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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提纲

• 对研究生培养工作的思考

• 进一步完善联合培养模式的思考与建议 



国家相关文件摘要（一）
三部委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2013年1号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完善以提高创新能力维目标的学术学位研究生
培养模式

•建立以提升职业能力为导向的专业学位研究生
培养模式

•加强课程建设

•制定个性化的培养计划，创新激励机制

•加大考核与淘汰



三部委关于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的意见2013年1
号

•深化开放合作

推进和完善校所、校企协同创新与联合培养
机制

推动中外合作办学，支持双学位、联合学位
项目，合作开发研究生课程

支持有条件的学校建设海外教学实践基地



国家相关文件摘要 （二）
• 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教育部关于加强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质量保证和监督体系建设的意见学位[2014]3号

• 培养过程管理部分涉及以下7个方面的内容

         制订培养方案。

　　制订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办法。
　　制订课程教学质量监控办法。

　　建立健全中期考核制度。
　　健全学位论文开题及评阅制度。

　　建立科学道德与学术规范教育制度。

　　制订研究生分流与淘汰办法。



研究生教育质量保证体系建设基本规范
•建立研究生权益保护机制。完善研究生培养过程中的正
当利益诉求和权利救济机制，加强对研究生的权益保护
。
•制订研究生教育资源配置办法。按学科或专业学位类别
制订研究生教育资源配置办法，保障各类研究生学习、
科研、实践和生活等基本条件。
•营造质量文化。通过质量制度建设、规范研究生教育过
程管理，加强导师、研究生和管理人员的质量意识，形
成体现自身发展定位、学术传统与特色的质量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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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出发点

    
   研究生教育开展时间不长，经验不足，发
展快速，有许多问题需要学习和研究，借
鉴国外的先进经验，结合国情和北大的校
情分析解决问题，特别是北大在全国人民
心目中的地位以及衍生出的高要求和高标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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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理念(1)

质量意识
以增强创新能力为核心，提高研究生教育质量。 
• 选拔优秀生源是前提

• 规范管理制度是基础 

• 高素质的导师队伍是保证

• 研究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和提高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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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理念(2)
服务意识
• 服务于国家和社会对高级创新人才的需要

• 服务于学校教学科研人才培养的需要

• 服务于院系学科发展的需要

• 服务于导师指导学生的需要

• 服务于学生成长成才的需要



    近年来研究生培养工作重点

研究生访学与

国际交流计划

创新人才培养

前沿基地计划

跨学科、交叉学科

人才培养计划

加强各类平台

课程建设，夯实学科基础

博士生论文       
质量提升计划

研究生培养模式
多样化

国内外联合
培养计划



不断创新研究生培养模式

• 国内外联合培养模式：全国第一个也是截止目前唯一的中外
联合培养博士学位项目，全国第一个一年制英文授课硕士学
位项目 产学研协同

• 校内跨学科交叉学科 培养模式 
• 创新性研究能力训练与学术规范教育 
• 加强学位基础课建设，优化课程体系 
• 国外知名专家讲课



研究生国际化培养体系建设

• 走出去
Csc项目联合培养

校际交流

三个月短期出国学习

国际会议资助

研究生国际学术研讨会

• 请进来
英文学位项目

中外联合培养双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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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质量保障体系

      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不同发展阶段提出
不同要求

      保障并提高质量，树立北大专业学位标准与
教育品牌



强强联合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北京大学与中国科学院化学所

北京大学与中国科学院纳米中心

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生命科学联合中心CLS
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PTN
北京大学与石油地质探勘开发研究院

北京大学与地质科学院

北京大学与钢铁研究总院



构建协调有效的沟通机制

成立项目领导小组、
工作小组、知道小
组，研究生联合培
养项目办公室聘用

专职人员

成立项目领导小组、
工作小组、知道小
组，研究生联合培
养项目办公室聘用

专职人员

双方对联合培养工作高度重视，经过多次沟通、协商，成立了联合培养领导小组、
工作协调小组、培养指导小组等，就联合培养博士生的生源选拔、招收程序、培
养环节、导师互聘等项工作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逐一部署落实，在建立协作机制
和决策机制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克服了若干体制上的障碍。

 制定联合培
养工作实施

方案

 制定联合培
养工作实施

方案

定期例会，开
展项目协调会、
师生座谈会、
教学组织烟台
要等

定期例会，开
展项目协调会、
师生座谈会、
教学组织烟台
要等



•  

共享优势资源，优化培养方案

Text in 
here

经典

基础

 实践

应用

 体系

 特色

强调经典基础、前
沿研究与发现工作 

双方师资联合课
瞄准国际前沿 

实务部门专家学者讲学
实用性得到加强  

优化课程，形成特
色鲜明的课程体系 

国际

前沿



统筹资源，着力国际水准的研究生培养

• 北京大学研究生院负责实施的研究生国际学术交
流基金资助、国家公派出国留学项目、博士生国
际访学计划和专题研讨会、“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
”等各类学术支持项目，均对联合培养博士生同等
开放，鼓励其广泛参与。

• 北京大学与合作院所有着良好的合作基础，双方
的联合培养博士研究生工作也取得了阶段性的成
果，双方要加强沟通交流，对于联合培养工作中
出现的问题高度重视、妥善解决，力争为联合培
养对象提供更优越的科研环境。

• 通过师生的共同努力，把联合培养工作做好！培
养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层次拔尖创新人才。



联合培养试点工作的进展

品牌效应逐步
显现，生源质
量进一步提高

贯彻“实践育人
”，构建多层次
、高规格的实
践平台

毕业就业渠道更广
、就业后适应零过
渡

有效带动
了科学研
究和学科
建设



问卷统计：对提高培养质量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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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卷统计：对联合培养制度建设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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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联合培养模式的几点思考（1）

联合培养博士生质量的评价标准 
•国际趋势：在国际合作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概念辨析：1+1>2? 
•对于联合培养研究生的学位授予标准，能否尝试以联合标准
评价，授予联合学位，而不是你的我的计较来计较去。

•有一定的培养规模才有效益，才更有利于得到社会的认可，
当然，培养单位不会因为规模小而疏于管理，我们的联合培
养工作现在是精细化，成本很大。

 



 完善联合培养模式的几点思考（2）
• 加强协作机制与配套制度

• 宏观外部环境的营造 
• 中观层面，加强合作单位之间的沟通协调

• 微观层面，加强培养单位内部招生、培养、学位授予、思
想教育、学籍管理等工作的相互衔接，以学生为本，形成
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的有机结合，建立科教紧密结合、管
理服务育人的协同创新平台。

• 联合培养工作有组织成规模地开展中，要坚持解放思想，
真诚合作，友好协商，制度先行，扎实推进



 完善联合培养模式的几点思考（3）

加快实现驱动力转变促进联合培养模式多样化

• 注重由行政推动转变为机制牵引，合作双方基于各自长远
发展的要求主动和自发的寻求合作，以科研项目合作为内
在驱动力，真正形成优势互补、合作共赢、共同发展。

• 鼓励基于不同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和新兴学科的培育开展的
联合培养

• 鼓励创新，释放活力，集成优势，探索多样化的联合培养
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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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束语

•  “实事求是”地面对各类问题。

• 通过不断的学习、思考，加强科学研究和深入实际
调查，通过营造质量文化、完善制度及运行体系、
科学规范合理高效率地管理，促进研究生培养质量
的进一步提高，为创建研究生教育世界强国贡献各
自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