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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地院校研究生创新人才培养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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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对２０所军队院校和１５所地方高校研究生创新人才培养情况的调查分析，表明研究
生创新人才培养质量还有较大提升空间。调查结果显示：军校和地方院校研究生对创新人才能

力素质的认识基本趋同；军校创新素质的自我满意度高于地方院校；军校研究生的培养诉求显

著高于地方院校，且军校和地方院校研究生对综合素质的培养诉求均最高；几乎所有被调研的

军校研究生均认为培养模式影响创新人才培养，在地方院校中持此观念的人数也最多，其它影

响因素中军地院校各有侧重；军校研究生培养中专业实践机会少、培养模式单一、与岗位需求

脱节等不足明显高于地方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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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校研究生教育肩负着为实现强军目标培养高
素质军事人才的重任。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和

新军事变革的深入发展对军校研究生教育提出了更

高要求，如何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以适应能打仗打

胜仗的目标要求已成为当前军校研究生教育密切关

注的问题。《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指出［１］ “实施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第六

届全军研究生教育改革工作会议研究了新世纪我军

高层次人才培养和改革问题，明确提出全面推进素

质教育，突出研究生创新能力、实践能力和创造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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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的培养。培养高素质研究生创新人才已成为当前

军内外高校研究生教育的内在要求和普遍共识。

军校研究生创新人才培养在多方努力下已取

得长足进步和较大发展［２－４］，但仍存在一些问题有

待进一步完善［５］。地方院校较之军校有着更大的

研究生教育规模，研究生创新人才培养经验十分丰

富，对军校研究生创新人才培养具有重要借鉴意

义。本文目的在于通过问卷调查，比较分析军地研

究生创新人才培养异同，找出军校研究生创新人才

培养的优势和不足，为军校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和

高素质创新人才培养提供参考。

本文围绕创新人才培养相关问题，对军队２０
所和地方１５所高校的在读博士、硕士研究生培养
现状和影响因素进行了调查分析，调查对象涉及

军、理、工、医、管、经、文等学科领域。根据比

例抽样原则，进行按年级分类随机抽样调查，共发

放问卷 ５０００份，有效回收 ４１３６份 （军队院校

２６６６份、地方院校１４７０份），有效率８２２％，其
中硕士研究生 ３１４８份 （７６５９％），博士研究生
９８８份 （２３４１％）。

一、研究生创新人才能力素质

表１给出了研究生对创新人才素质的总体认识
分布。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自主学习能力、科研

能力、专业实践能力、人际沟通能力、团队合作能

力作为创新人才素质得到了普遍的认可，同时人文

素养、书面及口头表达能力、组织管理能力、外语

能力、社会活动能力亦被认为是创新人才素质的重

要组成部分。这些说明，研究生对创新人才素质包

括的内容认识较为全面深刻。从各种能力的认可比

率来看，在军地院校研究生中自主学习能力、科研

能力、专业实践能力、人际沟通能力和团队合作能

力的认可率均超过了半数。

表１　研究生创新人才能力素质

选项
自主
学习

科研
能力

专业
实践

组织
管理

表达
能力

人际
沟通

团队
合作

社会
活动

人文
素养

外语
能力

其它

军队
院校

人数
（２６６６） １８９８ １８６９ １５１０ １１２５ １３０２ １４９１ １４７０ ９７６ １１１１ ８８１ １１９

比例 （多
选，％） ７１１９ ７０１１ ５６６４ ４２２０ ４８８４ ５５９３ ５５１４ ３６６１ ４１６７ ３３０５ ４４６

地方
院校

人 数 　
（１４７０） １００９ １０１９ ８６１ ５１９ ６２６ ８５９ ７６８ ５２６ ６４４ ５２８ ７６

比例 （多
选，％） ６８６４ ６９３２ ５８５７ ３５３１ ４２５９ ５８４４ ５２２４ ３５７８ ４３８１ ３５９２ ５１７

　　对比可见，总体而言军队院校和地方院校研究生
对创新人才素质的能力组成认可率相差不大。但仔细

分析仍可以发现一些细微差别，军校研究生对自主学

习能力的认可率７１１９％高于地方院校６８６４％，对组
织管理能力的认可率４２２０％高于地方院校３５３１％，
对表达能力的认可率４８８４％高于地方院校４２５９％，
对团队合作能力的认可率 ５５１４％高于地方院校
５２２４％；而地方院校研究生对人际沟通能力的认可率
５８４４％高于军校 ５５９３％，对人文素养的认可率
４３８１％高于军校 ４１６７％，对外语能力的认可率
３５９２％高于军校３３０５％。由此可以看出，因培养目

标和任职岗位不同，军地研究生创新人才的素质培养

应各有侧重。

二、研究生创新人才素质自我评价

在被问及 “你如何评价自身创新素质”时，

军队院校中有 １４５６％ 的研究生表 示 满 意，
３９０８％较为满意，３９５０％认为一般，６８６％表示
不满意；地方院校中有９８６％的研究生表示满意，
３６２６％较为满意，４８３７％认为一般，５５１％不满
意，如表２所示。可见，军校研究生中对自身创新
素质满意或比较满意的合计占 ５３６４％，超过一
般，而在地方院校只有４６１２％。

表２　 研究生创新素质自我评价

选项 满意 较满意 一般 不满意

军队院校
人数 （２６６６） ３８８ １０４２ １０５３ １８３

比例 （单选，％） １４５６ ３９０８ ３９５０ ６８６

地方院校
人数 （１４７０） １４５ ５３３ ７１１ ８１

比例 （单选，％） ９８６ ３６２６ ４８３７ ５５１

１６



　
高等教育研究学报

　
２０１５年第１期 （总第１７８期）

三、研究生培养的自我诉求

研究生对攻读学位期间的培养诉求和期望，是

研究生教育中需要重视的问题。调查发现 （如表３
所示），对于 “研究生学习期间最关注哪些方面的

发展”，军队院校中关注综合素质占８３１６％，关
注科研成果与学术素养占６６６５％，关注就业与职
业发展４７６０％，关注学位占４９４４％；而在地方
院校研究生的关注率中综合素质占６３８８％，科研
成果与学术素养占 ３２１１％，就业与职业发展

３０１４％，学位占 １６１９％。可见，地方院校研究
生关注率明显低于军队院校；综合素质培养在军地

院校研究生中的诉求均是最高的。

对于 “研究生学习期间最期望在哪些方面得

到指导”，军校研究生中 ７８１３％选择专业技能，
４７９０％ 选 择 职 业 发 展，２７７９％ 选 择 创 业，
４６２５％选择人文素养；在地方院校中 ５０００％选
择专业技能，４４４９％选择职业发展，２０００％选择
创业，３４５６％选择人文素养。可见，相比地方院
校，军队院校研究生期望在专业技能、人文素养方

面获得指导的诉求更强烈。

表３　研究生创新人才培养的自我诉求分布

选项

关注方面 期望方面

学位
科研成果
　与
学术素养

综合
素质

就业与
职业
发展

不关心
专业
技能

职业
发展

创业
人文
素养

其它

军队
院校

人数
（２６６６） １３１８ １７７７　 ２２１７ 　１２６９ ４６ ２０８３ １２７７ ７４１ １２３３ ５２　

比例
（多选，％）４９４４ ６６６５　 ８３１６ 　４７６０ １７３ ７８１３ ４７９０ ２７７９ ４６２５ １９５　

地方
院校

人数
（１４７０） ２３８ ４７２　 ９３９　 　４４３ ２１ ７３５ ６５４ ２９４ ５０８ ５５　

比例
（多选，％） １６１９ ３２１１　 ６３８８　 　３０１４ １４３ ５０００ ４４４９ ２０００ ３４５６ ３７４　

四、研究生创新人才培养影响因素

影响研究生创新人才培养的因素很多，找到其

中关键因素，进而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对提高人

才培养质量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表４调查结果显
示，在军队院校中，几乎所有被调查的研究生

（９７１１％）均认为培养模式影响创新人才培养，
政府及学校政策占６４７０％，导师水平占６２５３％，
课程设置５６３０％，科研条件占５６１１％；在地方

院校中，对影响创新人才培养的因素，有６９９３％

选择培养模式，也是最高的；４１１６％选择课程设

置，３９９３％选择科研条件，３９６６％选择政府及学

校政策，３６７３％选择导师水平。由此可见，军队

院校研究生对创新人才培养的影响因素认可比例明

显高于地方院校；在军队院校和地方院校研究生中

认为培养模式影响创新人才培养的人数均是最多

的；军队院校和地方院校影响创新人才培养的因素

存在各自差异，在教育教学改革中需区别对待。

表４　影响研究生创新人才培养的因素分布

影响因素 政府及学校政策 培养模式 课程设置 导师水平 科研条件 其它

军队院校

人数

（２６６６） １７２５ ２５８９ １５０１ １６６７ １４９６ ４６

比例

（多选，％） ６４７０ ９７１１ ５６３０ ６２５３ ５６１１ １７３

地方院校

人数

（１４７０） ５８３ １０２８ ６０５ ５４０ ５８７ ４４

比例

（多选，％） ３９６６ ６９９３ ４１１６ ３６７３ ３９９３ ２９９

２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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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研究生创新人才培养存在问题

对于 “本校研究生培养存在哪些不足”的问

题，如表５所示，在军队院校中，６９２４％的研究
生认为专业实践机会少，６７０７％认为培养模式相
对单一，５２４８％认为与用人单位的岗位需求脱节，

６６９５％认为学校管理方式不利于个性化发展，
２４１９％认为导师指导太少，２１７２％认为科研条件
有待改善；在地方院校中，５９３９％的研究生认为
专业实践机会少，４５５８％认为培养模式相对单一，
３５８５％认为与用人单位的岗位需求脱节，３３９５％
认为学校管理方式不利于个性化发展，２５７８％认
为导师指导太少，２６３３％认为科研条件有待改善。

表５　研究生创新人才培养的不足

选项
培养模式

相对单一

专业实践

机会少

与用人单位

需求脱节

管理方式不利

于个性发展

导师指导

太少

科研

条件
其它

军队院校

人数

（２６６６） １７８８ １８４６ １３９９ １７８５ ６４５ ５７９ ４２

比例

（多选，％） ６７０７ ６９２４ ５２４８ ６６９５ ２４１９ ２１７２ １５８

地方院校

人数

（１４７０） ６７０ ８７３ ５２７ ４９９ ３７９ ３８７ ４０

比例

（多选，％） ４５５８ ５９３９ ３５８５ ３３９５ ２５７８ ２６３３ ２７２

　　从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军队院校和地方院校研
究生培养中均存在偏重理论教育，忽视专业实践的

现象，理论创新与工程实践表现出不相容的现象已

是不争的事实［６］，有教育观念滞后、教育资源匮

乏等各种因素，其中仅依托学校的相对单一的培养

模式是直接原因。此外，研究生创新人才培养与实

际岗位需求脱节亦较为明显，培养出来的人才不堪

用，需要用人单位二次培养，此点军队院校更为突

出，比地方院校高出１７％。认为学校管理方式有
待改进的军队院校研究生比地方院校高出３３％。

综上，随着研究生创新教育的发展，研究生创

新人才培养质量有了较大提高，但仍有较大提升空

间。军队院校和地方院校的研究生创新人才培养具

有普遍性规律，但又因为培养目标、环境条件不同

而存在差异性特征。本文期望通过对军地院校研究

生创新人才培养调查的对比分析为军校研究生教育

教学改革提供有益参考，从而推动军校研究生创新

教育又好又快发展，不断提高研究生创新人才培养

质量。

参考文献：

［１］　中共中央国务院 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０－２０２０）［ＥＢ／ＯＬ］．（２０１０－０６－０７）［２０１４－１２
－０２］．ｈｔｔｐ：／／ｗｗｗ．ｃｈｉｎａ．ｃｏｍ．ｃｎ／ｐｏｌｉｃｙ／ｔｘｔ／２０１０－
０６／０７／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１９７７９０．ｈｔｍ．

［２］　李加勇，白永生，叶和明，等．新形势下提高军校研究
生创新能力的策略分析［Ｊ］．中国电力教育，２０１２
（１４）：３０－３１．

［３］　项军华，韩大鹏，张峰，等．面向新型军队创新人才培
养的课程建设与改革［Ｊ］．高等教育研究学报，２００９，
３２（３）：１８－２０．

［４］　涂亚庆，杨辉跃，毛育文．在课外实践中提高军校研
究生创新能力的探索［Ｊ］．高等教育研究学报，２０１１，
３４（４）：３４－３６．

［５］　邵新杰，田广，刘金华，等．军校研究生培养中的问题
及对策分析［Ｊ］．中国电力教育，２０１３（２８）：２６－２８．

［６］　李炎，史美萍，吴涛，等．依托科研实践提高研究生创
新能力的探索［Ｊ］．高等教育研究学报，２００９，３２（３）：
４７－４９．

（责任编辑：胡志刚）

３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