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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快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改革 

发展专业学位是学位与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重点。党

和国家对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作出部署，深入推进分类发

展，加快构建高质量研究生教育体系。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改革，

是高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的必然选择。 

一、政策参考 

专业学位申请人应当具有承担专业实践工作的能力。 

专业学位申请人应当在专业实践领域做出创新性成果。 

——《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法》 

 

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以国家重大战略、关键领域

和社会重大需求为重点，增设一批硕士、博士专业学位类别。强

化产教融合育人机制，加强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创新能力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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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单位党委会、常委会，要把加快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纳

入重要议题。 

——教育部等三部委《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

发展的意见》（教研〔2020〕9 号） 

 

加强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深化产教融合专业学位

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完善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评价机制，强化

专业学位论文应用导向，破除仅以论文发表评价教师的简单做法。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关于印发<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发展方案（2020-2025）>的通知》（学位〔2020〕20 号） 

 

落实培养单位责任，完善推动两类学位分类发展的政策举措

和质量保障体系，健全治理体系和运行管理机制。具备条件的培

养单位可为专业学位独立设置院系或培养机构。 

——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

教育分类发展的意见》（教研〔2023〕2 号） 

二、理论观点 

专业学位评价起步晚，专业学位类别之间差异性大，当前更

需要引起重视，在“建立专业评价标准、遴选专业学位评价专家

和建立专业学位评价平台”的研究和实践探索方面投入更多精力。 

——北京师范大学原校长 钟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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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具有鲜明的实践导向。要发挥卓越工程

师学院示范引领作用，加强行业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

建设一批高水平、专业化、示范性产教融合实践基地。 

——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 宋保亮 

三、实践探索 

浙江大学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改革 

1.创办实体化工程师学院，建立全新专业学位管理架构和协

同机制，打破学科、院系和产教壁垒。工程师学院具有管理、培

养双重职能，与研究生院共担工程专业学位评定委员会和培养机

制改革职责。组建跨院系学科、校企联合培养团队，打造面向大

工程的交叉培养体系；建立校企双理事长制产教协同育人机制，

设立由学科和行业专家构成的专业学位委员会和教指委，制定跨

院系学科、校企联合培养规范，实现规范制订、实施相统一。 

2.开展“项目制”培养，有组织、成规模、成建制协同育人，

打破零散培养方式。设立首席专家主导、重大攻关支撑的项目制

团队式培养项目，每年招收跨专业研究生，定期评估需求、成效

并动态调整。校企导师组成跨专业团队，联合大型央企、龙头企

业开展成建制培养，组建分院面向区域产业开展项目制批量人才

培养。与企业共建一体化联合培养基地和研发中试基地。 

3.重构研究生核心知识能力素养，开展契合大工程格局的课

程教学与创新实训，打破同质化培养困局。建立卓越工程人才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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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核心指标体系，出台以工程实践创新能力为导向的培养要求。

开设系列课程，夯实工程知识基础，拓宽工程前沿。建设综合实

训平台，开展高阶工程创新实训，提升实践创新能力。联合国际

院校设立工程双学位项目、海外实习及交换项目，提升国际视野。 

四、有关建议 

1.加强顶层设计。以分类发展为切入点，进一步明确专业学

位培养目标和定位，从学位点布局、招生、培养等全流程改革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体系。依托卓越工程师学院，从培养理念、教

学模式、运行机制、资源配置等方面完善工程硕博士培养链条。 

2.改革培养方式。完善产教融合育人机制，整合学校、行业专

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资源，深入推进校企联合培养。加大培养方案

中实践课程占比，建立企业实践基地，加大力度推行进企业实践。

加强校内、行业双导师队伍建设，健全行业产业导师选聘制度。

加强应用型研究课题支撑，促进职业性与学术性相统一。 

3.强化评价导向。健全专业学位评价体系，落实《学位法》和

全国工程教指委《工程类专业学位硕士学位论文基本要求（试行）》，

建立多元成果形式的学位评价标准，引入行业企业等多元主体参

与评价过程。改革导师评聘考核制度，将校内导师从事专业学位

教学、指导实践情况纳入考核范畴。 

本期发送范围：校领导、研究生院、学科建设处、人事处、各学院（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