导师”的旧思维，树

立“服务导师”的新意识，支持导师开展拔尖创新人

才的培养。如：建立公共的创新实验平台；通过引进

丰富的国内外文献数据资源，提供校级课题资金扶

持等，支持文科类导师开展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广
泛开展与学科专业有关的科技竞赛、学术交流活动，
促进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与交流。

２．以多元化职业规划为导向，加快建立多样化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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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研究生多元化职业规划为导向，通过人才选

拔、教学、开题、学位授予、质量评价等环节的优化和

改革，加快 建 立 多 样 化 的 拔 尖 创 新 人 才 培 养 模 式。
如：渐进、稳妥地优化招生模式，增加实践考核环节，
引导考生提高实践动手能力；关注学科发展前沿，紧
跟企业最新工程应用技术，持续优化和更新课程设

置；采取案例教学、实践教学、讨论式教学等多样化

教学方式，转变“重知识传授，轻能力提高”的旧的教

学思维，提 高 教 学 效 果；引 入 和 实 践ＣＤＩＯ培 养 模

式，提高研究生综合能力；通过多种形式，加强研究

生创新思维的引导、培养和提高；不断完善和优化研

究生奖助体系，发挥奖助资金“稳定多数安心科研、
扶持部分积极创新和激励少数拔尖人才”的作用。

３．加快开放平台建设，支持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突破制度和思维的约束，重点挖掘和整合学科

内和学科外的、校内和校外的、国内和国际的多种优

势资源，引进来，走出去，加快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开

放平台建设。如：加强校企合作的深度与广度，使企

业实质性地参与研究生培养全过程；引进企业具有

丰富实践经 验 的 专 门 技 术 人 才 参 与 研 究 生 课 程 教

学、课题指导；开展校际研究生培养合作、交流；统筹

培养资源，建立学科联盟，实现优势特色学科的校际

课程互修、学分互认；扩大国际研究生教育合作，通

过短期进修、联合培养等形式，为研究生创新能力培

养提供机会。
（感谢有关高校研究生教育战线同仁给予本次

调研的支持，西安工程大学２０１１级企业管理专业硕
士研究生刘鑫财、张俊辉亦为本次调研做出了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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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ｏｐ－ｌｅｖｅｌ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ｔａｌｅｎｔ；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ｈｉｐ　ｆｏｒ　ｇｒａｄｕ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

·２１· 冯　涛，等·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影响因素与对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