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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融合培养创新创业型研究⽣模式探讨 

张炳荣  许崇海  肖光春  王  翔  ⾼  超 

摘要  在综合分析创新创业型研究⽣培养中普遍问题的基础上，介绍了近⼏年来通过校企合作产教融

合模式培养创新创业型研究⽣的做法和取得的效果。该模式下，研究⽣从实验室研究到车间中试到产业化

⽣产全程参与，不仅加强了学⽣在所研究领域理论探索和应⽤的能⼒，⽽且掌握了项⽬技术管理、可⾏性论

证等创新创业⽅⾯的知识。学⽣研究成果应⽤性⼤⼤提⾼。 

关键词  创新创业  研究⽣培养  校企合作  产教融合 

⼀、引⾔ 

创新能⼒和创业能⼒是⼀个国家核⼼竞争⼒的重要体现。《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

2020）》指出在 2020 前我国将会在世界创新型国家⾏列占据⼀席之地，⽽作为最⾼⽔平的研究⽣教育，担

负着为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培养更⾼层次创新创业型⼈才的重任，因此培养创新创业型研究⽣

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创新型国家的重要⼀环。 

从国际上研究⽣培养来看，英、美、⽇、德等世界发达国家在实施创新驱动和提⾼国际竞争⼒战略时，

都把推进研究⽣创新创业教育作为重中之重[1]。同时，研究⽣充满想象⼒和创造⼒，是创新创业的⽣⼒军，

应当成为“⼤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先锋。因此，培养研究⽣创新创业能⼒，能够起到思想意识和才能培养的

双重功效，培养学⽣发现创造新的发展机会和发展思路的能⼒，从⽽带动促进创业型经济的发展，使学⽣毕

业后不但成为创新创业的⽣⼒军和参与者，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成为⾼端岗位的建设者、创造者[2]。 

创新教育是以培养学⽣的创新精神和思维为根本基础，从⽽培养创新创业素养、能⼒以及⼈才为⽬标

的活动。创业与创新是不可分离的，创新的⽬的之⼀是服务于创业。美、英、⽇、德等发达国家在⼏⼗年前

就已实施了创业教育，特别是在美国许多⼤学⽣在毕业之后甚⾄在上学期间就⾛上了独⽴⾃主的创业之路，

在他们国内已经形成了⼀套完整的创业教育体系，微软、雅虎等优秀企业都是美国⼤学⽣创业成功的经典

案例[3]。调查数据也反映了创业教育的重要性，美国⼀流理⼯类⼤学 30%的学⽣具有独⽴创业志向，最佳的

上市企业和⾼技术企业总裁中 86%接受过创业教育。我国创新创业型研究⽣的培养还处在初始阶段，关于

创业课程的设置和模式探讨也还处在“思想上需⾼度重视、师资上加强、利⽤⼤学科技园和学校拓展中⼼” 

进⾏创业教育的初始阶段。⽬前研究⽣教育的局限性也是影响应⽤型研究⽣培养和就业难的主要原因，创

新创业教育的⽋缺造成了研究⽣主流群体缺乏⽬标，硕⼠毕业后⾼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局⾯。因此，认清创新

创业应⽤型研究⽣培养中的深层次问题，并探讨培养模式解决问题是⾮常必要的。 

⼆、创新创业型研究⽣培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创新创业型研究⽣培养中，我们发现主要存在三个问题。 

（⼀）某些学校、导师和学⽣对创新创业教育存在误解 

对所有研究⽣实⾏创新创业教育，⽬的是培养⼴⼤研究⽣的创业思维、创业精神和创业能⼒。深化研究

⽣创新创业教育是建设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创新型国家的战略要求，是解决⼤学⽣就业问题的重要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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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提⾼⼈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举措 [4]。 

作为导师与培养⽅，我们对研究⽣的要求⼤多是把他们往⼀个科研⼯作者的⽬标⽅向培养。⾄于创新

创业⽅⾯，顶多就是关⼼有没有开这⽅⾯的课⽽已。甚⾄对于创新创业课的开设是属于思想教育还是企业

管理课程都难以定位。国内⾼校传统研究⽣教育的重⼼严重偏移到学⽣的学科专业教育和职业教育上，创

业教育被⼤家忽略，⼤部分专业只招学术型研究⽣，即使招收部分专业硕⼠，培养⽅案也是⼤同⼩异，还远

远没有把研究⽣创新创业教育纳⼊到学校的学科建设规划、⼈才培养⽬标、师⽣激励导向和教学质量评价

体系当中。这种环境下所谓的创业教育也只是简单地开设⼀些创新创业教育课程，使学⽣有⼀些创新创业

的感性认识就⾏了，创新创业学科地位的重要性没有得到良好体现。由于定位不清晰和对其重要性认识不

够，⼤部分导师都认为创新创业教育就是⿎励学⽣不务正业，就是培养学⽣⽼板，促使其变得更加功利化。

因此不但没有把创新创业教育摆在重要位置，反⽽造成了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脱节甚⾄对⽴⽭盾[5]。

⼤部分从事教育管理的⼈认为创新创业教育只是⾯向少数创业者，忽视了其对⼈才素质培养的重要作⽤。

就研究⽣创新创业教育⽽⾔，更是将其作为⼀个特殊群体对待，认为研究⽣应该在科研成果和学术成果上

投⼊更多的精⼒，因⽽⽆意把创新创业教育上升到教学层⾯[6]。 

作为被培养⽅⽽⾔，功利主义的价值判断误导他们认为创新创业教育就是⽴即能带来商业利益的活动，

忽视了创新创业意识伴随着他们职业⽣涯的全部过程。有的同学读研的主要原因之⼀就是创新创业意识不

够，不敢⾯对社会的挑战，变相拖延融⼊社会的时间。有这样的想法即使读了研究⽣也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

题。因此造成这个问题的深层次原因还是创新创业教育的⽋缺。对创业教育的狭义理解使得部分研究⽣认

为去从事开⽹店、送外卖、校园代理代⼯这些低门槛⽆科技含量的活动就是去创业了，远远没有发挥⾃⾝教

育背景和专业特长。在 2016 年 4 ⽉的《中国青年创业现状报告》中提到具备核⼼技术的创业项⽬不到四成
[7]。 

我们认为，研究⽣创新创业教育不应该理解成为狭义的仅仅是创办⼀个企业注册⼀个公司。⼴义的创

业教育应该理解成教育未来的职业⼯作者，在⾃⼰的位置上对⾃⾝条件做全⾯的 SWOT（⾃⾝优势、劣势、

机会和威胁）分析，把握机遇，创造性地整合资源，使⾃⾝价值发挥到极致的同时使得团队利益最⼤化，⽐

如李娜的⽹球⽣涯中可以⾃⼰选择教练以获得⼤满贯、郎平带领的⼥排（通过国际化的教练团队）重新站到

奥运冠军的领奖台上，这都是⼴义创业的典型案例。因此创业就是创造新的不同类型的价值的过程，创业是

开创⼀种事业。创新则是创造⼀种新的思想或者技术⽅法，创业最好引⽤创新的成果，⽽⾃主创新也离不开

创业精神，创新也应该是融合到创业过程中去。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作⽤，发挥最⼤效果。这样的理解也符

合联合国教科⽂组织提出的“创业教育（Enterprise Education）”概念。从⼴义上有学者提出创业教育是培养

具有开创性的⼈，它对于受雇的⼈也是很重要的，因为现在除了事业上有所成就外，技术、社交、管理、创

新等综合能⼒已成为了⽤⼈单位评价雇员的重要标准。从上述认识上来讲，研究⽣作为完成了本科教育的

成年⼈，通过更系统、更深⼊的学习专业知识和科学研究的训练，已经初步掌握了科学研究的⽅法，对其所

涉猎领域的前沿和发展⽅向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在知识、社会化程度等⽅⾯都处于相对较⾼的⽔平，专

业理论知识、⼈⽣阅历和⼼理素质⽅⾯⽐本科⽣更加丰富成熟。因此对研究⽣进⾏创新创业教育应该有较

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更加体现创新创业的⼴义内涵，同时也更加有利于⾼层次创新创业型⼈才的培养与

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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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创新创业型导师 

作为⼯科院校我们培养的学⽣⼤多数是到企业⼀线⼯作。现代企业管理中提倡“狼性⽂化”，企业管理狼

性⽂化的主要特征有嗅觉灵敏善于捕捉机会，绝境中求⽣存；富于进取⼼和攻击性，不抛弃、不放弃、不⾔

败；还有最重要的团队合作精神。⼀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校中部分⽼师选择这个职业时过多地考虑了它

的安逸清闲和与世⽆争。那带来的问题是⼀群绵⽺如何能培养狼呢？创新创业意识的缺乏导致部分⽼师⾃

⼰都找不到科研课题，更别提给研究⽣找课题了。即使有些⽼师对创新创业教育认识到位，创新创业能⼒的

⽋缺使得他们也⽆法对研究⽣进⾏到位的创新创业教育。有的担任创新创业教育课程的⽼师缺乏创新创业

能⼒和经验，仅仅是作为⼀门通选课让学⽣凑够学分⽽已。很多⼯科院校采取了校内导师结合企业导师的

⽅式探索创新创业应⽤型研究⽣的培养[8]，但是也普遍存在着企业兼职导师时间不保证、课题指导不到位、

两类导师沟通少、⽆合作等问题，同时校⽅对兼职导师也缺乏评价和激励机制，导致双导师模式没有达到预

期的效果。 

（三）社会评价及其带来的影响 

⽬前，社会和⼤部分⾼校对研究⽣价值评价的标准单⼀，评价学校办学是否成功看“就业率”，没⼈关注

“创业率”；评价⼀名学⽣优秀与否，就是简单地将其社会地位等同于社会认同度，甚⾄出现哪个学校出了⼏

位党和国家领导⼈之类的数据。⼤环境反过来也影响到研究⽣的⽬标追求，埋头创新创业、刻苦钻研不如投

机钻营见效快。因此带来的研究⽣就业选择的顺序就是，优先考虑考取公务员或者事业编，其次是如果进⼊

不了公办的职业院校退⽽求其次进⼊民办教育机构，再次进⼊国有⼤企业。很少有⼈选择进⼊民企或者⾃

⼰创业。 

三、产教融合模式及⺫前取得的效果 

在我们的正式编制导师队伍中，除了长期在⾼校⼯作的专业导师之外，也有来⾃在国外知名汽车企业

和国内知名企业⼯作过、甚⾄⾃⼰创业的研究⽣导师。这样给我们研究校企合作联合培养创新创业应⽤型

研究⽣以及探索产教融合模式创造了条件。我们主要有四种做法。 

（⼀）将导师队伍建设和学科团队建设结合起来，形成导师团队指导⼩组，吸收研究⽣参加定期的学科

团队建设及课题研究进展交流会 

⽬前我们⼤部分研究⽣的指导模式是导师指导模式，这种模式最⼤的优点就是导师的全权负责和指导

的针对性强，但是形式相对单调[9]，况且导师的研究范围宽度、经费多少和实验条件优劣、导师的⼈际关系

甚⾄性格都会直接影响到所带研究⽣的课题进展、知识⾯、思维⽅式和论⽂⽔平。我们最近⼏年为了配合⼀

流⼯科⼤学建设，成⽴了若⼲⾻⼲学科和重点学科建设团队。将团队主要成员的研究⽅向相对归类集中，团

队建设中会有很多定期不定期的建设计划和学术交流会议，我们会吸收研究⽣参加这些活动。通过这些⽅

式既让学⽣了解到了⽼师们的研究领域，密切了师⽣关系，又⽆形中形成了⼀帮导师指导⼀帮学⽣的模式。

使得研究⽣在课题研究和实验过程中可以接受到来⾃多个研究⽅向导师的指导与帮助，特别是接受有企业

⼯作经历的⽼师在⾃制实验设备、规范实验⽅法与标准等具有针对性和实⽤性的指导，对于拓宽研究⽣的

眼界和知识⾯，如何最⼤限度地整合利⽤资源解决问题，作⽤很⼤。在这种模式基础上相对固定主副导师

制，有针对性地使学⽣得到在理论、实践、应⽤和创新创业⽅⾯的不同导师的指导。同时学⽣也潜移默化地

吸收消化不同导师的长处和⼯作⽅法，应⽤到课题研究和实践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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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团队指导⼩组模式，通过研究⽣定期汇报检索、阅读和实验进展，加强了课堂所学知识和研究⽅法

的串联，解决了所学课程实践性不够甚⾄与论⽂脱节的问题，提⾼了学⽣⾃主思考和沟通表达、寻求资源与

帮助的能⼒，增强了学⽣创新创业思维和⾃主解决问题的能⼒。 

（⼆）企业和学校共建实验室等技术平台，从和企业合作申报的研究项⽬中提炼研究⽣课题，学⽣的实

验⼤都在企业完成 

通过校企共建实验室、省级⼯程技术研究中⼼，最⼤程度的发挥研究⽣创新创业基地的作⽤。充分利⽤

导师和企业共同申报的科研项⽬，从这些应⽤型项⽬中分解提炼研究⽣论⽂题⽬，学⽣理论课程在学校上，

实践课程和论⽂实验⼤都安排在企业来做。学⽣在此过程中要⾃⼰做计划、做⽅案、做经费预算，⼀个实验

完成了不但要汇报实验理论结果，还要汇报计划⽅案通过执⾏完毕以后的验证结果包括其科学性和合理性，

还要分析财务预算的符合性。同时⼀些论⽂特别是做企业课题中提炼的专利技术，学⽣可以和企业技术⼈

员及专利代理机构直接探讨专利的写法，使学⽣得到了在学校在课堂得不到的锻炼，也可以激发学⽣通过

专利技术借鉴企业成熟的管理运营模式、依托企业创业的主动性和尝试。如果做到师⽣共同创业，相同的理

念和沟通的优势，可以更好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如我们有⼀项省级科技重⼤专项项⽬，是关于通⽤航空

发动机⽤⾼强⾼韧铝合⾦材料开发和产业化应⽤的项⽬。不但要研究⾼性能铝合⾦材料的强韧化机理，还

要做出产品，所以这个项⽬有的同学做理论研究，理论研究的结果指导应⽤研究的产品。既使得同学们了解

了产品从实验室成果到中试到产业化的过程和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又深化了学⽣们的团队协作意识，增强

了合作交流能⼒。这种开发这种模式从 2015 年运⾏以来，⽬前已有 8 ⼈次（研究⽣）申报了发明专利，4

项已获得授权。重要的是专利成果已经转化为产品。 

（三）研究⽣在企业做课题阶段，全程参与项⽬管理和开发，从研究⽣研究成果中提炼⼤学⽣创业训练

课题 

如上所述，研究⽣课题基本上来源于学校和企业的合作研发项⽬。学⽣开题前必须先了解⼤项⽬的来

源和项⽬背景，⾃⼰做的这⼀部分在⼤项⽬中的阶段和作⽤，到达这⼀阶段的输⼊是什么，做完这⼀阶段之

后的输出是什么，像产品在产业链中所处的位置⼀样。这样学⽣不仅仅从技术和实验⽅案⽅⾯接受了训练，

⽽且按照真正的项⽬管理那样学会了财务分析、成本控制、⼈⼒资源管理等全⽅位的训练。参加项⽬会议和

产品研发会议的同时，研究⽣还参加企业⽂化建设、⼊职⽂明礼貌沟通⽅式、管理能⼒和领导⼒培养等培训

课程，企业导师指导⼩组贯穿了研究⽣培养的整个过程。 

研究⽣创新创业能⼒的培养也延伸到了本科⽣的毕业环节和创业训练中。⽐如 14 级的研究⽣中有位同

学做的课题是 3D 打印选择新激光烧结覆膜砂的研究，同学们在后续的产品验证阶段发现如此⾟⾟苦苦研发

出来的 3D 打印材料⼀次性地使⽤后就扔掉，不仅在成本上是浪费，更重要的是还容易带来环保问题。于是

⼀道新的⼤学⽣创业训练计划项⽬就诞⽣了：“3D 打印选择性激光烧结覆膜砂的回收再⽣与循环使⽤”。这

个项⽬带动了 7 名本科⽣的创业训练，不仅完成了质量较⾼的项⽬可⾏性分析报告、创业计划书、经济分

析报告，还发表了 2 篇学术论⽂，申报了 2 项发明专利。同学们很接地⽓地体验了创业训练过程，同时也

尝到了创新成果转化和服务企业服务社会的喜悦。 

（四）懂现场、接地⽓、精打细算做开发研究⽣培养模式与成果，促使研究⽣主动到企业就业 

我们注意到⽬前硕⼠研究⽣就业的选择还是有很⼤局限性的，实际上这个问题的深层次根源在于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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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很多同学考研的⽬的就⾮常不明确，不知道本科毕业后做什么所以考研的学⽣不在少数。因此迷迷

茫茫中，他们对硕⼠毕业后的就业选择就⾮常受限。公务员、事业编仍然有很⼤的吸引⼒，有的同学宁可选

择去民办教育学校当⽼师也不愿意去企业的技术中⼼。从很多同学去了民办职业学校不到⼀年就纷纷离职

的情况来看，他们并不懂得哪⾥是最适合发挥他们作⽤的地⽅。对企业的误解和对⾃⼰能⼒的担⼼使得他

们不敢尝试，尽管他们也知道有的企业开出的⼯资⾼于⼀些职业教育岗位。 

通过上述校企结合和产教融合的培养模式，我们发现他们对于到企业就业不再那么排斥，相反对这种

利⽤⾃⼰的研究成果贡献于企业产品研发和开发市场的可能性充满了期待。⼀个很明显的⽐较就是如果⼀

个硕⼠⽣三年研究⽣期间从未去过企业，毕业后去了他的本科同学就业的企业，⽆论⼯作能⼒、技术⽔平和

沟通能⼒这个研究⽣还真⽐不过他已经有了三年⼯作经历的本科⽣同学；相反，这些接受了校企合作产教

融合模式训练的硕⼠⽣，⼀到企业就能担任中层技术管理岗位（部门负责⼈和项⽬经理职位）。他们对上能

做项⽬策划，独⽴与客户进⾏技术交流，对下能写作业指导书、能培训员⼯。重要的是他们说的是车间⼀线

⼯⼈的语⾔，⽽不是书⾯语⾔。他们能出⼊⾼规格会堂和外商交流，也能住车间⼯⼚吃⼏块钱的⼯作餐。他

们通过做项⽬和产品接受接地⽓、精打细算做产品的实操训练，并以这种⽅式直接进⼊职业岗位，⼤⼤缩短

了从⼀个学⽣融⼊社会⾛向成熟的时间，使得企业和个⼈⽣活都受益良多。 

四、下⼀步想法 

产教融合培养创新创业型研究⽣的模式，我们虽然已经进⾏了⼀些有益的探索，但仍然处在初级阶段。

能够全⾝⼼投⼊的师资⼒量较少、学⽣在创新创业培养阶段出现彷徨、犹豫、培养成果能否持续是我们⽬前

⾯临的主要困难。 

⾸先，学校仍然是培养学⽣的主战场，创新创业教育应该成为⾼校教育的新常态。我们应该学习“硅⾕

精神”，在团结、惟真、务实、创新校园⽂化基础上，建⽴合作竞争的创新创业氛围。“硅⾕精神”是⼤学校

园⽂化不断扩散、相互融合的结晶，它的精神内涵是⿎励创新、不畏风险、竞争与合作并存。⾼校之间、团

队之间、⾼校与公司、母公司与派⽣公司（或者创始⼈与跳槽者）之间，形成⼀种良性竞争和良好合作氛围。

合作促进技术交流和信息扩散，从⽽增加了竞争，在合作与竞争的环境中形成了⼀种推动创新的良性循环。。 

其次，在培养浓厚学术创新氛围的同时，建⽴强⼤的跨学科跨单位科研团队（来⾃⾼校和企业的不同学

科的团队），这样有利于⼀个⾏业产业链的全⾯提升。对于由⾼级知识分⼦组成的创新创业团队，参与和团

队合作共享的管理形式，可以充分发挥他们的⾃主创新性和⼯作积极性，⼤家既为了项⽬总⽬标⽽齐⼼合

⼒地⼯作，又在分⼯合作的过程中实现⾃⼰的专业价值。⽐如被业界津津乐道的“惠普模式”是⼀种以团队合

作、开放性和参与精神为基础的管理模式，它消除了团队成员由于层次不同所造成的障碍和信息传递的时

间滞后。跨学科跨单位科研团队从项⽬实验室研发、初试中试、直⾄产品通过市场认可，以创业型研究⽣为

主体转⼊公司模式运⾏，教授能够通过参股、技术研发和项⽬管理，继续参与学⽣的创新创业。教授参与股

权很⼤程度上增加了风险投资公司对⼤学⽣创新投资的意向。这样社会资⾦也会推动创新企业的发展。虽

然我国的⾼校建设了很多⾼科技园区，但是在⾏政管理和顶层设计⽅⾯，很少看到对⼊园企业配套⽀持特

别是在帮助创业研究⽣建⽴与⾼技术企业联系与合作⽅⾯的具体举措。因此在发现和培养创业型研究⽣⼈

才和成果⽅⾯，及时搭建⼈才、成果与投资和企业平台的联系，可以推动学⽣创新创业发展从⽽促进⾼校科

技园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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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的创新创业和团结协作精神是⾼校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将继续探讨产教融合培养创新创业

型研究⽣的模式，在不断总结、巩固阶段成果的基础上，吸引和组织更多的教授和研究⽣参与到项⽬中来，

⽆论是在培养模式探讨还是技术研发成果和转化等⽅⾯，期待更多的研究成果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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