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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研究生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人才培养质量直接影响科教兴国、人才强国和教育强国

战略的实施。然而,多年来我国农科研究生培养一直存在着学生务农思想不够牢固、实践能力不强和多元主

体协同育人机制不畅等问题。为此,安徽农业大学坚持价值导向、创新导向和应用导向,注重科教产教融合,
通过共建“四位一体”思政育人平台,推进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三链协同”,着力构建纵横“双向联动”农科

研究生培养大矩阵,推动农科研究生教育的区域性、系统性、综合性改革,实现了农志强、本领强、思维新的新

时期农科人才培养目标,形成了农科研究生培养的安徽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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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研究生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教育强国建设的引擎,推动科技进步的新生力量,在
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方面具有既直接又基础的重要

意义[1]。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已迈入新时期,党
和政府对于研究生教育越来越重视。2020年7月,
习近平总书记对研究生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
求推动研究生教育适应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需要,瞄
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加快培养国家急需的高层

次人才。同年,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召开,全面吹响

了推进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创新的号角,提出了

全面提升研究生教育质量的要求[2]。
现代农业的发展需要人才支撑。2019年9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全国涉农高校的书记校长和专家

代表的回信中,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键在科技、在

人才。2023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农业大学

科技小院的同学们回信,强调要厚植爱农情怀,练就

兴农本领,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建功立业,为加快

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贡献青春力量。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回信和指示精

神为我国新时期研究生教育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

向,提供了根本遵循。
近十年来我国研究生教育发展非常迅速,从

2013年的研究生招生61.13万人、在学研究生

179.39万人,增长到2022年研究生招生数124.24
万人、在学研究生388.29万人,为社会培养了一大

批高素质复合型人才[3]。随着研究生招生规模的不

断扩大,农科研究生招生数也在快速增长,然而供需

矛盾依然存在。根据张慧杰运用线性回归分析模型

和灰色 GM(1,1)模型研究的结论,2020—2035年

我国农科人才紧缺问题较为严重,到2035年农科紧

缺人才的需求量将达到61070人,其需求总量呈持



续增长趋势,特别对于爱农业、懂技术、善经营的下

得去、用得上、留得住、干得好的应用型农科高层次

人才需求旺盛[4]。
强国必先强农,农强方能国强。随着新一轮科

技和产业革命的兴起,特别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
现代农业发展方式将发生深刻变革,面对农业全面

升级、农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的新任务、新要

求,传统的农科人才培养模式已无法适应产业发展

速度。为确保“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乡村振兴战

略的实现,必须全面推进农业现代化,解决现代农业

高质量发展的问题,这就迫切需要培养一体化高层

次应用型创新型农科人才。因此深入研究并推进涉

农领域高层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具有重要的现实价

值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农科研究生培养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

(一)农科研究生人才培养现状

农科研究生教育肩负着高层次农业人才培养和

创新创造的重要责任和使命,是提升核心竞争力,建
设教育强国、农业强国的关键环节。多年来,农科研

究生的人才培养立足国情和社情,取得长足发展,呈
现鲜明特色,有力支撑“三农”事业发展和农业现代

化建设。
1.招生规模不断扩大。农科研究生招生人数自

2013年的23388人增长至2022年的65106人,在
校人数从63778人增长至175831人,毕业人数自

17464人增加至42083人[5]。一定程度上推进三农

事业向好发展。
2.学科门类不断丰富。系统构建了作物学、园

艺学、农业资源与环境、植物保护、畜牧学、兽医学、
林学、水产、草学、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学等10个

学术学位一级学科和农业、兽医、林业、食品与营养

等5个专业学位一级学科,形成了全方位的农科人

才培养体系。
3.培养形式越来越多样。除了传统的学术学位

研究生培养模式,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研究受

到重视。高校积极探索以提升实践能力为导向的农

业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和以重点提高创新能力

为导向的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模式,以更好地满足

农科研究生的个性化需求和发展。中国科学院大学

率先实施科教融合办学模式,是国内科教融合实践

的典型案例[6]。南昌大学积极对接区域发展需求,

探索形成“企业化科教融合”研究生培养新模式[7],
扬州大学积极探索面向社会需求的应用型农科研究

生培养模式[8]。上海海洋大学基于国家产教融合、
科教融合的核心理念与政策方针,从人才培养方案、
课程体系与教学模式、实验实践基地建设等方面进

行改革创新和实践探索[9]。
4.培养模式改革全面深化。各院校通过优化学

科专业结构,推进农科研究生教育供给侧改革,积极

深化研究生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培养一批高层次、高
水平、国际化的创新型农科人才。如上海高校紧密

结合区域产业经济需求,开展应用技术研究和产学

研深度融合,支撑产业技术发展,形成了培养高质量

应用型人才的“产学研用”一体化模式;广东高校聚

焦强化乡村产业支撑、参与集体经济运营、探索基层

改革创新、提供决策咨询服务等重点任务开展联盟

活动,共同提升高校服务社会能力,着力打造为县域

发展提供科技支撑的“高校+产业联盟”模式等。从

国外情况来看,美国形成了以项目为依托联合培养

研究生的“研究型大学+企业”模式,英国构建了“研
究型大学+行业合作伙伴”模式等。从我国一些典

型农林院校的具体做法来看,中国农业大学的“学校

+基地+乡村”科技小院模式,把农业专业学位研究

生派驻到农业生产一线,为乡村振兴带来科技和人

才宝贵财富,走出一条科技创新、社会服务、人才培

养的新路子。北京林业大学提出农林高校“政产学

研用”协同办学理论,实践校地合作、协同创新“鄢陵

模式”等产教融合协同培养范式。南京农业大学依

托研究生工作站等基地,以科教研产协同为抓手,推
动研究生深入产业一线实践,形成校企合作研究生

工作站模式。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涉农专业学位硕

士研究生培养“项目制”培养模式,构建以人才培养

与重大战略需求相结合,知识体系与服务岗位相匹

配,以“招培就”一体化为特征的“四链融合,五项衔

接,六维贯通”教育模式,有效提升了涉农专业学位

研究生培养质量。
(二)农科研究生人才培养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在国家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各研究生

培养单位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的农科研究生培养模式

改革,人才培养质量和效益均有较大提升,但面对新

时代、新形势和新要求,我国农科研究生专业思想、
专业能力和培养协同机制等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
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职业认知不清,专业思想不牢。主要体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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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志不强“不愿下”。现有的农科研究生人才培养体

系多重视理论知识,忽视对学生“三农”情怀的培养,
部分农科研究生对新业态、新发展了解不深,导致职

业认知不清晰,缺乏职业规划和目标,对农业领域的

职业前景感到迷茫和困惑,因而爱农事农的职业价

值观不牢、强农兴农的使命感不强。此外,虽然国内

每年农科专业毕业大学生人数不少,但很大一部分

毕业生选择城市就业,不愿去农村工作[10]。即使来

自农村的大学生,毕业后励志反哺农村的也不够多。
2.职业能力不强,专业知识学用脱节。体现在

能力不强“下不去”。农科属于实践性较强的专业,
一些农科研究生虽然掌握了基础的理论知识,但他

们缺乏实践经验和技能,因此在工作中无法有效地

解决农业问题,而当前高校与企业、学科与行业之间

有断层现象,高校的科学研究、课堂教学与行业、产
业的实际生产脱节,大部分研究生只能在实验室或

校园内进行实验研究,部分农科研究生导师擅长学

术研究,但对农业生产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了解不

深,针对性的研究和指导不够,从而导致学生职业能

力不强,缺乏实际的生产经验和技能,无法在实际产

业中得到应用。同时,一些科研主攻方向不是业内

急需解决的现实问题,培养的学生也不是行业内急

需的专业人才,创新实践能力不足,难以适应农业现

代化发展和产业提档升级的需要。
3.育人主体不足,多元协同机制有待完善。体

现在融合不强“合力差”。存在政产学研融入度不

够、合作动力不足、育人资源聚集不充分,难以开展

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社会力量和优质教育资源整合

不足,影响农科研究生协同培养成效。农科研究生

培养模式的相对单一,评价体系多样化不够,给农科

研究生培养协同育人机制带来很多挑战。同时,缺
少紧密合作的机制和通道,缺乏组织和协调,产生的

多主体育人合力不够的问题,迫切需要以优势互补

为基础,构建政产学研协同培养的目标愿景,建立政

产学研协同培养的组织架构,搭建政产学研协同培

养的有效平台,优化政产学研协同培养的育人体系,
形成政产学研协同培养育人的新发展格局。

三、农科研究生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实践创新

(一)改革的思路

1.瞄准需求,找准人才培养定位。聚焦长三角

地区农业全面升级、乡村全面振兴、农民全面发展的

新任务新要求,人才培养要与国家主体功能区高度

耦合,服从主体功能区域战略规划,科学定位和布局

现代农业产业学院,不断提升对国家、区域的贡献

度、支撑度、引领力,人才培养要与区域产业布局同

频共振,特别是与经济带、城市群、产业链紧密结合,
以区域产业发展方向为牵引,找准结合点提供人才

红利,培养具备创造性应用研究能力、能独立解决复

杂“三农”问题的“强农先锋、社会英才”,实现“农志

强、本领强、思维新”的培养目标。
2.四个坚持,把握人才培养准则。坚持知农爱

农情怀,厚植“一懂两爱”和“自找苦吃”情怀,弘扬教

育家精神和科学家精神,推动农耕文化、校史文化等

有效融入,大力培养具有“大国三农”情怀的卓越农

科人才。坚持学术研究与职业导向并重。构建理实

结合的课程体系,整合一批产业为导向的实践实训

基地,实现学位教育与职业资格训练的有效衔接。
坚持专业性与应用性共生。发挥乡村振兴合作企业

战略联盟、县域产业联盟等优势,以试验站、科技小

院等平台为依托,深入推进研究生创新班等改革,打
造扎根江淮大地的全行业育人共同体。坚持跨学科

学习与创新能力训练两手抓。深化与大院大所大企

和农业部门合作,采用“学校+合作基地+实践项

目”联合指导方式,以农业科研项目为依托,突出实

践创新和应用实践这个核心目标。
3.深化改革,完善教育评价体系。建立多元化

学位标准体系。坚持人才培养的多维度评价,重视

成果质量,淡化成果数量,认定多元化学术成果,强
化学位论文的主体地位,制定科学合理的多元学位

标准,着力破除“唯论文”,特别是“唯SCI”弊端。推

进导师评聘制度改革。制定研究生导师职责实施细

则、教师岗位管理等制度,建立导师招生资格审核年

审制、导师动态调整和退出机制等,对履行立德树人

职责不力的,视情减招停招直至取消导师资格。建

立“全链条”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体系。试行“招生评

价—过程评价—毕业评价—毕业后跟踪评价—用人

单位评价”“五位一体”的人才培养质量评价。健全

质量保障体系,加强内部质量监控、教育管理制度建

设、信息化服务体系建设、加强学风与诚信建设,形
成了培养链管理全员参与、质量监管由事后监督检

查向事前主动服务转变的工作局面,实行研究生学

位论文第三方全盲审,建立论文抽检制度,提升人才

培养质量。
4.多措并举,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实施拔尖创

新人才培养计划。依托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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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等省部级科研平台,推进优势专业“本—硕—
博”贯通培养,构建科教产教融合培养模式,培养学

科基础扎实、实践能力强固、科研能力突出、具有国

际化视野的拔尖创新人才。创新专硕人才培养模

式。开设“大学农业推广专硕创新班”等,依托八大

综合试验站和区域经济社会产业发展需求,利用当

地行业企业优势资源,以实践创新能力培养为核心,
重点研究解决农业农村生产实践中的实际问题,聚
焦乡村振兴和应用型人才培养。构建研究生联培机

制。与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合肥国家

科学中心大健康研究院、安徽省农科院等大院大所

等采取“1+2”研究生联培模式,实现资源共享、平台

共建、人才共育。
(二)实践创新

如何提升农科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培养更多能

够胜任与引领现代农业建设的高层次、应用型、复合

型人才,是农业院校面向国家现代农业发展需求、服
务现代农业产业化发展的重要使命[10-13]。面对新

形势下农科研究生培养的困难与挑战,安徽作为我

国农业大省,农科研究生人才培养意义更重大。安

徽农业大学牵头,联合我省科研院所、农业行政主管

部门、农业企业和地方政府,聚焦科教产教融合,突
出“价值、知识和能力”培养,积极探索出一条具有地

方特色与优势的农科研究生培养新范式,见图1。
这种培养模式的创新点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图1 安徽农业大学农科研究生培养模式图

1.聚合多方资源,打造“四位一体”思政育人大

平台。培养“一懂两爱”三农学子,厚植爱农情怀,是
高等院校特别是农业院校的责任和使命,也是服务

社会和激发乡村振兴的现实需求,更是扎根中国大

地、培育爱农兴农新型高素质人才的务实之举。多

年来,安徽农业大学联合省内院校积极聚合政产学

研优势资源,共建“四位一体”联合育人团队。突出

农字品牌建设,通过政府领导农情发展报告、大院大

所名师言传身教、农业精英励志成才报告等,把思想

价值引领融入课程课堂、科研创新、知识教育、社会

实践等各环节,打造出如“神农大讲堂”“青禾讲坛”
等铸魂课程,“绿洲生态环境高峰论坛”“精匠讲堂”
等创新课程,“青年农学家论坛”“名茶进课堂”等职

业课程,构建了“铸魂、创新、职业”三板块结合的“壮
苗”育人模式,在火热的生产实践中厚植了研究生农

志情怀,增强农科研究生学农爱农的价值追求,解决

“不愿下”的问题。
2.科教产教融合,搭建“三链协同”能力育人大

平台。以“能力本位”为主导,突出科研需求和社会

需求的导向,推动人才培养方案革新。重点建设面

向需求的农科研究生特色课程,突出课程应用性和

综合性,集专业基础课、专业学位课、专业选修课和

专业实践课四类课程于一体的模块化课程体系。推

进案例教学、现场式教学和研讨式教学,联动社会、
企业、职业、学生等多元育人要素,完善乡村振兴战

略下的农科研究生人才培养方案,培养符合社会需

求的现代农业人才。以科教融合、产教融合为依托,
注重发挥双融合的优势,强化农科研究生与实际生

产、科研和教学的结合,培育兼具创新精神和应用能

力的农科研究生。在科教融合上,主动融入科技部

“100+N”开放协同创新体系,与中国科学院合肥物

质科学研究院、安徽省农业科学院等在地科研院所

建立“院—所”“系—部”联合攻关课题组,建立聚焦

科研破题的创新育人平台,研究生在科研攻关中提

升创新思维。在产教融合上,与政府共建分布式综

合(特色)试验站、与企业共建“乡村振兴合作企业战

略联盟”,建立面向产业升级的实践育人平台,研究

生在解决难题中提升专业本领。人才链、产业链、创
新链三链协同赋能,在产业提质增效和科研攻关中

提高了研究生创新实践能力。农科研究生强农兴农

综合能力的进一步强化,有力解决了“下不去”的
问题。
3.多维立体矩阵,构建“双向联动”多元育人新

机制。立足乡村振兴战略和“七个强省”建设,探索

联合组建“学校+政府”“学校(院)+行(企)业”“综
合试验站+产业联盟专家”等形式的高标准实践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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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构建“纵深政行企、横联校院所”纵横双向农科研

究生培养大矩阵,形成以“政府立题、产业出题、学生

选题、科研破题”为核心的联合育人理念,实施研究

生培养“进一个项目、解一个难题、强一项技术、出一

个成果”的“四个一”工程,将研究生的论文选题锚定

在政府农业立题、农业产业出题、农业科研破题上,
在产业提质增效中提升学农志气,在农业创新发展

中提升强农骨气,在科研攻关实践中提升兴农底气,
内化强农兴农价值追求,建立“共育、共管、共享”多
主体融合育人机制,形成了联合育人的强大内生动

力。通过大团队、大平台、大项目保障人才培养质

量,构建了以“大学农业推广专硕创新班”为代表的

农科研究生培养新模式,培养一批高质量农科研究

生,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理论与技术支持,有力

增强农科研究生共同培养,解决“合力差”的问题。

四、农科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的成效与经验

(一)成效

近年来,安徽农业大学联合省内院校进行了一

系列探索,创新了农科研究生人才培养的模式。联

合政府建立分布式综合(特色)试验站,结合产业建

立联盟,协同企业、基层单位、科研院所,形成“政、
产、学、研”四位一体的思政育人大平台,打造“神农

大讲堂”“青年农学家论坛”影响力课程,增强农科研

究生学农爱农事农的价值追求;通过研究生科研攻

关、技术推广以及示范,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人才

链”三链融合发力,共建“乡村振兴合作企业战略联

盟”“科技小院”育人平台,切实提高创新思维和专业

本领;通过“纵深政行企、横联校院所”纵横双向联

动,实施“四个一”工程,构建农科研究生育人大矩

阵,构筑“共育、共管、共享”多主体融合育人生态,实
现了“农志强、本领强、思维新”的农科研究生培养目

标,为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战略培养了一批高素

质人才,赢得了良好的社会声誉。
1.人才培养成效突出。实现了“农志强、本领

强、思维新”的农科研究生培养目标。毕业生在农业

领域工作的比例达到了91.3%,用人单位满意率始

终在98%以上。研究生深度参与突破绿茶自动化

加工与数字化品控关键技术、破解沿淮地区粮食作

物涝渍灾害难题,2个项目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二等奖。创新创业成果荣获全国挑战杯大赛特等奖

1项,全国电子商务大赛金奖2项,国际“互联网+”

创新创业大赛金奖3项等国家级学科竞赛奖励33
项,位列全国农林类院校第一。以学生为第一作者

发表高质量成果的贡献率达到76.6%。
2.教育教学成果丰硕。该改革成果获得首届高

等教育(研究生)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且为安

徽省属高校唯一一项。还先后获全国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优秀案例一等奖,教育部第二批党建工作标杆

院系培育创建单位,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标兵等思

政育人奖励;获批“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学团队”,教
育部虚拟教研室试点建设1项,出版国家级规划教

材5部,国家级精品课程2门、国家级一流课程3
门,省部级二等奖及以上成果奖35项。
3.社会效益显著。10年来,培养高质量农科研

究生5万余人,集成推广农业科技成果和先进技术

5216项,解决了粮食等产业实际问题3755个。学

校10余次在农林院校研究生培养全国性会议上做

经验交流分享。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东北农业大学

等20多所涉农高校,实地考察我校新农科建设和成

果,人才培养模式在全国10多所农林院校示范推

广,产生了良好的引领和示范作用。
(二)经验

安徽农业大学联合省内院校,在多年的实践中,
通过聚焦人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模式和人才培养

机制等,不断提升培养理念,改革培养模式,创新保

障机制,开展农科研究生教育领域的系统性、综合性

改革,实现了政府、产业、学校、科研机构多主体联

动,改革突破了校内层面,将范围拓展到省域范围,
覆盖安徽省全体农科研究生,实现了受益面最大化

的目标,其主要经验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注重理实结合,创新课程谱系。突出价值导

向、创新导向和应用导向,把思想价值引领与技术创

新、社会实践、生产劳动相结合,带动教师革新教学

方法,打造校内外老师联合授课的开放式教学体系,
有效提升培养农科研究生的质量。
2.注重交叉互融,建设育人平台。积极搭建多

主体联合攻关课题组科教融合平台,共建分布式综

合(特色)试验站,“企业战略联盟”等产教融合平台,
推进研究生培养融入创新链、提质产业链,三链协

同,服务覆盖区域发展,支撑当地的主导和特色产

业。通过“科教+产教”双融合,在产业提质增效和

科研攻关中,促进研究生思维创新和本领提升。
3.注重一体育人,构建体制机制。聚焦“农志

强、本领强、思维新”农科研究生培养目标,以“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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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质量提升”为协同理念,建立了横向联结在地

高校、科研院所,纵向联结政府、产业主体的农科研

究生培养矩阵,形成了“政府立题、产业出题、学生选

题、科研破题”多方共赢的协同育人生态,实施农科

研究生培养“进一个项目、解一个难题、强一项技术、
出一个成果”的“四个一”工程,建立了“政产学研”多
主体“共建、共管、共享”机制,聚合多主体育人动力,
为全国农科研究生培养提供了新思路。

注:本文源于2022年高等教育(研究生)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二等奖项目“‘四位一体 三链协同 双向联动’科教产教

融合培养农科研究生的安徽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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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huiAgriculturalPostgraduateTrainingParadigmfromthePerspectiveofScience,
Education,andIndustryIntegration

JIANGJiashenga,LIJianchao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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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Postgraduateeducationisanimportant,constituentpartofthenationaleducationsystem,anditstrainingquality
directlyinfluencestheimplementationofnationalstrategiestomakeChinastronginscience,talentandeducation.However,

formanyyears,therehavebeensomeproblemsinthetrainingofagriculturalpostgraduatesinChina,suchasweakdevotionto
professionalstudiesandinadequatepracticalabilityofthestudents,andpooroperationofthecooperativeeducationmechanism
involvingdiversifiedpartnersinschoolrunning.Therefore,AnhuiAgriculturalUniversityadherestotheprincipleofvalue,

innovationandapplicationorientation,andpaysattentiontotheintegrationofscience,education,andindustry.Specifically,it
jointlybuildswithotherschool-runningentitiesa“four-in-one”ideologicalandpoliticaleducationplatformandpromotesa
“three-chaincoordination”systemcoveringtalent-training,industryandinnovation;itputsforthefforttobuilda“two-way
linkage”agriculturalpostgraduateeducationmatrixsoastopushforwardregional,systematicandcomprehensivereformin
agriculturalpostgraduateeducation.Asaresult,ithasrealizedthegoalofcultivatingagriculturalpostgraduatesinto
professionalsofthenewerawhoshareastrongwilltoengageinagriculture,withoutstandingskillsandcreativethinking.The
efforthasformedanAnhuiparadigmofagriculturalpostgraduateeducation.
Keywords:science-education-industryintegration;four-in-one;three-chaincoordination;two-waylink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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