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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professional characteristics of geological engineering discipline, this paper ana-
lyzed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program of graduate level excellence engineer. The raining 
objective and training model were discussed. The achievements of the Industry-Teaching-Research 
collaboration outputs were divided into a certain number level, from basic level achievement to 
high level achievement. It is considered that the aim of graduate level excellence engineer pro-
gram is training inter-disciplinary talents both of application and innovation. The training model 
should be the combination of school and enterprise, and execute double tutors system. The bases 
of industry, teaching and research be built should include different professional directions and the 
achievements of outputs should aim to high level. Furthermore, some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
ward to building the base of industry, teaching and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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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根据地质工程学科领域的专业特点，分析了目前研究生层次卓越工程师计划运行中存在的不足，探讨了

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将“产学研”合作的产出成果划分为基本成果~高水平成果若干等级，认为研究

生层次卓越工程师计划应以培养高水平的“应用”与“创新”兼备的复合型人才为目标，建立校企联合、

校内和校外双导师制的培养模式，建设涵盖不同专业方向的“产学研”基地，争取取得高水平的产出成

果，并对“产学研”基地建设提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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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卓越工程师计划(全称：教育部“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是一项关系国家长远发展的教学改革项

目，是各高校自愿参加的质量工程项目，是工程教育教学改革的突破口，其改革的目标主要是着力提升

学生的工程素养，着力培养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1]。传统的理工科硕士研究生培养主要是以教学加毕业

论文为主的培养模式，这种培养模式常常与实际生产需要相脱离，导致工科研究生大多书本知识丰富，

但工程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不足[2] [3]。这样的研究生培养现状与社会经济发展不相适应，所以急需开展

针对性的教育研究与改革。近年来，部分高校通过理论与实践教学环节的改革，在课程体系、考核方式、

综合素质教育等方面有所创新，提高了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水平，提高了卓越工程师计划的培养质量[4] [5]。 
“产学研”一直是大学生培养的重要模式，对于研究生培养而言更加重要。近几年来，国内各高校

与企业的产学研合作越来越紧密，有高校瞄准特定区域经济快速发展的需要，定位学校研究生的人才培

养规格，从培养目标制订、师资结构构建、课程体系建设、教学方法改革和实践教学改革几个方面加强

了基于卓越工程师计划的研究生培养[6] [7]。有学者认为，依托产学研平台，高校与企业对研究生实施联

合培养，是“卓越工程师”一类高素质技术应用型人才的最佳培养模式[8]。 
现行的研究生培养方案中已经有了专业型工程硕士(全日制两年)培养计划，实际上卓越工程师的培养

与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具有同一出发点，即突出实践性教育，因此两者可以互相结合，联动发展，

而现行的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恰恰缺乏一种以培养卓越工程师为目标，以实践教学为主体，以传

授工程技术知识和工程管理知识为核心的理念[9]。 
在研究生培养过程中，加强学术交流、进行广泛的学生之间的研究与探讨是十分必要的，导师与学

生之间要有经常性的、正式的学术探讨和交流，要鼓励和提供条件让研究生多参加国内外的学术会议和

各种研讨会等[10]。不能因为强调应用型人才而削弱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这也是应该注意的问题。 
卓越工程师计划是一个前瞻性的高校教育改革工程，尚处于探索和积累经验阶段，地质工程领域的

有关专业具有自身的特点，本文主要探讨了该学科领域研究生层次的卓越工程师培养模式和理念，有关

认识对于提高高校卓越工程师计划的教学水平和培养质量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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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地质工程学科领域的专业特点及培养中的不足 

地质工程学科领域涵盖矿产普查与勘探、地质工程、地球探测与信息技术、地球信息科学等专业。

地质工程学科领域所属专业的方向各有其特点，但共有的一个特点是，各专业均需要野外地质调查、测

量及采样等工作，野外地质工作是各专业研究的基础。 
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可以通过野外实习获得野外地质工作方法与技能的训练，研究生还可以通过参

与科研而获得野外地质工作的锻炼机会，但仍然存在一些不足：1) 我国幅员辽阔，构造背景、地质条件

千差万别，学生通过实习或参与科研而获得的野外地质工作内容可能比较单一且有限；2) 集中实习教学

对专业技能训练的程度尚达不到正规工作的要求，科研的野外工作任务也比较单一，研究生参与科研一

般做不到综合分析。 
目前在职的工程硕士研究生招生已经改由教育部统一考试录取，地质工程领域专业型硕士研究生的

培养也愈来愈收到高校和考生的重视，以我校地质工程专业为例，近年来专业型硕士研究生的招生人数

基本保持稳定(图 1)，学制也与学术型硕士研究生一样改为 3 年制，原有培养模式的不足导致了在校研究

生在专业技能实践训练方面尚需进一步提高。 

3. 培养目标的确定 

卓越工程师计划的定位就是为现代企业培养高水平的“应用”与“创新”兼备的复合型人才。人才

是企业发展的根本驱动力，随着技术经济的发展，现代社会需要的人才必须懂技术，企业的高层管理人

员大多也是从技术人才中选拔的。 
在校期间，虽然强调专业基础、专业技能、综合素质的全面培养，重视培养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和

动手能力、跨文化交流能力、以及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等等，但是，一个真正的专业技术人才的培养成

型，还是需要学生就业后 3~5 年，甚至更长时间。 
一个优秀的人才，不仅仅体现在技术方面，还体现在沟通、组织、管理及领导等方面，而这些能力

是教科书上学不来的，需要学生进入社会团体与组织中经历磨练、再教育，以及个人感悟。 
从企业发展角度看，所谓“应用”型人才，最基本的要求是能够将所学专业知识应用于生产实践，

更高的要求则是将先进的科研成果应用于生产实践，发挥科学技术的第一生产力作用，而后者对企业的

发展尤为重要。 
 

 
Figure 1. The enrollment of geological engineering in the past 5 years 
图 1. 近 5 年地质工程专业招生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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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所谓“创新”，首先是技术创新，在生产实践中提出新方法、创造出新产品、研究出新成果

等等，这些技术创新可以为企业提升生存空间和拓宽发展道路。还有一种创新，则需要审时度势、高瞻

远瞩，紧随经济发展的大趋势，将企业的发展与时代的发展密切结合，对企业的发展道路提出创新，这

是“上层建筑”的创新，更重要、更关键。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目前的研究生教育距离真正的“应用”与“创新”还有较大差距，必须明确定

位，加强“应用”与“创新”潜质的培养，缩小在校教育与入职锻炼之间的障碍，加快工程型硕士的成

长进程，才是我们高校卓越工程师计划研究生培养的目标。 

4. 校企联合培养的重要性及培养模式的探索 

校企联合培养并不是一个新议题，高校教学改革早就提出了这个方向，然而，校企联合培养的实施

力度及效果，尚值得进一步探讨。尽管各高校均建立了实习基地或产学研基地，但一般只有满足实习后

勤保障的职能，甚至存在挂牌后无实质性合作的现象。为了实现研究生层次卓越工程师计划的培养目标，

必须重视校企联合培养模式，深化校企合作的内涵。 
高校多年一成不变的教学大纲和相对固定的研究领域，固然可以培养具有特色的人才，但也存在与

社会经济发展相脱节的现象，而校企双方开展实质性的联合培养所具有的优越性可以克服固定培养模式

的不足，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1) 时效性。企业生产的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联系非常紧密，这是企业自

身生存与发展必需的，例如国家能源正常的改变，就导致了各大地质勘探单位的转型，因此，校企联合

培养就可以让在校研究生及时接触到变化的社会需求，使得他们的学习和研究更符合社会需要。2) 地域

性。我国的地质条件、矿产资源分布等具有显著的地域特色，分散各地的企业相当于将高校的研究地区

从偏隅一地延伸到全国，可以让学生接触到不同的研究方向，拓宽了高校的研究领域。 
我们在卓越工程师计划的实施中也有一些探索，主要强调了以下几点；1) 专业型工程硕士必须在生

产单位参加在岗实践半年以上；2) 研究生参加生产单位的项目需与其研究方向相关；3) 实行双导师制，

现场有固定导师指导研究生的实践，在校导师和校外导师共同确定研究生的论文方向和研究内容；4) 研
究生完成在岗实践后，再进行开题，论文研究期间接受校内、校外导师的共同指导，并需校外专家参与

研究生答辩的评审工作。综上所述，我们提出了地质工程领域研究生层次卓越工程师计划培养的建议模

式(图 2)。 

5. “产学研”成果与基地建设 

“产学研”合作是指企业、高校和科研院所之间的合作，通常指以企业为技术需求方，与以高校和

科研院所为技术供给方之间的合作，其实质是促进技术创新所需各种生产要素的有效组合。在“产学研”

基地的建设中，在校研究生是企业与高校之间的关键链接，只有通过在校研究生的积极参与，才能使高

校的科学技术力量与企业的生产需求形成结合，并产出成果。对于高校而言，通过产学研合作与企业生

产项目有了实际对接，并能借此培养和锻炼学生；对于企业而言，通过产学研合作引进了技术力量，提

高了企业技术攻关的能力，是一个双赢的合作。 
“产学研”合作具有不同层次的成果产出：最基本的成果是通过学生进入企业参加实际生产而获得

一定的专业技能，并能为企业提供一定的技术服务，成果形式是学生的实习总结报告；中等水平的成果

是研究生结合企业的生产或科研项目，通过校内与校外导师的指导，完成了学位论文研究，且论文的研

究成果是企业生产或科研项目成果的一部分；高水平的成果是校企就技术难题展开科研合作，在高校与

企业的共同努力下完成技术攻关；更高水平的成果则是校企双方在科研方面深度合作，联合申报国家或

省部级基金项目，校企双方在科研水平方面共同获得进步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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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Graduate training plan for outstanding engineers in geological engineer-
ing field 
图 2. 地质工程领域研究生层次卓越工程师计划培养模式图 

 
对于地质工程学科领域而言，“产学研”基地应结合生产单位的主营业务范围而涵盖不同的专业方

向，合作的基地单位应有较适宜和较饱满的生产及科研项目支撑。例如我校地质工程学科所建成的“产

学研”基地有煤炭生产、能源及资源勘查等企事业单位，在地域上分布在江苏、山西、陕西、贵州、福

建等多个地区，合作的基地单位涵盖了能源地质、非常规天然气开发、地球信息科学、工程地质等专业，

确保了“产学研”基地的有效运行。 
结合我校地质工程领域研究生层次卓越工程师计划培养基地建设的经验，我们认为从高校角度应当

特别重视以下 3 个方面的工作：1) 校企积极沟通，学校应及时了解企业发展中的技术需求，学科建设和

人才培养应紧跟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2) 高校的特色专业与专长不能轻易放弃和弱化，高校要能够保证

为本领域或行业培养领军的人才；3) 高校的培养计划与制度应有灵活性，与校外教学基地的联合培养应

考虑或适应生产单位的人员管理、项目管理的制度。 

6. 结论 

1) 研究生层次卓越工程师计划应以培养“应用”与“创新”兼备的复合型人才为目标，通过加强专

业知识应用、技术创新、乃至创新思维方面的培育，缩小在校教育与入职锻炼之间的障碍，加快工程型

硕士的成长进程。 
2) 校企双方开展实质性的联合培养具有时效性和地域性的优势，可以让在校研究生及时接触到变化

的社会需求，使学生的学习和研究更符合社会需要，还可以让学生接触到不同的研究方向，拓宽了高校

的研究领域，从而克服固定培养模式的不足。 
3) 校企联合培育的模式应强调在校研究生进入企业参加实质性的锻炼，参与实际的生产科研项目，

接受校内和校外导师的共同指导，结合生产单位的项目完成其学位论文。 
4) “产学研”合作具有不同层次的产出成果，最基本的成果是学生参加实际生产而获得一定的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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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中等水平的成果是研究生结合生产或科研项目完成学位论文，且对生产企业具有实际价值；高水

平的成果是校企双方进行科研合作并完成技术难题攻关；更高水平的成果则是校企双方联合申报国家或

省部级基金项目，双方在科研水平方面共同获得进步与发展。 
5) “产学研”基地建设中应注意校企之间的沟通，关注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保持高校的专业特色，

建立灵活的与生产单位管理相适应的教学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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