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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研究生导师队伍是决定研究生培养质量的关键，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目的是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更重视工程实践。文章以重庆科技学院为例，分析了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特点和

研究生校外导师队伍存在的问题，在专业学位研究生校外导师队伍建设实践中通过遴选、使用、激励和

考核制度优化，促进研究生校外导师队伍的制度建设和平台建设，打造了一个工程实践经验丰富、专业

能力强的研究生校外导师队伍，极大地提高了我院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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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eam of postgraduate supervisors is the key to determine the quality of postgraduate educa-
tion. The purpose of professional postgraduate education is to cultivate high-level applied talents, 
and the education of professional postgraduate attaches more importance to engineering practice. 
Taking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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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acteristics of cultivating graduate students of professional degree and the problems that ex-
ists in the team of off-campus tutors. In the practice of the team construction of off-campus tutors 
in professional degree graduates,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platform construction of the team 
of off-campus tutors in graduate students are promoted through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selection, 
use, incentive and assessment system. It has created a team of off-campus supervisors with rich 
experience in engineering practice and strong professional ability, which has greatly improved the 
training quality of professional degree graduates in our colle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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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现状 

我国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始于 1991 年。自 2009 年起，我国开始推行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

“双导师制”的培养方式。2011 年 29 个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指导委员会成立。2017 年，招收专业学

位硕士研究生 40.2 万人，占硕士研究生招生总数的 55.7%。至 2019 年，累计授予硕士专业学位 321.8 万

人、博士专业学位 4.8 万人，针对行业产业需求设置了 47 个专业学位类别，共有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5996
个，博士专业学位授权点 278 个，基本覆盖了我国主要行业产业，部分专业学位类别实现了与职业资格

的紧密衔接。2020 年 9 月 25 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发展方案

(2020~2025)》(以下简称方案)，方案指出，到 2025 年，将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规模扩大到硕士研究

生招生总规模的三分之二左右[1] [2]。 
在新工科背景下，培养能够适应和满足行业发展需求的应用型研究生，既是我国全面推进工业转型

升级的需要，也是各个高校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的需要[3]。专业学位研究生，即俗称“应用型研究生”，

区别于一般意义上侧重理论、学术研究的学术学位研究生教育[4]。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旨在培养高层次

应用型人才。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将成为培养高层次应用型专门人才的主渠道。 

2. 专业学位研究生“双导师”培养 

研究生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最高层次的教育，是培养高层次人才的主要途径。我国的研究生培养(包
括专业学位研究生)普遍采用导师负责制，导师是研究生教育的第一责任人，在研究生培养期间导师是研

究生学业发展和科研探索的指导者和引路人，同时也是研究生学习过程中接触最多的人，导师的价值取

向、治学态度、人生态度对研究生具有重要的师范作用[5] [6]。由于研究生导师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重要

的作用，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的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核心和关键，一流的研究生导师才能培养出卓越

的研究生[7]。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更强调工程实践能力，强化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导师队伍的建设，是

提升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的重要内容[8] [9]。结合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目的，国家鼓励各地各培养

单位设立“行业产业导师”，推动培养单位和行业产业之间的人才交流与共享，健全行业产业导师选聘

制度，构建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的双导师制是打通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和行业需求的有力途径[10]。 
所谓“双导师制”就是一个研究生有两个导师。原来的研究生每人只有一个本校的导师，而“双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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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就是校内一个导师，校外一个导师，或者校内双导师[11] [12]。为更好地适应国家和社会对高层次应

用型人才的迫切需要，教育部出台《教育部关于做好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若干意见》，

决定逐渐将硕士研究生教育从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向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转变[12] [13] [14]。现在很

多高校的研究生培养都建立了校内外双导师制，以校内导师指导为主，校外导师参与研究生培养的实践

过程、项目研究、课程与论文等多个环节的指导工作[15]。通过双导师制，除了在校内有一支较强的师资

队伍以外，在校外再聘请有学识、有经验、有业绩的成功企业家、管理者或技术专家做兼职导师。在校

内导师和校外导师联合指导下，培养研究生实践研究和创新能力，增加实际工作经验，缩短就业适应期

限，提高专业素养及就业创业能力。 

3. 校外导师队伍的现状 

近年来，随着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在我国的蓬勃开展，越来越多学校开展了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

“双导师制”，校外兼职导师这一群体迅速壮大。一般来说，研究生校外导师要求具有硕士或以上学位，

同时具有高级职称，有丰富的企业管理经验并对企业管理有深入的研究和见解，有论文或著作发表，在

社会上有一定的影响和知名度。并且相关学校对于研究生校外导师遴选有较为一定的程序和要求，研究

生校外一般要求有丰富的实践基础、研究基础和组织基础，例如：校企共建平台、共建研究生联合培养

基地、研究生实习等。 
通过作者对国内部分高校研究生校外导师队伍的调研发现：尽管大部分学校在研究生校外导师遴选

和管理上均制定了相对规范的制度，但是在实践过程中仍然存在以下一些问题，其中较为典型的问题为：

1) 校外导师的遴选重聘任形式、业务能力，轻使用过程；2) 校外导师考核形式大于内容，甚至没有完善

的评价制度；3) 校外导师在研究生论文学术评价等方面的地位不明确，缺乏开展工作的保障制度；4) 校
外导师指导意识不强，缺少激励措施；5) 高校不是校外导师管理的主体，校外导师的主要精力花在完成

本职工作上。 
针对专业学位研究生“双导师制”培养过程中存在的“双导师制”多流于形式，导师之间合作意识

不强，校外导师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等问题。校外导师作为“大学围墙之外的特殊队伍”，专业学位研

究生校外导师如何看待自身在多重力量制约下所形成的权责关系，以及如何开展指导工作，如何对这一

群体进行科学化的有效管理，并最大限度地发挥校外导师的积极性，这些问题是在实践层面值得深入研

究的问题。 

4. 校外导师队伍建设创新实践方法 

解决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过程中校外导师队伍存在的问题，是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因素。以

重庆科技学院为例，在进一步提高专业学位研究生校外导师队伍建设实践过程中，首先通过梳理校外导

师选聘的主客观因素，完善校外导师遴选聘任办法，选聘能够实质指导的校外导师；随后梳理校外导师

激励和考核的现状，完善校外导师的激励考核方法，增强校外导师的指导意识，并进行实质性考核，保

障校外导师在关键指导环境的权威性，充分发挥校外导师作用；第三，理现有制度的缺陷，完善校外导

师队伍建设各项制度，特别是指导制度，保障校外导师在关键指导环境的权威性，充分发挥校外导师作

用；第四，完善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导师团队等平台，使校外导师的管理主体和人才培养相统一，更

有利于校外导师开展人才培养工作。 
在完整梳理研究生校外导师队伍的基础上，关注校外导师遴选–使用–激励–评价全过程，特别研

究制度保障在整个过程中的作用和平台的支持作用。具体实践方法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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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practic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off-campus 
tutor team  
图 1. 校外导师队伍建设实践方法示意图 

 
1) 遴选。在研究生校外导师遴选过程中，重点分析企业专家成为校外导师的主客观原因，侧重对校

外导师学术能力、思想品德、爱国奉献等方面的考察，并根据实际情况分析其时间精力是否满足指导研

究生的要求。在研究生校外导师遴选方面，形成了《重庆科技学院硕士研究生指导教师管理办法》，明

确了研究校外导师的任职条件、遴选条件。符合申报条件并经本人申报的校外导师与学校签订为期 5 年

的聘用协议。 
2) 激励。在研究上校外导师工作激励方面，结合研究生校外导师的工作价值目标和人才培养激励机

制。将校外导师的激励的规范化、标准化，强化激励的可执行性，明确校外导师的职责、权利以及管理

考核要求。对实际指导研究生的校外导师，每月发放一定的指导费，对实际来校开展指导和学术讲座的

校外导师按次发放津贴，校外导师参与研究生招生复试、课程教学、论文答辩等工作，其津贴按当年学

校平均学时津贴标准的两倍核发。 
3) 使用。在校外导师具体指导研究生过程中，根据校外导师职责，重点考察校外导师对研究生培养

的参与度和贡献度，强化过程管理等。对在协议期内没有指导研究生的校外导师聘期自动终止；同时对

于在研究生招生、考试、培养鉴定及评优评先等工作中违反保密规定、徇私舞弊，违犯国家法律、法规

受到刑事法律制裁，违反学术道德，违反师德师风造成严重后果，所指导的研究生存在学术不端，导师

失察并造成不良影响，或不参加年度考核的直接取消导师资格。 
4) 考核。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明确考核内容、考核形式、质量监控，并且根据具体情况动态调整

和实时改进考核机制。在研究生校外导师考核方面，重点考核研究生导师的科研情况和对研究生指导情

况等方面。其中对科研情况的考核，学术学位导师侧重学术水平及成果，专业学位导师侧重横向课题开

展及成效，导师考核由导师自评、研究生评价、培养学院考核三部分组成，分别占比 10%、50%和 40%。

考核结束后学院公示五个工作日，同时考核材料需提交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审定。无故不参加考核的取

消导师资格。 
5) 制度。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充分调研校外导师队伍建设与管理制度、校外导师考核及激励制度

以及学生管理制度，研究学校、校外导师、学生三方的责、权、利在制度中的体现，规范校外导师指导

环节。 
6) 平台。在研究上培养平台方面，通过对平台的形式、平台对校外导师指导过程的支撑作用，平台

的运行机制等开展调研，强化平台对校外导师参与实质性工作的支持等。建立了重庆科技学院-中冶赛迪

公司共建重庆市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等平台，极大地提高了研究生导师的工作积极性，促进了校外导师

和校内导师指导的无缝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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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校外导师队伍建设创新实践效果 

针对研究生校外导师团队建设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经过以上的创新实践后，我校专业学位研

究生校外导师队伍和研究生培养方面均取得了较好的结果，具体如下： 

5.1. 研究生校外导师队伍总体素质提升 

我校在实践过程中不断优化研究上校外导师队伍建设，经过几年的实践，近三年平均每年新增 20 人

左右，终止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 13 人，现在已经形成了一支人数规模达到 137 人的研究生校外导师队伍。

从年龄层次上来说，我校主动终止了部分年龄较大的校外导师，现有的校外导师均在 57 岁以内，能保证

研究生在校期间指导工作的正常开展；校外导师来自不同的单位，要么具有丰富的企业运营和管理经验，

要么是具有丰富的实践基础和工程背景，在校内和校外导师共同指导下，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能

够得到充分锻炼；在学生指导方面，形成了学生和校外导师定期交流的制度，通过适当的激励，几乎每

周都有校外导师来校开展讲座，强化了对学生的指导；。这样一支强大的研究生校外导师队伍极大地支

持了我校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 

5.2. 研究生培养质量提升 

 
Figure 2. The employment destination distribution of graduate students in recent two years (a) 2018 
grade and (b) 2019 grade 
图 2. 我校研究生近两年就业去向分布(a) 2018 级；(b) 2019 级 

 
研究生的就业情况是衡量研究生培养质量的重要指标，我院 2018 级和 2019 级毕业研究生的就业情

况如图 2 所示。2018 级毕业生有超过一半就业单位为私营企业，近三分之一就业单位为国有企业，事业

单位和读博人数比例均为 9.1%；2019 级研究生毕业去向国有企业占比为 43.3%，事业单位占比 20%，升

学为 10%，其中升学的学生不乏萨马拉国立研究大学等国内外名校。从近两年研究生毕业去向可以看出，

更多学生毕业后去往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同时选择继续读博深造的人数也逐步增加，更多的学生去往

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表明了我校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提升，更多学生继续深造表明学生对于科研的

创新能力被激发。通过对 2018 届和 2019 届学生毕业去向分析表明：与 2018 级相比，我院 2019 级研究

生的培养质量得到提高。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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