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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全日制工程硕士的培养侧重于工程应用，主要是为企业培养应用型、复合型高层次技术和工程管理人才。本

文剖析了未能深度融合工程理念、人才培养模式理论化、工程实践资源薄弱等问题，并提出双创能力模式，

包括工程职业素养、工程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及创业能力等四个维度。问卷调研结果表明，全日制工程硕士

的工程实践能力、创新能力较好，而工程职业素养及创业能力有待提高。高校和企业需要同时制定促进工程

硕士双创能力的提升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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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当前我国正处在产业结构调整的关键期，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不仅需要培养大批拔

尖创新人才来突破“卡脖子”技术，也需要培养众多具有工匠精神的技能型人才。教育部在“做好全日

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提出：瞄准国家创新体系的目标，培养、造就一批高水

平的具有创新能力的人才。高校对于全日制工程硕士的培养工作肩负着新的历史使命，不仅需要符合学

术规范，更应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和创业能力（双创能力）的专门人才。

新产业发展对工程教育提出了新要求，然而我国全日制工程硕士人才培养与新产业发展用人需求还

有较大差距，存在以下问题：在教学模式方面，案例教学、模拟训练、开放互动体验式学习未形成制度

保障；在实践基地建设方面，实践基地数量不足，基地建设质量、层次不高，教师对实践环节重视不够；

在培养特色方面，课程设置与学术学位雷同，未能体现全日制工程硕士教育的工程性、实践性、职业性；

在导师指导方面，双导师制未完全落实，校内导师的工程能力有待提升，企业导师的培养职责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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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日制的人才培养改革要以产教融合为导向，以产学研紧密结合为依托，以培养双创能力为核心。

因此，构建双创能力培养与评价体系，有利于指导全日制工程硕士的教育改革实践，实现从知识教育到

应用教育的培养模式转变，实现高校全日制工程硕士培养的转型发展。

2  相关研究

2.1  工程硕士能力素质结构

基于“基于大工程观的工程硕士能力素质结构”“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和“知识、技能与

态度的胜任特征”的三方面培养计划，诸多专家认为全日制工程硕士能力素质结构包括知识、素质与

能力等三大方面，具体如下：知识方面的要求，知识分为专业知识和基础综合知识两个层面；素质方

面包含政治素质、学养素质和现代工程意识素质等；能力方面的要求包括学习能力、创新能力、沟通

能力等。

创新意识与创新能力指的是全日制工程硕士需具备创新思维和创新品质，能以敏锐的观察力从本专

业角度分析问题，并运用所学知识进行创新的能力。全日制工程硕士应积极主动参加创新项目、科技竞

赛和社会实践，基于科学的研究方法，掌握问题的实质，利用所获得的知识和理论解决实际工程问题。

2.2  全日制工程硕士课程设置

《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分类别）研究生指导性培养方案》（以下简称《方案》）对全日制工程

硕士研究生课程体系建设指明了发展方向，并提出了指导性建议［1］。全日制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学制

为 3 年，其中一年到一年半的时间进行课程学习，其余时间用于专业学位论文工作。在第五学期末提

交专业学位论文，第六学期开学后一个月内进行论文答辩。《方案》指出全日制工程硕士的课程设置，

既要体现宽厚的基础理论，也要体现实际应用的知识。课程设置应包括：专业基础课、专业课、专业

实验课和方向选修课等模块。同时，根据管理类课程的特点，不断改进课程教学，积极引入案例教学

和研讨式教学，发挥学生在课程教学过程中的主动作用，培养学生积极思考，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

能力，收到良好效果。为进一步提高教学质量，依据培养方向及课程性质对重点课程成立课程组，课

程组成员定期对课程教学方法进行研讨、交流。在此基础上，编写相关教材。同时，根据学科发展最

新动态与研究成果，不断更新与完善教学内容。

2.3  双导师制度

工程硕士的应用属性决定其培养过程需要采用双导师制。“校内导师”具有较强的理论能力和研究

基础，但具体的工程实践经验不足［2］；而“企业导师”具有丰富的实践经验［3］。双导师制的指导模式，

属于强强联合模式。工程硕士入学第一年，进行课程学习，积极进行课程理论学习，并参与校内导师的

纵向理论课题，奠定理论分析基础。工程硕士第二年参与企业实践，在校外导师的指导下，参与企业项目。

在企业实践过程中，不断整合理论和实践知识，并将自身知识不断整合，经过多次知识迭代，将理论和

实践知识完全融合，成为具备理论基础和实践的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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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双创力构建与问卷测量

3.1  调查问卷的编制

通过对访谈和问卷调查结果整理归纳工程硕士双创能力发展的三个阶段：专业知识积累阶段、能力

提升阶段、创业培育阶段。本研究问卷设计通过搜索国内外相关文献，查阅了许多有关全日制工程硕士

创新和创业能力的文献资料，进行整理总结得出全日制工程硕士双创能力测量表，共有四个方面：工程

职业素养、工程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及创业能力共 20 个题项［4］。测量的具体问题：（1）工程职业素养，

包括工匠精神、人文素养、工程伦理素质和社会责任感等；（2）工程实践能力，包括热爱工程事业、

数理思维能力和软件应用能力等；（3）创新能力，包括技术创新愿望、创新思维培养和学习能力等； 

（4）创业能力，包括职业规划能力、政策理解能力和技术商业化能力等。

3.2  问卷发放与回收

本研究所用正式问卷通过线上与线下两种不同方式进行发放与回收：线上主要通过“问卷星”、

QQ、微信向各高校全日制工程硕士发放回收 123 份问卷；线下在授课期间向全日制工程硕士 120 份问卷。

共计回收问卷 243 份，有效问卷共 229 份，回收问卷有效率为 94.2%。问卷采用 Likert 分值，最高 5 分，

最低 1 分。

工程职业素养五个题项包括：“精益求精的品质精神”“爱岗敬业的职业精神”“追求卓越的创新

精神”“协作共进的团队精神”“考虑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其中最高值为 3.5，是题项“爱

岗敬业的职业精神”，题项“精益求精的品质精神”“追求卓越的创新精神”“协作共进的团队精神”“考

虑经济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平衡”的均值分别为 3.1、3.05、3.4 和 3.0。

工程实践能力包括五个题项；“工程试验能力”“多元思维能力”“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具备

运用主流框架技术”和“掌握移动应用程序的开发过程”。其中最高值为 4.5，是题项“具备运用主流

框架技术”，题项“工程试验能力”“多元思维能力”“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掌握移动应用程序的

开发过程”的均值分别为 3.9、4.05、4.0 和 4.45。

创新能力包括五个题项；“创新思维”“学习能力”“技术创新愿望”“技术应用能力”和“产品

开发能力”。其中最高值为 4.3，是题项“学习能力”。题项“创新思维”“技术创新愿望”“技术应

用能力”“产品开发能力”的均值分别为 3.8、3.9、4.1 和 4.25。

创业能力包括五个题项；“职业规划能力”“沟通与团队协作能力”“策划书撰写能力”“融资能

力”和“获取相关部门政策支持能力”。其中最高值为 3.9，是题项“沟通与团队协作能力”。题项“职

业规划能力”“策划书撰写能力”“融资能力”和“获取相关部门政策支持能力”的均值分别为 3.3、3.2、

3.0 和 2.8。

4  促进全日制工程硕士双创能力的提升机制

问卷结果表明，全日制工程硕士的工程实践能力、创新能力较好，而工程职业素养、及创业能力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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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提高。

高校可以通过以下机制提升全日制工程硕士双创能力：重构课程体系。围绕协同育人，实现“产学

一体”。通过校企双方设备、场地、师资技术团队共享、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共同建立实践教学体

系等手段，合作开发生产标准和教学资源。提升工程思维。设立相应的工程思维培训机制；要加强实践

实训机制建设，为工程硕士到真实场景提供平台和机会；积极鼓励研究生参加各类工程竞赛。完善双导

师制度。严格企业导师选聘，采取多种形式，使得具有工程领导和管理经验的人员能进入到导师队伍中来；

同时，强化考核和淘汰机制，明确企业导师的权利和义务，确保在传授学生专业实践知识的同时，切实

培养学生的工程领导和组织管理能力。强化专业认证。探索建立专业认证体系、不断优化质量保障体系

等方面加以推进［5］。

企业通过以下机制提升全日制工程硕士双创能力：职业规划指导。依托产教综合体的真实生产，以

实际案例为载体，对内开展项目制、导师制培训，进行拔尖人才培养，对外开展“技术技能提升”等培

训项目，有效助力高端技术人才的输出。实践基地完善。由培养单位牵头和企业共同商讨工程硕士的人

才培养目标、人才培养方案、实践教学大纲和企业管理制度等，提升工程硕士的工程实践应用能力。创

新资金支持。企业根据重要技术攻关和研发需要，可出资或引入风险基金，设立横向项目，委托高校或

科研院所开展研究，并以此为工程硕士提供实践平台。创业活动培育。通过成立创客空间，开展各项创

客活动，充分利用综合实训平台的技术和资源优势、师资力量、创新实践教育资源和创业的丰富经验，

共同开展创业活动，培养创新创业人才，同时将优质项目进行产业化。

实现培养目标、教学内容、培养方式相互融合。一是将企业的真实岗位能力需求作为学校的人才培

养目标，校企双方共同制定培养方案、设置教学内容和标准，实现培养目标融合；二是将企业的生产任

务和技术研发项目作为学校教学内容载体，校企双方合作开发教学资源，实现教学内容融合；三是校企

双方要建立弹性的教学组织方式，设计一体化校企学习内容，解决教学安排与企业生产的冲突，实现培

养方式融合。

5  结语

全日制工程管理硕士的培养目标是为工矿企业和工程建设部门，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培养应用

型、复合型高层次工程技术和工程管理人才。工程硕士的培养机制关系着国家建设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本文针对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模式和机制等方面的薄弱环节，开展了理论研究，并构建了双创

能力维度和测量问题，探索了当前全日制工程硕士的双创能力现状。本研究有助于改善当前培养过程

中存在的问题，有助于全日制工程硕士研究生培养质量的提升，从而为国家和社会提供兼具技术和管

理的工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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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struct of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and Entrepreneurship 
Capabilities and Questionnare Research for the Full Time 

Master of Engineering

Yang Dong Dong 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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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ining system of full time master of engineering emphasizes engineering appliaction. Its 
target is to cultivate the engineering managers who have the application-oriented  and mixed capabilities. 
This paper investigated the problems in low degree of convergence, over-emphasized theory and 
lacking of practicing resources. And engineering capabilies consist of four dimesions: the engineering 
accomplishment, engineering practing capabilities,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and entrepreneurship 
capabilities. The questionnare indicates that the students have better engineering practing capabilities 
and innovation capabilities. However, the students should improve the engineering accomplish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capabilities. The unversities and firms should together design the improving 
mechanisms.
Key words: Full time master of engineering; Entrepreneurship and innovation capability; Training 
mechanis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