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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军地联合是国防现代化建设的发展方向，培养军地联合开放型研究生是未来军队研究生人才培养的必然

选择。依据军队院校研究生培养现状，分析了现有模式下研究生培养的一些问题；针对导师组培养模式

的特点，提出了导师组模式下的军地联合开放型研究生培养机制，主要包括军队院校与优质地方大学联

合培养、军队院校与地方企业、工厂联合培养以及军队院校与地方科研单位联合培养三种模式，并对这

种培养机制的有效性以及优势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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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ilitary-civilian alliance is th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national defense modernization, and 
the training of military-civilian alliance open postgraduate is an inevitable choice for future mi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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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y postgraduate personnel training.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ostgraduate training 
in military academies, this paper analyzes some problems of postgraduate training under the ex-
isting model;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entor group training model, then proposes 
the open postgraduate training mechanism of military-civilian alliance under the mentor group 
model. It mainly includes three modes: joint training between military academies and high-quality 
local universities, joint training between military academies and local enterprises and factories, and 
joint training between military academies and local scientific research units, and the effectiveness 
and advantages of this training mechanism are analyz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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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军地联合是一种院校与军工企业合作培养高层次应用人才的模式。其培养过程最为突出的特点是教

学科研与生产开发紧密联系，无论是在专业方向、课程设置、课题研究上，还是在导师的指导方式上，

都体现了这一特点，这种模式发展到后期被称作产学研结合模式。 
院校和科研院所二者均为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基地，院校有良好的教学资源，但科研资源紧张；与之

相反的是，科研院所在科研项目和经费上较为充裕，却面临繁重的科研任务，苦恼尚无独立的研究生招

生资质，迫切希望能够吸收有理论和科研基础的研究生加入，从而缓解科研压力。因此，二者相结合，

发挥各自的优势，取长补短，既能有效提升科研能力，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同时还能在联合培养中增

强交流，提高自身综合实力。 
顺应新时代改革发展潮流，军队院校的人才培养模式也将迎来一场深刻变革。研究生教育作为军队

院校最高层次的学历学位教育，在院校调整改革的背景下，也是值得重点关注研究的[1]。军地联合式发

展是强军之道，是兴国之策。按照“能打仗、打胜仗”的要求，探索建立适应我国国情军情特点的研究

生人才军地联合培养体系，不断创新研究生培养机制，对深化军事斗争装备保障准备、推进装备保障转

型建设，实现“战斗力”和“生产力”双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2. 研究生培养模式问题分析 

受研究生培养机制和思想认识的限制，目前我军研究生的培养模式相对封闭。一方面，院校与部队

的人才交流特别是研究生层次的交流还不通畅。研究生缺乏参加部队演习、实习的机会，即使有机会，

由于研究生对部队实际情况知道甚少，不能做到学有所用。另一方面，研究生了解国内外最新动态信息

的渠道也不够通畅，参加各种学术交流、访问的机会少，这与军队提出的研究生培养模式向开放多元转

变的要求不相适应。导师制作为研究生教育制度的核心因素，纵观我军研究生导师制度和教育现状，还

存在一些问题需进一步完善。 
目前，研究生的培养模式往往是一个研究生对应一个导师，在存在课题组的情况下，可能存在副导

师指导研究生。但是，这种一一对应的关系，在提升研究生科研能力方面，有诸多不利的因素。首先，

研究生研究的课题有时与导师深入研究的方向并不一致，这使得导师无法有效指导研究生进行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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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研究生耗费了大量的时间却获益甚少。其次，导师往往在一个部门任职，研究生在学习过程中需要

培养多种能力，这需要有不同的环境与不同的任务，这些导师往往难以提供给研究生。再者，研究生在

学习研究过程中需要使用大量的科研资源，在很多时候，这些资源导师不能提供给学生，使得学生耗费

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去获取资源，这并不利于学术研究。 

3. 导师组培养模式的特点 

针对上述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诸多问题，采取导师组模式进行研究生培养就会取得良好的效果。

导师组由不同知识结构与研究方向的人员组成，组成导师组有利于开拓思维、开阔视野，在研究工作上

也具有互补性。采用导师组培养模式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 不同知识背景和能力专长的导师组成导师组，改变了过去单一导师指导下带来的知识面不宽的现

象。研究生可以在不同的导师处接触到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手段，拓宽知识面；研究生还能在学习内容、

科研方法等方面吸收不同导师的特长，开阔研究思路，促进学术创新。 
2) 导师组不同的导师具有不同的学科背景，将研究生置于多学科环境中进行培养，有利于研究生进

行理论知识、研究方法与思维方式的综合集成，加深对不同领域的了解，集各学科之所长，有利于研究

生发现新思路。 
3) 研究生在以后工作过程中解决问题需要运用多种能力，这需要研究生在学习过程中在不同的环境

中锻炼。导师组中不同导师有不同的工作环境，拥有不同的学术资源。利用导师组培养研究生，不仅有

利于研究生培养解决问题的能力，更有利于研究生高质量地完成自己的课题研究，为以后的部队任职奠

定良好基础[2]。 
采用导师组模式培养研究生应当选取院校的相关人员作为主导师，即导师组组长。其他导师采用协

议的模式。这样既使得各导师产生对研究生进行培养的义务，有利于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又使得各导师

在协议中可以互利共赢。 

4. 军地联合研究生培养机制对策 

军队院校主要培养复合型军事人才，要求军校研究生能够学以致用、指技合一，利用自己在军校所

学到的知识和技能充分为部队服务，为国防事业的发展尽职尽责。但是，军校作为部队环境，在培养科

研人才方面存在环境更为封闭、培养模式更为单一等问题，且相当数量的军队院校在科研力量方面不能

完全满足研究生培养的需求，因此，采取导师组模式下培养军地联合的培养机制更加有利于研究生的培

养。从我军实践来看，重点要创新和完善三种模式。 

4.1. 军队院校与优质地方大学联合培养模式 

军队院校在培养研究生方面，存在环境封闭、科研力量不足等问题。针对这一问题，利用军队院校

与地方大学结合的模式，采取军队院校与地方大学多导师培养机制。由于军队的相关制度，军队院校研

究生作为军人身份，在学习研究过程中有时不能参与相关的学术会议以及高端论坛。在平时学习过程中

也往往难以与地方相关单位进行交流，地方的新型技术不能及时流入军队院校。采取军地联合导师组培

养机制[3]，有以下优点： 
1) 充分利用学术资源，加强科研力量培养。 
军队院校研究生在学习研究过程中往往需要解决诸多学术问题、科研难题，而很多军队院校往往不

具备解决问题所需条件。采取军地联合培养，学生可以获得更多的科研资源，更有利于解决研究中出现

的问题。举例说明：工科院校的诸多研究生在完成研究课题的过程中往往需要进行相关实验，但由于实

验仪器昂贵、科研经费不足等诸多问题，很多学生往往难以及时有效地采取实验解决问题。而地方诸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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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一流”院校等科研单位拥有良好的实验条件，通过军地联合培养，军队院校研究生同时拥有了多种

科研资源，能更有效率地完成实验，从而节约了大量的时间，可以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下步的科研工作

中，从而提高了研究生培养质量。 
2) 深度进行沟通交流，强化信息渠道畅通。 
军队院校相对封闭的环境决定了军队院校与地方部门信息交流渠道不宽的现状，往往地方新兴产业

的诸多技术流入到军队院校都有滞后性。采取军地联合培养，采用“引进来”与“走出去”两种模式培

养研究生，可以有效加强军队院校与地方的沟通。一方面，让军队院校研究生“走出去”。军队院校研

究生在军地联合培养的机制下可以有效学习地方的各种新技术，为科研能力提升奠定更好的基础。同时，

军队院校研究生有更多机会参与到地方诸多高质量的学术活动中，可以提升自己诸多能力。另一方面，

将地方优秀研究生“引进来”。地方的优秀研究生在地方受到了良好的培养，在诸多科研能力上甚至超

过了军队院校研究生。引进优秀的地方研究生，为军队院校补充新鲜的血液，不仅可以有效提升军队院

校研究生的科研动力，更能在军校的课题研究中与军队院校研究生相互交流，共同提高，起到“鲶鱼效

应”的作用，强化军队院校研究生培养质量。 

4.2. 军队院校与地方企业、工厂联合培养模式 

在军校紧张严谨的学术氛围下，军队院校研究生往往都能掌握扎实的基础知识，在课题研究方面也

能提出一些思路。但是，受到军队院校封闭环境的影响，军队院校研究生往往难以学以致用，没有将知

识转化为实用的技能。并且，由于没有参与实际工作，在完成科研课题时往往容易出现思路不宽、科研

意识不敏感等情况。采取军队院校与地方企业、工厂等联合培养研究生，不仅有利于解决上述问题，还

有利于弥补军队院校与地方企业、工厂的缺陷，出现互利模式。 
军队院校是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基地，而地方企业、工厂等经常出现高质量人才缺口现象。军队院校

有良好的教学、科研资源，但项目少，研究生能直接参与的实际活动少；与之相反的是，地方企业、工

厂在经费上较为充裕，却面临繁重的生产制造任务，苦恼没有相关机构为自身输送高质量人才，迫切希

望能够吸收有理论和科研基础的研究生加入，从而缓解生产压力。因此，二者相结合，发挥各自的优势，

取长补短。一方面，军队院校研究生在地方企业、工厂学习过程中不仅能掌握诸多实用技能，为今后对

部队服务奠定良好的基础，而且能有效提升科研能力，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同时，在企业、工厂进行

学习的研究生可以利用相关的优良资源，极大地缓解研究课题上经费不足的问题。此外，通过军队院校

与地方企业、工厂的联合培养，可以解决地方企业工厂人才缺口问题，与地方企业、工厂建立良好的关

系，在某些科研项目上可以寻求相关企业、工厂的经费支持[4]。 

4.3. 军队院校与地方科研单位联合培养模式 

地方科研单位是学术研究的前线单位，包括研究所、实验室以及试验站等等。地方优质大学的研究

生在毕业以后，往往都被这些单位吸收，奋斗在科研的第一线。部队在诸多方面有科研需求，如武器装

备的研制更新、维修保障、改装设计等，后勤保障方面的需求更是数不胜数。但是，由于部队处于比军

队院校更加封闭的环境中，使得诸多需求并不为人所知。在需求紧急时，再组织相关人员研究使用，会

造成大量人力物力的浪费。但是，采取军队院校与地方科研单位联合培养研究生的模式，能在一定程度

上有效解决这个问题[4] [5]。 
军队院校往往比地方更加了解部队的相关需求，而军队院校研究生研究的相关课题也都是与部队需

求相关的。通过军队院校与地方科研单位联合培养研究生，一方面，研究生利用地方科研单位的优质资

源解决问题，不仅可以学到更多有用的知识与技能，利于以后服务部队，而且军队院校研究生在地方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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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单位这种更加宽松的环境下将拥有更多的交流机会，对自己能力的培养大有裨益。另一方面，地方相

关科研单位通过研究生交流这一渠道，可以充分了解部队的相关需求。以需求为牵引，不仅有利于自身

确定课题、申请项目，而且可以提前对部队的需求进行研究，形成较为成熟的技术储备，方便在部队急

需时向部队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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