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大学教学  2008 年第 3 期 

 77

利用校外优质资源探索并实践产学研结合的开放

式研究生培养模式 

薛  谦   鲍志东   崔立山 

摘  要：近年来，中国石油大学（北京）通过与企业合作组建的研究生工作站为实践载体，不仅满足

油气资源可持续发展对高层次创新人才的需求，而且利用校外优质资源，拓宽学校办学渠道，提高研究生

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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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石油石化工业无论是立足于国内石油勘

探开发，保持石油产量持续稳定增长，还是积极开拓海

外石油市场，都越来越依赖于高层次创新性人才培养。

近年来，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坚持以我国石油工业发

展的需求为导向，以献身事业教育为主线，面向国家重

大需求，利用校外优质资源探索并实践产学研结合的开

放式研究生培养模式，以与企业合作组建的研究生工作

站为实践载体，通过创新政治思想教育模式与专业教育

模式，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与艰苦创业精神，培养研究生

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创新能力，努力为国家石油工业快

速发展培养具有艰苦创业精神的高层次创新人才。 

一、利用校外优质资源，拓宽学校办学渠道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一直秉承以服务求支持，以

贡献求发展的办学理念，肩负着我国石油石化工业的快

速发展培养高层次创新型拔尖人才的重任。因此，在近

几年的研究生教育发展过程中一方面积极扩大石油石化

主干学科招生规模，同时充分利用石油石化企业丰富的

校外优质资源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与企业共同组建研

究生企业工作站，积极探索开放式研究生培养模式。以

企业工作站为载体，通过产学研合作，培养研究生的创

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以解决学校由于实验场所不足、实

验设备更新跟不上最新技术发展步伐而导致缺乏足够的

工程实践条件；由于毕业论文选题不注意联系生产实际

和科研项目，忽视培养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由于缺乏

设计性、开发性实验，缺乏科研能力和科研方法的训练

而导致创新能力不足；由于缺乏具有工程经验的导师，

而导致学生特别是在创新型工程师的培养上存在一些困

难等问题。高等学校是我国培养创新人才的基地，承担

着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的双重使命，培养创新型人才是

一项系统工程，不仅是高等学校的责任，同时也是企业

的使命。因此，学校与企业开展的产学研合作不仅是优

势资源的互补，而且可提升自主创新的能力。 
实现优势资源的共享，构建产、学、研一体的人

才培养平台，以解决企业对高校培养创新人才的要求

较高，但是参与高校的创新人才培养的过程比较少的

问题，给研究生参与真正的科技创新和工程创新提供

机会，在实践中学知识、长才干，真正创造一个产学

研结合培养创新人才的良性机制。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充分利用石油石化企业丰富的校外优质资源，与

企业共同组建研究生企业工作站，积极探索开放式研

究生培养新模式。自 2000 年以来，学校先后与塔里木

油田、大庆油田、胜利油田等 44 家石油石化企业组建

了研究生工作站，学校根据研究生企业工作站建设进

展及建站企业对研究生的专业需求，选拔全日制研究

生进入企业工作站，进站的研究生主要以石油主干学

科为主，兼顾其他的学科专业。建立开放式的研究生

培养模式。2007 年企业需求研究生数为 161 人，占全

日制研究生总数的 10%。 

二、利用校外优势资源，提高研究生培养

质量 

为了推进我校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规范研究生进

入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研究生企业工作站及在站期间

管理，不断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确保研究生企业工作

站持续发展，学校成立了企业工作站管理委员会，全面

薛  谦，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研究生院管理办公室主任，副研究员；鲍志东，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组织部

部长，教授；崔立山，中国石油大学（北京）研究生院副院长，教授。 



 

 78

负责工作站的管理工作，专门制定了《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企业工作站硕士生管理办法》、《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企业工作站硕士生学位论文开题和答辩工作的规

定》等规章制度，为提高研究生的培养质量，学校和企

业还采取了以下措施。 
1．为保障大批优秀研究生进站，学校每年为有关院

系单列进入企业工作站的研究生招生指标，申请进站的

考生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录取，进站研究生经考核合格可

获得 300~600 元/月的特别助学金。拟进站的研究生须在

第一学年修完培养计划规定的全部课程，在第二学年的

7－9 月份进入工作站。 
2．对在站研究生实行双导师制，充分发挥校企双方

导师在理论研究、生产实践方面的各自优势。学校聘请

工作站所在企业的理论水平较高、实践经验丰富、具有

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人员担任企业导师，主要负责研究

生的学位论文选题指导、工作安排、现场学术指导、学

位论文初审等；学校导师与企业导师密切合作，共同制

定和实施培养计划，在研究生的实践环节、论文实际工

作等方面进行指导。 
3．为研究生提供广泛的选题内容，其中很多研究课

题都是企业发展中面临的“急、重、难、新”问题，为

研究生提供大量学习新理论、新技术、新方法的机会，

更多地将目前的研究内容与生产实际联系起来，将研究

成果更好地运用到生产实际。 
4．狠抓在站研究生思想教育，创造良好的学习、生

活和工作环境。结合科研生产实际，组织学生参加各种

专业技术培训，如大庆油田研究院工作站专门为在站研

究生举办了“大庆油田勘探开发概况”报告会，由技术 

专家作评委进行点评，锻炼了研究生的能力。 

三、取得的成果 

1．开放式研究生培养实践充实了石油石化大型企业

的科研队伍，促进了企业科研水平的提升。 
2．开放式研究生培养支持了国家重点工程建设。组

建了我校研究生工作站的企业大都承担了国家重点建设

工程，工作站的研究生为国家重点工程的顺利推进做出

了应有的贡献。 
3．为石油石化企业吸纳并输送了研究生毕业生。通

过研究生工作站的建设与示范作用，我校近年在西部油

田工作站实践的研究生中，有 62.6%毕业后回到塔里木

等油田工作。目前，石油石化企业普遍表达希望加大企

业研究生工作站建设的力度，加大派入工作站的研究生

规模，期待并相信通过工作站的示范与宣传有更多的毕

业生去现场工作。 
4．研究生在解决企业实践问题的过程中，创新能力

得到了很好的锻炼与提高。进站工作的研究生普遍感觉，

基于工作站这一实践载体，自身的创新能力与解决工程

技术问题的能力，在参与国家重大工程等科研工作中得

到了很好的锻炼。 
5．成功改革了研究生培养方案，构建了开放式的

“1+2”培养模式，即研究生在校内课程体系学习 1 年时

间，在企业工作站开展科研与论文工作 2 年左右时间。

这一研究生教育改革更新了办学理念，充分利用了学校

外部优质资源，拓展了办学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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