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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江苏被教育部确定为深化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试点省份。

作为地方教育行政部门—我们的职责就是：

推动政府、高校、社会三方深度协同、多措

并举、资源融通。

政府的政策支持与引导+高校的主体地位与

作用+社会的平台搭建与利用。

综 述



一、加大政策支持

我们的认识：

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是

国家的战略部署和决策。发挥好政府

部门的政策保障和推动引导作用，是

确保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改革成功的

前提和关键。



（一）强化政策保障

• 2015年12月,江苏省教育厅专门召开深化江苏省专业

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部署会。

• 东南大学等8所高校发言，介绍改革思路和举措

江苏省深化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视频会议 东南大学等8所高校的负责同志作大会发言



为形成改革合力，省教育厅主动加强与省有关部门的

联系与沟通，努力从政策层面加大支持力度。省财政厅将

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生均拨款提高到与学术型同样标准（

3.66万元）；联合省科技厅开展研究生工作站评选；与省

人才办、省人社厅等五部门开展产业教授选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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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厅项目和经费支持：2016年江苏研究生培养

创新工程项目中，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创新计划

省级资助立项数比上年增加了47.5%，专业学位

研究生项目资助经费比上年增加56.2%；

国家和省级专项经费资助：体现绩效导向，对改

革有成效的高校，给予经费奖励。



（二）优化布局结构

根据《江苏省学科建设与研究生教育发展“十三

五”发展规划》：2018年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与

学术研究生比例达到5:5，到2020年达到6:4。

涵盖专业学位授权类别 38种。

专业学位博士授权点 9个。

专业学位硕士授权点 257个。

在校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 5.2万人，占总数的40.3%。

2016年研究生招生计划中，增量基本用于专业学位研究

生。

学位点动态调整中，增
列的学位点大多是专业
学位点。



（三）强化质量监管

2014年起，每年评选100篇专业学位研究生优秀论文

2015年起，建立专业学位研究生学位论文普抽库。

http://jypgy.ccit.js.cn/picture/0/1607191710546134808.jpg
http://jypgy.ccit.js.cn/picture/0/1607191710546134808.jpg


专业学位论文评优与抽检指标，均强调选题的应用研究意

义、研究成果的实践应用价值，突显专业学位论文要求，体现

与学术研究生论文的差异性。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质量调查。每年依托第三方，评价、

发布《江苏省专业学位研究生就业与培养质量调查报告》。



（四）强化督查推动

今年，中共江苏省委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将专业学位研

究生教育综合改革列入年度督查工作要点，分季度督查。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综合改革任务书

一季度

• 省教育厅与34所任务高校签订了40项《专业学位研究生教

育综合改革任务书》



二季度

• 省教育厅对各高校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任务推进

情况开展了全面调研

深入高校调研，推动改革进展省教育厅召开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改革工作调研座谈会



南京工业大学会场 河海大学会场

三季度

• 省教育厅在南京工业大学、河海大学召开江苏省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现场推进会



• 36所试点任务高校分管校领导和研究生院主要负责人考察了

两校专业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南瑞集团公司、江苏膜

科技产业园、南京工大数控科技有限公司）。

四季度
• 今年12月省教育厅将召开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经

验总结会，推广改革成果，部署2017年改革任务



（五）强化宣传引导

• 我们的认识：做好宣传是营造改革良好氛围的重要工作。

• 具体的做法：长线宣传+集中宣传。9月现场推进会上，新华

社、人民日报等23家中央和省媒体全程参与现采访报道。



我们的认识：

高校是综合改革的主体与关键。只有

充分发挥高校的积极性和能动性，才能确

保改革的持续性和实效性。在改革过程中

，江苏高校主动探索、勇于创新，使改革

工作呈现出百舸争流、百花齐放局面。

二、凸出主体责任



（一）创新培养模式

各高校主动对接行业产业人才需求，积极探索专业学位研

究生培养模式，初步形成了不同专业领域、各具特色的专业学

位研究生培养模式。

譬如：南京工业大学“一、二、三、四”模式。

一套方案

• 与学术学位培

养方案区别明

显、特色鲜明

的专业学位培

养方案

两个导师

• 构建高水平工

程应用型“双

导师+双师型”

的导师团队

三个结合

• 校内学习与企

业实践、校内

导师与校外导

师、技术研发

与人才培养相

结合

四个环节

• 课程实践、科

研实践、专业

实践、综合实

践环节



（二）优化课程设置

近年来，江苏各高校在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方面，突出职业需求为导向，以实际应用为目标，系

统设计并整体优化课程体系。

江苏大学规定：所有专业学位研究生课程设置，

均需行业企业专家共商课程规划、目标和标准，并参

与课程教学；学校试行课程教学动态考评制度（行

业企业专家和学生参与打分），提高了教师积极性。



（三）改革教学方式

各高校大幅压缩传统授课比例，加强新教育技术

的运用，积极推进案例教学和案例库建立。

★东南大学创建江苏工程类专业慕课中心。

★南京中医药大学组建“国医大师学术思想”专业

学位硕士研究生慕课教学联盟。41位全国知名老中医倾囊相

授、98位嫡传弟子整理编纂了中医专硕教材《名医验案医话精萃》 。

★南京师范大学校出版教学案例库丛书8册，并正

在筹建南京师范大学教学案例展示中心，面向全

国开设案例教学示范课。



（四）优化导师队伍

各高校都高度重视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队伍建设，积极改

革导师选聘办法，不断提升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的指导能力。

• 苏州大学先后举办了4期省级、校级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培

训班。导师必须获得导师学院培训合格证书方可上岗招生。



• 苏州大学实施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分类评聘制度

• 大力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资格与行业职业资格有机衔接

• 该项成果获得了第二届“全国研究生教育成果奖”一等奖



（五）国际联合培养

近年来，各高校通过建立海外中心等举措，专业学位研究生

国际化培养体系不断得到完善。

• 中国药科大学建了3个药学专业

学位硕士海外实践基地

• 两批安排38名专业学位研究生

赴海外基地学习。

• 全英文环境下接受1.5年学习

• 参加海外基地实践训练

• 通过海外基地与该校共同组织的实

践考核后，方可进入论文答辩环节



我们的认识：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强调立足于社会

需求，强调紧密结合实践。因此，积极利

用好校外资源、搭建培养平台，是提升专

业学位研究生研究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

、创业能力的重要路径。

三、搭建培养平台



（一）加强联合培养基地建设

研究生工作站累计已吸引4000多位高校导师、6000多位企业导师

以及数万名研究生进站开展科研活动

3308所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基地

江苏省研究生工作站

江苏省优秀研究生工作站

江苏省研究生工作站示范点

99所



（二）加强校外导师队伍建设

近年来，各高校主动邀请各行业企业知名专家，担任

高校产业教授、客座教授，参与指导专业学位研究生。

南京工业大学产业教授、中圣集团董事长
郭宏新教授在南京工业大学作报告

南京邮电大学产业教授、中兴通讯总工程师
罗圣美在南京邮电大学作报告

校外导师
（产业教授）

校内导师
（行业职业资格资质）

专业学位
研究生



产业教授工作包括：指导研究生科研、论

文写作，参与研究生开题、中期考核、答

辩等，提供实习、就业、调研基地，承担

部分课程教学，参与校内科研项目等。

产业教授指导的学生可申请省“双创”资

助经费15万/人。

2010年

启动

2011年

111名

2012年

155名

2015年

500名

2016年

遴选中

江苏省产业教授选聘工作

共766名



（三）鼓励参与企业科研攻关

各相关高校着力推进产学研合作，促使专业学位研究生深

度参与科研攻关，有效提升了专业学位研究生创新实践能力。

河海大学与中国电建八大设计院、三峡集团等单位共建研

究生联合培养基地200余家，研究生在基地单位先后进行了

3000余项科研项目。2010级专硕研究生生梅亚斌，2011年参加淮南集团煤化

工项目取水工程设计工作，提出了建设优化方案，节约了数百万的建设成本。

2009年以来，该
校4000名专业学
位研究生进入基
地开展“顶岗实
践”科研工作



存在问题

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规律认知不够清晰

职业导向课程体系尚未完全建立

校企联合培养模式有待深入推进

专业学位研究生导师队伍特质尚需强化

………………………………………….



下一步改革思路

统筹

深化

综合

• 统筹资源配置，加大人、财、物

及政策性支持力度；

• 深化改革理念，扩大改革面，做

到想改革、真改革、改到底；

• 综合推进招生选拔、课程教学、

实践训练、学位论文、国际合作

、导师队伍等全方位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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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