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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针对地方高校工科研究生教育存在的创新创业能力不足这一突出问题，分析研究国内外高校工科研

究生创业创新教育现状，深层次理解了创新创业教育的内涵。结合地方高校特点，特别是我校面向石油、

冶金、环保与安全领域办学优势，通过改进人才培养方案、持续更新研究生课程、强化师资队伍建设和

导师机制、完善创新创业实验平台等科学优化措施，构建了一套地方工科“研究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

养模式和体系，从而实现培养具有较高创新精神、创业素质和创业能力的高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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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iming at the outstanding problem of insufficient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bility in en-
gineering graduate education of local universities, this paper analys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n-
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education for engineering graduate students in universitie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deeply understands the connota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Combining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ocal universities, especially the advantages of our 
university in running schools for petroleum, metallurgy,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nd safety 
fields, we have constructed a set of cultivation modes and systems for “innovation and entrepre-
neurship ability of postgraduates” in local engineering disciplines by improving the talent cultiva-
tion, continuously updating the postgraduate courses,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faculty 
members and tutorial mechanism, and perfecting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xperi-
mental platform and other scientific and optimization measures, so as to realize the cultivation of 
high-end talents with high innovative spirit, entrepreneurial qualities and entrepreneurial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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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工科研究生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培养工科研究生的综合能力以适应我国科教兴国、

人才强国战略和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其中，创新创业能力是“新时代”研究生所应具备的核心技能。

因此，如何加强工科研究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是我国工科研究生教育与培养的关键问题。 
地方高校工科研究生教育肩负着为地方建设培养高层次创新型人才的重任，关系到地方经济和社会

的持续发展，但是地方高校国内国际影响力不足、行业区域特点过分突出、学科发展不均衡等因素，致

使研究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工作受到较大制约 [1]，突出问题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2. 地方高校工科研究生教育现状分析 

2.1. 生源质量下降 

由于地方高校在办学层次、学术声誉、学科建设、培养质量等方面与重点大学之间存在较大的差距，

生源多来自本校处于中等水平的学生或较低水平本科院校的毕业生 [2]。特别是，随着近年我国研究生培

养规模迅速扩张，研究生数量急速膨胀，更是加重了地方高校生源质量下降这一现象 [3]。 

2.2. 教学内容、方法和教学模式有待改进 

在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等多项新兴技术强烈冲击传统领域学科的时代背景下，以我校为代表

的地方高校，教学课程体系、教学计划等设置欠合理，缺乏创新创业类课程，且部分教学内容陈旧，跟

不上时代发展的最新行业要求 [4]；学科分立建制，学科专业过分细化，导致知识“隔绝”甚至“割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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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出的学生知识构成体系相对单一，无法满足科研及工程技术发展的需要。 

2.3. 创新创业实践平台与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有待提升 

创新创业实践平台建设是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重要支撑，然而地方高校的创新团队和创新平台不

足，在基础理论、原创算法、高端芯片、人工智能等方面突破较少。研究生数量的迅速增加使得地方高

校有限的创新创业实践条件在研究生的创新创业实践能力的培养上显得更加捉襟见肘。工科研究生的培

养依赖于跨学科、跨领域的协同合作，需要融合基础与应用于一体，适应当前社会产业结构转型对高层

次创新的需求。然而，高校没有建立起基于项目的跨学科、跨校的科研合作网络，高校和企业的产学研

合作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和有效的人才培养创新平台 [5]。 

2.4. 研究生创新创业氛围不浓厚 

工科研究生创新能力的不断提高在于自身要有创新意识和动机，并且形成创新氛围。但目前地方高

校工科研究生由于受社会多元价值观和就业压力形势严峻的影响，读研或是就业的“敲门砖”或是逃避

现实的“麻醉药”，真正热衷科学研究的学生很少，导致创新氛围不浓 [6]。 
学术交流和学术报告活动是研究生获取前沿信息、拓宽视野、活跃思维重要渠道，也是提升研究生

科研能力和创新能力重要途径。由于地方高校受到经费投入等多方面的制约，研究生缺少展现科研创新

能力、学术观点和研究成果的舞台。此外，部分研究生独立承接科研项目的能力不足，或者是由于科研

设备、经费有限，只能进行简单的实验操作，研究生自身对科研缺乏客观性认识。 

2.5. 导师指导方面综合能力有待加强 

有研究表明，导师是影响研究生培养成效最为关键的因素，决定着研究生创新能力发展的可能“高

度” [7]。从知识结构到思维方式，从学术领域到研究着力点，从研究生参与学术活动到确立科研方向，

导师对研究生创新能力培养起着指引作用，因此只有高水平的导师队伍，才能培养出创新型研究人才。

但目前，导师水平参差不齐，部分导师或学术水平不高，或不依托学校特色优势，固守自己原有的知识

体系和技术领域，对多学科交叉融合领域技术的探索能力和融合意识较淡薄，不利于培养出视野开阔的

学生，直接或间接导致研究生创业意识不足、创新能力匮乏。 

3. 提升地方高校工科研究生创新创业能力的措施与方案 

重庆科技学院是一所以工为主，以石油与化工、冶金与材料、机械与电子、安全与环保为特色，行

业优势突出的高等学校。2014 年学校紧跟行(企业)的特殊需求，以“服务特需、突出特色、创新模式、

严格标准”为指导思想，率先在全国开设油气在线分析与控制工程方向专业学位研究生，为国家和重庆

市石油行业以及安全领域培养急需的、具有较强项目管理和实践创新能力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我校一方面为了积极应对目前地方高校工科研究生教育现状中存在的问题，一方面更好的支撑智能

油气行业发展，进而提升研究生的创新创业能力，从以下几方面进行了探索，如图 1 所示。 

3.1. 持续改进人才培养方案 

针对油气在线分析与控制工程方向研究生的培养，我校与重庆梅安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雪铁龙、

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等研究所和企业单位建立长期合作关系。通过邀请院所和企业相关领域的专家

学者积极探索研究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机制，共同制定研究生培养方案。 
考虑到前期油气在线分析与控制工程方向的培养方案中关于人工智能课程较弱，培养的研究生难以

更好的服务于智能油气田建设。为此，在新的人才培养方案中增加了面向智能油气行业的人工智能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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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传感技术、电子技术、计算机技术、信息处理技术、控制技术、人工智能为基础，聚焦油气能源领域，

围绕我国经济结构调整对节能降耗、质量提升、治污减排的迫求需求，对生产过程有关成分、结构、状

态、纯度等参数进行实时监测，研究和开发先进的在线分析智能系统，满足现代企业对先进控制系统的

需要，实现了校内导师对研究生基础理论培养和企业导师对研究生工程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 
 

 
Figure 1. Initiative to cultivat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bility of postgraduate students 
in the direction of oil and gas on-line analysis and control engineering 
图 1. 油气在线分析与控制工程方向研究生创新创业能力培养举措 

3.2. 不断优化课程体系与课程内容 

课程是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是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最为重要的依托。当前研究生课程普遍存在以

下问题：学科交叉和融合度低，限制研究生学术创新能力与科研能力的发展 [8]  [9]；课程内容较传统，“新

时代”工业背景下的新业态中的高精尖技术、先进思想及科研平台未能在课程教学中得到充分的普及和

应用。针对这一问题，在课程设计上根据学科的交叉性和融合性，加强交叉、边缘性学科课程的设置，

以体现前沿性和国际性；根据课程的发展性、创新性和学生的兴趣，设置丰富多彩的选修课，适当加强

“互联网+”和“人工智能+”课程的比重。此外，我校在人才培养顶层设计下，形成了以学生为中心推

进的“四大体系”建设，即重构课程体系、升级资源平台体系、优化创新创业体系、完善评价考核体系

等四个方面。其中，重构课程体系的关键在于“模块优化、内容迭代和教材更新”三个方向，为培养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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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工程应用和创新创业能力的高素质研究人才奠定了基础。 
 

 
Figure 2. Curriculum for on-line oil and gas analysis and control engineering 
图 2. 油气在线分析与控制工程课程体系 

 

为达到研究生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目的，课程体系与课程内容逐渐迭代更新，目前包括基础理论、

控制算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等课程(如图 2 所示)，且这些课程内容深度融合了企业和导师的研究成果

案例。① 基础理论课程有油气在线分析理论与方法、油气生产过程在线分析系统、电气设备状态检测与

故障诊断等；② 控制算法有现代控制理论、智能控制技术、自动控制原理、机器人控制技术、算法设计

与分析等；③ 集成硬件电路有数字集成电路设计；④ 人工智能课程有智能感知技术及应用、工业机器

视觉及应用、人工智能原理及应用等；⑤ 其他类有双碳研究专题、大数据创业、专业实践、学术交流与

拓展交流等。这些课程为学生解决目前油气生产过程有关成分、结构、状态、纯度等参数进行实时监测，

研究和开发先进的在线分析智能系统，以满足现代企业对先进控制系统的需要奠定了完整的知识架构。 

3.3. 强化师资队伍建设和导师机制 

在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上，建立一支面向油气在线分析与控制工程的高素质创新创业教育研究生导

师团队，传授创新创业知识，提高创新创业技能。一方面，结合人才培养方案聘请符合导师资质的且具

有相关研究方向的企业优秀人才、海外青年为学校导师，并实行“双导师”和团队责任制 [10]。近三年来，

共引进 24 名具有博士学历的青年教师，其中 2 名具有海外学习工作经历。 
在制定相关课程内容和案例、教学方法、研究方向、研究课题计划、拟定毕业设计时，做到课程内

容和研究课题不脱离实际问题。合作的双导师培养模式有效避免了学生闭门造车，能够让学生们提前参

与企业研发，从而将课程内容、研究课题和产品研发深度融合，尽快实现科研创新成果转化为生产力。

另一方面鼓励校内年轻导师参加生产实际技术难题攻关，通过结合相关企业存在的技术问题，开展技术

攻关，一方面增强了导师解决现场实际工作经验，另一方面拓宽了青年教师的视野，为后续的研究生创

新创业培养起到指导性的作用。 

3.4. 建设创新型开放式实验室 

增设培养学生实践技能和创新实践的培养环节，搭建研究生开展创新、创业活动的开放式实验室，

并加强各级研究生创新项目的设立，为学生提供创新创业平台。目前，我校利用中央和地方共建资金先

后投入 1100 万建设“流程工业在线智能分析仪器试验基地”，主要包括气体在线分析实验室、油气工业

污水检测预处理实验室。此外，通过整合校内资源，建成了“工业过程在线分析与控制”重庆市高校重

点实验室和“工业在线分析与大数据应用”重庆市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以及“在线分析与工业大数据协

同创新中心”等实践平台和创新中心，使学生不受时间、场地的限制，能自己支配时间开展创新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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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创业实践。 
另一方面，利用导师或学校与研究院所和企业单位的技术开发合作关系，建立稳固、持久、深度合

作的校企联合培养研究生实践基地，鼓励支持研究生深度参与行业交流或挂职锻炼 [11]；在企业内部搭建

实验平台，联合企业导师共同提升研究生的工程实践与创新创业能力，实现人才培养、科研成果及其转

化的互动。 

3.5. 以赛促创，加强研究生创新创业实践 

把创新创业实践作为创业创新教育的重要延伸，通过举办和组织学生参加“互联网+”、“人工智能

+”创业创新大赛、中国研究生电子设计竞赛、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挑战杯、校内外“双创”竞赛，

提升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导师带队组织学生参加“中国高等院校电力系统及其自动化专业学术

年会”、“IEEE ICCI*CC”、“中国仪器仪表学术年会”“The 2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and Robotics”和“The 4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Electrical 
Engineering and Control Technologies”等国内外学术会议交流、校内外学术论坛和讲座等，鼓励学生做学

术报告，为学生营造创新创业氛围。鼓励研究生积极参与面向区域创新体系建设和产业发展需求的科研

活动，使研究生的在校培养与未来职业发展更好的得以衔接。 

4. 提升地方高校工科研究生创新创业能力的成效 

4.1. 创新创业项目 

自 2020 年改革以来，我校电气工程学院的研究生积极参加了全国研究生创新实践系列活动，并在中

国研究生电子设计竞赛三等奖、全国研究生数学建模竞赛二等奖、蓝桥杯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业人才

大赛二等奖、全国大学生嵌入式芯片与系统设计竞赛三等奖、台达杯国际高校绿色智造竞赛一等奖等。

其中，2022 年获得第八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铜奖。 
我校研究生在创新创业方面表现突出，近三年来，“基于深度域适应的有杆抽油系统故障诊断方法

研究”、“基于 loRa 的环境监测系统设计”等 45 项创新项目获批重庆市研究生科研创新项目。在创业

方面，我校研究生带领团队创建了重庆小弗科技有限公司、重庆胜氟拓新科技有限公司等以从事研究和

试验发展为主的企业。 

4.2. 科研成果突出 

近三年，我校电气工程学院的研究生科研热情日益高涨，以主研人员参与导师省部级项目和横向项

目，极大锻炼了学生解决科学问题的能力，且在导师的组织下积极参与“中国高等院校电力系统及其自

动化专业学术年会”、“IEEE ICCI*CC”、“中国仪器仪表学术年会”等国内外学术会议，并作相关课

题的研究报告。学生依托校、企这两大实验平台，申请发明专利约 40 余项，授权发明专利 9 项，软件著

作权 50 余项，在《Adsorption Science &Technology》 《ACS omega》 《Applied Surface Science》 《Langmuir》
等国际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30 余篇，有成果的学生占比约 80%，且呈逐年上升趋势。 

4.3. 就业率上升 

在一系列的举措下，培养的学生毕业后走向石化、仪器仪表、电子、军工等国家各个行业领域，极

大拓展了学生就业面。通过对油气分析与控制工程方向毕业生就业调查显示，研究生就业率显著提高了，

且 2021 年和 2022 年就业率均实现了 100%就业。其中，学生就业率中石油、中海油，中石化等石油行业

占比达约 40%；在重庆川仪自动化股份有限公司，雪迪龙，青岛盛瀚等仪器仪表行业的占比约 30%；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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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长鑫存储等电子行业的占比约 20%；在青山工业等军工及其他集团的占比约 10%。培养的学生逐渐

成长为这些科研院所和企业单位的骨干人员。 

5. 结束语 

本文针对地方高校工科研究生教育存在的创新创业能力不足这一突出问题，重点从培养方案、课程

体系、实验平台、师资队伍、学科竞赛等方面对提高地方工科研究生创新创业能力建设进行了实践和探

索。 
依托我校面向石油、冶金、环保与安全领域办学优势对接“油气在线分析与控制工程”的人才培养

方案并持续改进。围绕石油与天然气、人工智能等工程领域构建“油气在线分析与控制工程”方向的课

程体系，建立由基础理论、算法、集成硬件电路和人工智能类课程组成的教学体系，并对教学内容和手

段进行优化更新调整。结合人才培养方案聘请符合导师资质的且具有相关研究方向的企业优秀人才、海

外青年为学校导师，并实行“双导师”责任制，建立一支高素质创新创业教育研究生导师团队，传授创

新创业知识，提高创新创业技能。搭建创新、创业活动的开放式实验室，建立稳固、持久、深度合作的

校企联合培养研究生实践基地，提升研究生的工程实践与创新创业能力，并以赛促创，加强研究生创新

创业实践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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