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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发展

科技进步

+

+

+

●万年农耕史；●远古近代农业：9000年

●现代农业：100年

●作用：满足人口/物质文化/工业需要

●人才（支撑教育、科技、传播）

农业：核心、基础和战略

现代农业产业人才

中国农业：重大而深邃的命题



古人不见今时月 今月曾经照古人

传承、发扬和生生不息

农业科技支持产业发展农业教育培养科技人才

古代和近现代农耕文明

基础/应用人才



2016.1：国际空间站百日菊首次开花，外

太空种花成功！下一步种番茄、马铃薯？
此前美国宇航员已经在空间站的植物培育
实验室里完成了多项实验，成功种植了中
国大白菜和莴苣。

 外太空资源与竞争（国际空间站）

 神州11搭载植物到太空

 中国航天员中心

 深圳南方太空中心

 4人180天生保环保项目

 天宫2号生菜种植项目

霉菌最开始是在植物生长床左下角E枕
包的植株上生长的。（NASA）

农科人才参与太空研究



CAU：多名博士生、和硕
士生参与4人180天生保环
保项目



CAU：多名博士后、博士
生和硕士生参与神州11—
天宫2号生菜项目

农业人才：是为科技产业
发展，非为论文而论文！



汇报内容

改革总体思路

执行情况小结

工作进展情况

存在主要问题

下一步工作计划

涉农专业学位
研究生培养改革

与实践



一、改革总体思路

1、总体目标

——面向国家现代农业发展需求，服务现代农业产业发

展，培养能够胜任和引领现代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高层次

、应用型、复合型人才。（注：2015年教育部批准的12

所深综改项目单位）

2、改革重点

——改革培养模式，创新培养体系，构建保障机制。

3、改革任务

——1、探索招生选拔机制； 2、修订完善培养方案

3、加强四个体系建设；4、完善管理运行机制



第一阶段：增量引领，分类推进

增加招生计划 + 加大经费投入 + 配套政策支持。

以农业硕士、工程硕士、兽医硕士为切入点，分类

推进各类型专业学位改革。

第二阶段：存量推动，全面提升

以评估促建设 + 以研究促发展 + 以评优促品牌。

4、实施策略



二、执行情况小结

1、专题研讨，凝聚共识
项目实施以来，研究生院组织召开4次会议，邀请农业部科教司教育

处张景林处长，教育部学位办培养处陆敏处长等领导出席，包括我校在内
的海南大学、河北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河南农业大学等17所高校的
校领导、老师、国家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农业生产企业的专家，毕
业生校友300余人次共同研讨产业发展和人才需求，积极为专业学位研究
生教育综合改革献言献策。





培养模式 类型 专项名称 负责人

综合化 农业硕士 科技小院硕士培养专项 江荣风

产业链 农业硕士 畜牧产业技术体系硕士培养专项 张英俊

产业链 农业硕士 葡萄产业技术体系硕士培养专项 段长青

中外联合

培养
工程硕士

“卓越农机装备工程师”硕士培养

专项
韩鲁佳

临床规范

化培训
兽医硕士 “卓越临床兽医师”硕士培养专项 金艺鹏

2、设立改革专项，实行项目负责人制



3、校长推进综合改革项目进程



◆围绕种植业、畜牧业、食品工作、农业装备、兽医设立了5个改革专项，构

建了“产业链”、“综合化”、“中外联合培养”、“临床规范化培训”等

专业学位人才培养模式4个；

制定试点培养方案4个；

设立专项资金，新开课程13门；

举办案例教学培训，参加导师52人；

建立和完善校外实践基地 37个；

外聘校外导师 58名，组建校内导师团队54名；

试点招收研究生82名；

派出研究生到国外培养31名，返校16名；

举办暑期学校（初级实践）4个，参与学生82名。

4、第一年完成情况



2016.9.科技小院登上国际顶级刊物《自然》

科技小院登上国际顶级刊物《自然》
农民日报 2016年09月13日 报道浏览次数： 488

本报讯（记者朱先春李纯）9月11日，记者从中国农业大学召开的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国际顶级刊物《自然》近日发表研究论文《科技小院让
中国农民实现增产增效》，这一成果由中国农业大学等单位的14名研究人
员历时8年合作完成。

自2009年在河北曲周建立第一个科技小院以来，中国农大资源环境与
粮食安全研究中心以全国养分资源管理协作网为依托，已在全国21个省市
建立了81个科技小院，探索不同区域、不同优势作物、不同经营主体条件

下农业转型的技术、应用模式和区域大面积实现的途径，取得了丰硕成果
。

专家指出，科技小院模式是一种低成本高效率的服务体系，对于解决
粮食安全、绿色增产和精准扶贫等都有巨大的应用潜力。不仅对确保国家
粮食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推进我国农业转型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小农
户为主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印度、东南亚、非洲等）都有广泛的借鉴作
用。（《农民日报》2016年9月12日2版）

---------------

http://szb.farmer.com.cn/nmrb/html/2016-09/12/nw.D110000nmrb_20160912_4-02.htm?div=-1


三、工作进展情况

1、调整招生选拔机制

2016年专项招生工作基本要求：

1、选定实践基地或产业体系为单元遴选招生导师，安排招生计划。

2、生源组织复试按专项单独组织，校外基地导师参与招生复试工作。

3、根据专业学位培养要求，细化明确复试内容，探索选拔机制，突出对

考生综合知识和应用实践能力考核。

4、签订招生协议，明确进入专项研究生按照改革任务要求实施培养工作

，修学年限为2-3年。

5、调整生源结构，逐步增加免试推荐生，吸引优秀生源，与教务处联动

，试点本硕连读3+1+2模式。



招生专项
招生
人数

科技小院模式硕士招生专项 31

畜牧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硕士招
生专项

21

国家葡萄产业技术体系硕士招
生专项

15

卓越农机装备工程师项目 15

2016年完成首批试点82名研究生招生



农业硕士改革

工程硕士改革

兽医硕士改革

2、修订培养方案分类推进培养模式改革



 农业硕士改革

1）按照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社会服务三位一体理念，修订培

养方案，实施培养工作

——人才培养：明确人才培养目标， 按照“产业链”、“综合化”的思路

修订农业硕士培养方案，进行课程设置、培养环节安排等。

——科技创新：通过导师招生资格审查，使得研究生的培养工作与导师的

科研工作相结合，促进学校和导师的科研发展。

——社会服务：研究生实践训练、论文研究工作与服务实践基地和地方的

现代农业产业发展相合，切实解决基地和地方的生产实际问题。



案例1：畜牧产业体系和葡萄产业体系专项培养方案

培养方案：按照“产业链”的思路制定，进行课程设置、培养环节安排；

培养目标：畜牧产业高级经理、葡萄企业的CEO、技术总监；

课程设置：

■公共学位课：现代农业产业及其价值链分析

■核心课程：以畜牧产业、葡萄产业的关键技术为基础构建

■加强经营管理类知识

实践环节：畜牧、葡萄产业体系的综合实验站，畜牧企业等；

论文研究：围绕产业技术需求和企业生产实际开展研究，解决实际问题。





案例2：科技小院培养方案

按照“综合化”的思路修订培养方案；

培养目标：培养种植、肥料企业研发骨干为目标；

培养环节：设立暑期学校，将新生入学初级实践、研究方法

研习、研究生论坛、学术前沿讲座等纳入暑期学校，加强对

研究生的综合素质训练。

王冲老师讲授学位
论文的撰写方法

梨树科技小院负责人
讲授数据分析方法

已毕业学生曹国鑫
分享小院经历

山东乐陵科技小院学
生讲授农户调研方法



科技小院学生和美国院士交流

科技小院学生参加肥料配方师培训

暑期实践成果：我与科技小院的故
事书1本，培训日志924篇、共计80

万字，三农问题调研报告28篇，组
织晚会等文化活动2场，组织农民夜
校培训30余场、培训200人次，组
织学生暑期补习班40余场、300人
次。



——初级实践：2016年录取的专项研究生本科毕业实习和暑假安排在实践

基地进行生产实践，重点解决研究生对“三农“实际和生产问题认识不足

的问题，实习时间为2016年7月-8月。

——理论学习：开学后，回校进行理论课程学习，掌握方法。重在解决课

程学习中学用脱节、课题研究与应用脱节、学习主动性不足问题，理论学

习时间为2016年9月-2017年1月。

——深入实践：理论学习完成后，再次返回实践基地，深入生产一线，结

合生产实际，跨学科协作，研究并解决实际问题。重在解决科研能力不足

、科学研究与社会服务脱节问题。同时完成学位论文研究工作，撰写学位

论文，总结实践收获，在“实践基地/学校”通过学位综合答辩。实践研究

和论文撰写答辩时间为2017年3月-2019年6月。

2）实施“三段式”培养模式（教学安排）



葡萄产业体系学生在宁夏葡萄酒基地进行初级实践



畜牧产业体系学生在初级实践中



科技小院专项学生在曲周科技小院进行初级实践



3）推进与国家职业资格认证评价的有机衔接（学业要求）

科技小院试点研究生培养与“肥料配方师”认证相结合；

 葡萄产业体系试点研究生培养与“品酒师”
或“酿酒师”特种职业资格证书相结合；



工程硕士改革
——卓越农机装备工程师培养项目

1）工程硕士改革项目依据

 基于对“双硕士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项目”的探索和实践

 学生的工程能力和创新能力明显提升；

 外方的应用型人才培养课程模块具有很强的可借鉴性；

 农机装备应用型人才培养国际化具有很好的实施基础。

 基于对“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的理解

 工程教育需要服务国家发展战略（中国制造2015）；

 工程教育应密切与工业界的合作（农机装备工业）；

 培养学生的工程能力和创新能力（学科支撑、企业参与）；

 重视工程人才培养国际化（国外教育资源及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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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具有高尚的思想品质和良好的工程职业道德；

 甘愿服务国家现代农业建设、致力于推动并引领农机装备工业产

业科技创新；

 具备农机装备及相关领域扎实的基础理论、系统的工程技术、丰

富的知识结构和良好的国际视野；

 具有准确把握农机装备产业现状及发展趋势的能力；

 具有农机装备产品设计研发的工程能力和创新能力；

 具有较强的行业领导力。

2）培养定位与目标

卓越农机装备工程师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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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课程模块
 增设平台公共课：围绕行业领导力建设、行业动态把握、国

际化视野拓展（走出去、请进来）、工程素养培养，打破专
业界限，增设平台公共课；

 调整专业学位课：以工程能力和创新能力培养为核心，强化
数理化基础和工程实践，提升面向农机装备产品的创新设计
和研发能力，调整部分课程；

 优化专业选修课：以丰富知识结构为目标，设置部分能够提
升个人整体素质和人文修养的课程。

3）培养方案改革

 改革培养环节
 “0.5+1+0.5~1.5”

 第一学期（0.5年）进行理论课程学习

 第二、三学期（1年）赴英国大学并在农机装备企业（基
地）开展为期1年的工程设计、实践和项目研发

 第四～六学期（0.5～1.5年）回校继续完成毕业论文的研
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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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4月12日我校与英国哈珀·亚当斯大学（Harper Adams

University）正式签署了双硕士学位研究生联合培养项目，英方授予

应用机电工程专业硕士学位，我校授予其入校时注册专业的硕士学

位，2014年获得CSC全额资助。

 2015-2016年已派出31人，16人已获得学位。

柯校长与
David 

Llewellyn 
校长签署
合作协议

4）获得CSC专项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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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课程学习（成绩均评定为优秀）

序
号

课程模块 学分

1 Research and Information Skills 15

2 Advanced Research Methods 15

3 Applied Mechatronic Design 15

4
Engineering Group Design 

Project
60

5
Engineering Individual Design 

Project
60

6
Instrumentation for Research and 

Product Development
15



4 Engineering Group Design Project

6）工程设计与实践（面向工程项目）



学生姓名 实践公司 研究任务

熊亚 Shadow Robot Company 步进电机自动测试平台的设计与试验

梁韵琳，杨悦静 AXIS-EU 塑料挤压头的设计

葛元月，李栗 Ransomes Jacobsen 割草机功能测试系统设计

王佳，王正一 To-You Deliver-ease Ltd. 一种新型仓储叉车的升降货叉设计改进

赵丹，余舟，赵丽婷 Koolmill 大米加工机的设计

张萌，王珊 Househam Sprayers 喷雾机喷杆轻量化设计

师桂花 HUSCO International 拖拉机液压系统的建模与分析

刘彤 HUSCO International 液压阀密封圈气动冲压机设计

董彬彬 IceRobotics Ltd. 奶牛产犊预警系统设计

7）企业实践（实践及应用能力得到提升）



兽医硕士改革
——“卓越临床兽医”专项

1）动物诊疗产业现状

 产业发展迅速，注册诊疗机构8000余家；

 宠物数量：美国6300万，我国超1亿；

 产值：美国600亿美元，我国4亿美元。

产业对兽医人才需求：中国兽医协会宠物诊疗分会调查：

 95%的动物诊疗机构存在对高水平兽医人才的迫切需求。

临床兽医学研究生的需求：问卷调查发现研究生中：

 85%希望服务于高水平动物诊疗机构；

 10%计划创办动物诊疗机构；

 75%希望受到更多的高级临床技术训练；

 90%希望减少单纯的学术研究工作。



2）现有培养模式的不足

 重学轻能

 重学轻德

 资源浪费

 时间不足

3）培养目标与改革思路

 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技术性、实用型、小专家级临床兽医；

 借鉴美国驻院医（Residency）和人医科室轮转制度；

 贴近“临床”；

 力求“卓越”。



4）培养模式

 采取4+1+2学制，两段式管理

12个月

• 研究生预科阶段

• 课程学习+动物医院夜班急诊实习

• 研究生班主任负责制

14个月

• 动物医院科室轮转（住院部、手术室、影像科、检验科、外科、

内科、中兽医、产科）

• 研究生班主任+科室导师负责制

10个月

• 选择临床专科（皮肤科、眼科、牙科、影像科、骨科、肿瘤科、

营养代谢科、传染科、检验科、繁殖疾病科、针灸科、中医科）

• 导师负责制



5）课程设计

公共学位课
英语一外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研
究
自然辩证法概论
科研诚信与学术规范
公共选修课
兽医学术论文写作概论
动物伦理与医德
专业学位课
兽医影像诊断技术
兽医临床检验与治疗技术
兽医内科进阶训练
兽医外科进阶训练
兽医产科进阶训练
中兽医针灸与方剂治疗技术

专业选修课
小动物骨科专题
动物医院管理
临床兽医学专业英语
小动物眼科及牙科疾病专题
小动物皮肤病专题
小动物肿瘤专题
小动物临床营养专题
小动物繁殖技术专题
抗菌药物学专题
兽医流行病学
动物病理切片诊断技术专题
畜禽疫病诊断实验技术
人畜共患病专题



6）运行管理

 班主任统筹管理，负责研究生培养计划的审核；

 在课程学习阶段，按照研究生院统一管理措施进行管理；

 在科室轮转期间，由外科、内科、产科与中兽医四大部门负责导师进

行管理与考核；

 临床专科期间，由导师进行管理。



7）考核与学位授予

 科室轮转、开题、中期与论文答辩阶段，对 “学、能、德” 进行考核

，确定是否符合学位授予的要求；

 学：课程学习、学位论文、临床病例类论文、国家执业兽医师资格证；

 能：基本临床技能、病例分析推理能力、交流沟通能力；

 德 ：医德、职业道德、动物福利与伦理道德。

 对各项考核优秀的研究生，开放申请兽医专业博士绿色通道；

 选取特别优秀1-2人，通过国际合作进行1-2年临床专科联合培养；

 对于考核不合格的研究生予以淘汰。



8）拓展的国际合作

 美国田纳西大学

 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

 美国佛罗里达大学

 英国爱丁堡大学

 日本东京大学

 韩国首尔大学

 韩国建国大学

 CSC全国专项。



导师队伍

基地建设

课程建设

筹建创新创业联盟，开发网络平台

组建研究生创新创业宣讲团

3、产业结合，加强培养体系建设



1）导师队伍建设

专项名称
校内

导师数
校外

导师数

葡萄产业技术体系硕士培
养专项

14 13

畜牧产业技术体系硕士培
养专项

16 16

科技小院硕士培养专项 15 17

“卓越临床兽医师”硕士
培养专项

9 12

总计 54 58



2）基地建设

专项名称 校外基地数

葡萄产业技术体系硕士
培养专项

9

畜牧产业技术体系硕士
培养专项

14

科技小院硕士培养专项 10

“卓越临床兽医师”硕士
培养专项

4

总计 37



葡萄产业体系实践基地



畜牧产业体系实践基地



科技小院实践基地



3）课程建设（含案例教学培训）

学院 人数 学院 人数

农学院 2 食品学院 5

动科学院 3 水院 2

动物医学院 9 信电学院 5

资环学院 2 人发学院 4

经管学院 6 园艺学院 4

理学院 1 植保学院 3

工学院 6

总计 参加案例教学培训导师52人

专项名称
建设课程

门数

葡萄产业技术体系硕士培养
专项

4

畜牧产业技术体系硕士培养
专项

8

全校专业学位课 1

总计 13



4）筹建创新创业联盟，开发网络平台



申请教育部支持成立“农林高校研究生创新创业教育”宣讲团，向联盟学校分享科技小

院研究生的创新、创业故事，推广科技小院培养模式。

第一位包地的女研究生—胡芙蓉 千里走单骑—张东与枣结缘的故事—李建丽

5）组建研究生创新创业宣讲团

我与科技小院共成长—张小涛 如果你也在三江—胡潇怡



四、存在主要问题

深综改观念有待提高：回归教育项目本质；

产业体系与项目对接：农科教的有机结合；

试点示范与模式推广：共性与特色的结合；

支持配套条件的完善：国家学校产业联动。



五、下一步工作计划

推农林研究生创新创业大赛；

促进与职业任职资格的衔接；

与行业部委产业体系的对接；

联合企业订单培养筹措资金。



谢谢大家！

开放、交流、共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