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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满足社会发展对不同类型高层次人才培养需求，武汉大学遥感信息工程学院加强校企合作，提出从校

企共建协同培养研究生基地、导师团队模式和协同培养质量监控三方面构建校企协同培养研究生体系，

实践表明：校企协同培养研究生取得明显成效，实现了学院、企业、学生三方共赢。校企协同培养研究

生确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研究生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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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meet the needs of social development for the cultivation of different types of high-level 
talents, the School of Remote Sensing and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of Wuhan University str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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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ned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and a school-enterprise collaborative 
graduate student training system was proposed, including school-enterprise joint construction of 
collaborative graduate student training base, tutor team model and collaborative training quality 
monitoring. The practice shows that the school-enterprise collaborative postgraduate training has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 and realized a win-win situation among colleges, enterprises and 
students. It is indeed an effective graduate student training mode to train graduate students in 
cooperation with school and enterpri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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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研究生教育的快速发展，社会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逐渐多样化[1]。校企协同培养研究生模式可

实现优质资源共享，能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满足社会发展对不同类型高层次人才培养需求。因此武汉

大学遥感学院积极突破高校封闭式培养，加强校企合作，联合多家企业开展协同培养研究生模式的实践，

以企业实际技术问题为导向，开展相关合作项目研究，取得了明显成效。本文从校企共建协同培养研究

生基地、导师团队模式和协同培养质量监控等方面，介绍校企协同培养研究生体系构建及实践成效。 

2. 共建协同培养研究生基地 

遥感信息工程学院紧密结合生产实际和社会需求，积极加强与先进的企业合作，共建协同培养研究

生基地，作为校内实践的延伸和补充，按照导师团队模式协同指导研究生。学院先后与四维图新科技有

限公司、中测新图(北京)遥感技术有限责任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立得空间股份有限公司、中测晟图

遥感技术有限公司、深圳大疆创新科技有限公司、武汉市政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航天宏图信息技术股份

有限公司等开展深入合作，以共建协同培养研究生基地为依托，积极吸纳与聘任企业高级专业技术人员

担任研究生导师；以实际问题为导向，以合作的科研项目为纽带，营造良好的技术创新氛围，为提高研

究生培养质量和研究生就业质量奠定了基础。 

3. 建立协同培养研究生的导师团队 

为了充分有效地利用校企双方的人力和科研资源，提升研究生培养质量，遥感信息工程学院实行“校

企双导师”协同培养模式，即校企双方各设一名导师联合指导一名研究生。学院聘任企业优秀高级工程

师为兼职研究生导师，补充学校工程教育师资；企业通过聘请学院导师为兼职高级工程师，将协同培养

的研究生作为机动研究人员，扩充企业的研发队伍。按照企业导师主导或学院导师主导的模式之一开展

协同培养。企业导师主导模式是指依托企业资源、企业导师为主的协同培养研究生模式；学院导师主导

模式是指依托高校资源、学院导师为主的协同培养研究生模式。这样不仅充分发挥校内导师系统理论研

究及校外导师丰富实践经验的综合优势，有效构建了校内外协同培养导师团队，而且校企双方共同组建

高质量双导师团队职责分明，师生关系更加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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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师团队协同培养突破“一对一”师徒传承培养，突破高校封闭式培养，加强了校企合作，为学生专

业实践、素质提升和能力培养提供了更好的资源[2] [3]。一方面能激发研究生的科研兴趣，将理论知识与实

际应用紧密结合，有助研究生提高分析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实践动手操作能力，提高了科研项目实施的动

力和效率；另一方面，通过以实际问题为导向的科研课题，可解决企业生产中的关键问题，提升企业技术

水平和核心竞争力，促进企业健康发展。通过这种形式，校企双方人力资源实现了校企合作互惠互利双赢。 

4. 校企协同培养质量监控 

学院研究生一般在学校进行 1 年的理论与实践课程学习后[4]，校企导师团队从合作的科研项目中提

供多个具有研究价值的课题，供研究生选择。为了保证校企培养研究生的论文质量，对论文选题、开题

报告、学术交流和学科竞赛、专业实践、中期考核、学位论文等都有严格要求，以便监控。 
对论文选题，应有先进性、前沿性或新颖性，能体现研究生综合运用科学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解

决工程技术问题的能力。开题报告是保证研究生学位论文质量的重要环节，研究生应在导师的指导下，

根据所选定的课题范围，在调查研究、查阅国内外有关文献资料和理论分析的基础上撰写开题报告，交

导师团队审核。开题报告以研究生导师为主体组成考核小组进行评审。开题报告一经通过，就应按计划

进行论文工作。学位论文是研究生独立完成的且具有新见解的成果，能反映其能力和创新的科研成果，

必须是一篇完整而系统的学术论文。 
此外，研究生学习期间至少参加 5 次以上学术活动，鼓励研究生参加学科竞赛活动，学术成果和竞

赛获奖是研究生评奖的重要依据。专业实践是研究生协同培养的主要内容，要充分发挥企业导师的指导

作用，可采用集中实践或分段实践的方式，由企业导师负责安排相应的专业实践环节。 
研究生中期考核的主要目的是按照研究生培养计划对研究生培养全过程的总结、检查和考核。对研

究生政治素养、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实践技能、开题报告、学术交流与论文进展、身心状况等方面进

行综合测评，以个人总结与汇报为主。 

5. 校企协同培养研究生的实践效果 

通过校企共建协同培养基地、组建导师团队和协同培养研究生质量监控等措施，导师团队引导学生

从企业了解学科的背景和前沿，指导学生参加学科竞赛、专业实践、科研攻关和科技服务等，使研究生

能博采众长，在获得知识的同时，从实际应用出发，培养实际工作能力，加强科研成果转化能力，近 2
年学院研究生培养取得了显著成效。 

5.1. 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和就业率 

通过校企协同培养模式，研究生创新能力、实践能力明显提升。根据学院年鉴统计 2 年遥感信息工

程学院在校研究生获得武汉大学创新奖 24 人，获得国家省部级奖励 48 人，获国际、国家级各类科技竞

赛奖 15 人。研究生就业率达到 100%。由于校企协同培养的研究生基础扎实、创新能力强、能刻苦钻研，

很多毕业研究生免试直接进入国内知名企业，受到用人单位的好评。 

5.2. 促进学院学科发展 

遥感信息工程学院研究生协同培养基地成立以来，加强校企联合，引入了外部资源，拓宽了办学和

社会服务的空间。不仅提高了研究生培养的质量，而且促进了学科发展。根据学院年鉴统计 2 年横向课

题经费达到 1.3811 亿元，师生发表论文数 683 篇，其中 SCI 343 篇，EI 213 篇，专利 75 项。研发了具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工程应用新技术，成功进行推广应用，获省部级奖 10 项。遥感科学与技术专业连续两年

全球排名第一，校企协同培养研究生为学科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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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提高企业技术水平与生产效益，促进企业健康发展 

在校企协同培养模式下，学生在企业直接参与专业相关课题研究，将专业知识应用到实践中去，解

决了生产过程中的一些问题，提高了企业的生产效益；部分毕业后直接留在合作的企业公司继续参与课

题研究，确保项目进展和研发团队的稳定。对于企业而言，在协同培养过程中既可以利用高校的科技、

人才资源解决生产、管理问题，又为自身发展储备了人力资源，节约了人才招聘和培训成本，并为企业

创造了良好的效益。 

6. 结论 

遥感信息工程学院开展校企协同培养研究生的探索实践中，采取校企共建协同培养研究生基地、导

师团队模式和协同培养质量监控等措施，不仅加强了学科建设实力，提高了研究生培养质量和就业质量，

而且能解决企业工程技术问题，促进企业健康发展，实现了学院、企业、学生三方共赢。校企协同培养

研究生确是一种行之有效的研究生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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