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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发展定位与现实差距较大，人才占比较小，这就要求企业与学校合作，有针对性地为大湾
区的发展培养更多专业对口人才。当前粤港澳地区校企合作办学模式存在一系列问题，校企联合均衡培养、健全的校企

联合培养模式、严格的监管体系、完善的双导师制度是校企联合培养模式成功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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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１９年 ２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明确强调，大

湾区的产业和人才市场对高等教育发展具有良好

的支撑和带动作用，因此，高校在粤港澳大湾区发

展背景下开展专业硕士研究生培养十分重要。这

不仅表明高校能够有效地增强高校专业硕士研究

生的理论、实践和创新能力，而且在高校与企业联

合培养专业硕士研究生的模式下，可以根据学生

发展需求，灵活地调整研究生联合培养计划，实现

高级人才培养目标，满足双方的需要。本文通过

数据分析，探究大湾区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行校企

合作办学的必要性，结合粤港澳地区高校与企业

合作办学的发展现状，指出当前粤港澳地区校企

合作办学模式存在的问题，即校企联合培养不平

衡、校企联合培养模式不健全、校企监管不严格、

双导师制不完善，并针对我校佛山基地校企联合

培养模式的成功案例，提出校企联合均衡培养、健

全的校企联合培养模式、严格的监管体系、完善的

双导师制度是校企联合培养模式成功的关键，只

有这样，才能为大湾区输送更多的高素质人才，促

进大湾区经济发展［１］。

１　大湾区专业学位研究生校企联合培养
的必要性

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定位与湾区“９＋２”城市人
才资源数据如表 １、表 ２所示［２］。从表中数据可

知，尽管当前大湾区各区域都在出台各种人才政

策，但人才分布还是出现较明显的区域差异。

表１　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定位

城市 城市定位 产业定位 人才定位

广州 建设一个枢纽型的网络城市 构建高端高质量高新产业体系 坚持突出“高精尖缺”产业发展导向

深圳 建设“十个城市”
实现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建设国际化的产业

创新中心
实施“人才立法”

珠海 珠江西岸的核心重点城市 构建高端的现代产业体系 率先实施“人才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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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１　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定位

城市 城市定位 产业定位 人才定位

佛山 打造国际制造业中心
大力发展制造业，成为中国的制造产业中的一

线城市

构筑创新创业人才支撑体系，引进国内

外优秀的顶尖人才、创新力强的企业和

团队，将高端的技术引进到佛山

惠州 建设“绿色现代化山水城市”
建设现代化的电子信息产业和世界级石化产业

基地
实施“人才双十行动”

东莞 国际制造名城
推动先进的制造产业和现代化的服务产业共同

发展
实施“人才东莞”战略，构建人才型城市

中山 国家创新型城市 推动产业集聚化、链条化、高端化、绿色化发展
推出“人才新政１８条”，为人才提供一揽

子贴身服务

江门 珠西产城枢纽 世界级的轨道交通产业基地
先后颁布了“人才强市十四条”及十三项

配套政策

肇庆
建设珠三角，连接大西南枢纽

门户城市

争取早日形成先进的设备以及装备制造产业、

新材料、高质量新型电子产品、生物科学医药和

节能环保相关的五大产业集群

出台“西江人才计划”

香港
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物流

中心
持续发展创新科技产业

引进国际投资者，使大湾地区经济和全

球经济一体化，优化香港人才的发展政

策，人才引进分类别进行

澳门 世界旅游休闲中心 经济适度多元化发展 提出“教育兴澳、人才建澳”的口号

表２　湾区“９＋２”城市人才资源数据

城市 总人口／万 人才／万 工业企业Ｒ＆Ｄ活动人员数／人 人才占比／％

广州 １４０４．３５ ２８８ ８０５０９ ２０．５１
深圳 １１９０．８４ ３００ ２０２６８４ ２５．１９
珠海 １６７．５３ ４２．２５ ７４４２７ ２４．６２
佛山 ７４６．２７ １３８．２ １６７３７ １８．５２
惠州 ４７７．５０ ９８．３ １２１００ ２０．５９
东莞 ８２６．１４ １３０ １７１２０ １５．７４
中山 ３２３ ５５ ６４９６３ １７．０３
江门 ４５４．４０ ９３ ３８９７０ ２０．４７
肇庆 ４０８．４６ ８２ ３４９２９ ２０．０８
香港 ７３３．７０ １９２．０７ ２８０００ ２６．１８
澳门 ６５．３０ １３．３４ ／ ２０．４３

　　从表中可以看出，粤港澳大湾区人才发展的
定位与现实差距较大，人才占比较小，这就要求企

业与学校合作，有针对性地为大湾区的发展培养

更多专业对口人才。

２　大湾区专业学位研究生校企联合培养
模式应用的现状

大湾区专业学位研究生校企联合培养模式应

用还存在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其具体内容如下。

２．１　校企联合培养不平衡
在湾区高校与企业联合培养专业学位研究生

的过程中，没有正确把握高校与企业联合培养研

究生质量的平衡。首先，因为高校和企业对专业

学位研究生的规划不同，高校更多侧重于培养优

秀人才，而企业更多是为了培养一批具有实践能

力的工作者为企业盈利。学校会提前制定好专业

学位研究生人才培养方案，严格按照制定的方案

执行；但企业在社会中，经常受一些外在因素的影

响，如市场或政策的变动，这就要求企业及时根据

市场变化，对专业学位研究生的培养或要求做出

相应的调整，以适应企业需求。其次，在现有的校

企联合培养模式中，有的过分强调研究生在企业

中的实践，忽视专业教学的理论基础，学生的专业

知识与能力储备也严重不足［２］，在理论课程与实

践教学活动的结合中存在困难；有的则主要注重

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忽视用理论培养，从而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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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无法均衡发展。

２．２　校企联合培养模式不健全
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大部分高校和企业还没有

建立健全完整的校企联合培养模式，校企联合培

养模式还不够成熟，模式种类并不是很多，难以满

足各类学生多方面的需求，对学生的培养方案的

制定也仍需完善。如学校往往在新学期开始前就

已经制定完成专业学位研究生教学计划，但由于

学生数量比较多，这种提前制定好的方案很少考

虑到其是否与学生自身课程时间安排相适应。学

生每个学期都有可能参加各式各样的社会等级考

试，一旦学生在实习期间需要回到学校参加等级

考试的培训和学习，就会导致培养方案无法正常

进行。专业学位研究生无法有针对性地去对口企

业进行实践，企业也无法引进对口人才，这在很大

程度上造成了研究生人才与企业资源的浪费，无

法很好地达到校企联合培养的效果。

２．３　校企监管不严格
大湾区专业学位研究生校企联合培养模式建

立的时间不久，管理体系不是很完善，这也是导致

校企联合培养效果不佳的原因之一。很多企业在

校企联合培养过程中并没有给予研究生专业的实

践指导，监管力度放松，没有严格按照联合培养方

案对研究生进行培训。在研究生实习期间，很多

企业并不能保证对学生全程进行专业化的培养，

如企业有一些对专业性要求不高的岗位缺乏人

手，就会安排实习生去顶替，这对学生专业性的提

高没有任何帮助；再加上高校也没有严格负责研

究生实习后续工作的跟进，高校和企业培训依然

脱节，研究生无法得到系统的培养，这种管理方式

和监督体系不利于企业，更不利于为大湾区有针

对性地培养专业人才。

２．４　双导师制不完善
校企联合培养，要求研究生在高校和企业都

有专业的导师指导，双方导师都需要经过专业的

培训，从而适应校企联合培养模式的需要，但目前

在大湾区双导师制并不是很完善。一方面，高校

的导师与企业内导师缺乏沟通，高校导师不能及

时将学生在校学习的情况传达给企业导师，企业

导师也无法根据学生情况制定合理的培训方案；

另一方面，企业导师可能因工作繁忙等原因，无法

接受专业的培训，其培训方式和方法学生一时难

以接受，这就会使培训效率大打折扣。

３　专业学位研究生校企联合培养模式
构建

为了提升大湾区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校企联

合培养的质量和水平，在进一步了解专业学位硕

士研究生校企联合的培养现实意义及其对现状的

影响因素基础上，以我校佛山基地培养模式为例

进行深入分析，进而提出完善粤港澳大湾区专业

学位研究生硕士校企联合培养体系的关键因素。

３．１　佛山基地培养模式简介
广东省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佛山）（以下简

称佛山基地）是国家和广东省人民政府于２０１５年
１１月面向国家和区域新兴产业着力联合打造的
可持续和复制推广的政产学研校企协同联合培养

硕士研究生的开放平台和高校研究生科技成果传

播与转化的平台，通过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以“高校＋中心＋示范点”模式运作，为地方实施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有力支撑。广东省研究生联

合培养基地（佛山）培养模式如图１所示。

图１　广东省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佛山）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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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佛山基地培养模式成果
目前已有来自中山大学等１１所高校、科达洁

能有限公司等４０家产业创新人才培养企业示范
点的研究生参与我校在佛山基地示范点的研究生

对接企业联合研发人才培养，共有近２００名研究
生通过精准对接基地企业示范点参与我校提供的

近３００个企业研发人才培养项目。２０１８年首届
５７名研究生联合培养期间申请发明专利 ５３件，
研究生人均专利成果近２件，转化专利成果２件；
研究生成立公司 ２家，其中，朱振武同学创立了
“佛山市德显达科技有限公司”和“德显达贸易有

限公司”，荣获第五届“工程硕士实习实践优秀成

果获得者”“２０１７～２０１８学年度广东省优秀学生
（研究生阶段称号）”，学生就业率大大提高，５０％
以上的毕业生留在佛山服务，平均薪酬高于非基

地毕业研究生的２３．７％。
３．３　佛山基地培养模式分析
３．３．１　校企联合均衡培养

大湾区高校和企业联合对专业学位研究生进

行均衡培养。学生在学校接受专业知识的培训，

并且学生在校期间在高校导师指导下所获得的科

研成果及时与合作企业对接；企业有针对性地规

划学生的专业实践，及时将学生在实习期内的项

目成果反馈给高校，使高校和企业资源在专业学

位研究生培养中发挥最大化作用。这不仅可以满

足企业的人才需求，也使更多的高校毕业生走上

与专业对口的工作岗位，实现了学生专业性与职

业性的完美结合，为大湾区培养更多高质量的应

用复合型人才。

３．３．２　健全的校企联合培养模式
首先，佛山基地采取的“高校＋中心＋示范点”

的模式，是校企联合培养模式取得成果的重要原

因，值得当前大湾区高校与合作企业借鉴和学习。

这种新型健全的校企联合培养模式，是省教育厅

把研究生联合培养的招生计划直接下达到基地企

业，由当地政府提供资金，通过第三方运作确保研

究生联合培养成效，它高效地利用了大湾区企业

和高校的资源，为专业学位研究生提供了施展才

华的对口平台［３］。其次，只有建立健全的校企联

合培养模式，才能更好地协调企业与学生的时间，

从而更好地实施培养计划。

３．３．３　严格的监管体系
首先，可以通过企业与高校签订研究生联合

培养计划合同，互相督促双方完成各自的培养任

务［４］，有了合同的约束，企业才会更加严格按照

合同上的规定，为研究生提供对口岗位；其次，政

府制定完善的监管体系，监督企业和高校对专业

学位研究生的培养。大湾区经济发展迅速，人才

需求量巨大，必须实施严格的监管体系，才能保证

高校优秀毕业生在适合自己的岗位充分发挥自己

的价值，才能促进大湾区产业更好的发展。

３．３．４　完善的双导师制度
选择大湾区有影响力、专业性强的企业进行

合作，高校导师和校外导师要相互学习，一起讨

论，共同合作，实现校内科研成果与企业技术研发

项目强强联合。企业导师进行专业培训，认真学

习了解专业学位研究的培养目标，并指导学生进

行实践［５］。企业导师是学生的第二导师，作用不

容小觑，在学生实习期间负责学生的专业技能训

练也是企业导师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完善

的双导师制度对大湾区校企联合培养研究生尤为

重要［６］。

４　结语
粤港澳经济大湾区高等教育主管部门要努力

实现把当代中国高等教育打造发展成为一个具有

全球最大影响力的、国际顶尖的科技与创新企业

和研究开发中心这一战略目标，高等教育的重要

意义和作用不容忽视。为此，粤港澳经济大湾区

的高等教育主管部门迫切需要加强对校企联合培

养模式的建设，对粤港澳大湾区的科技与创新型

相关专业人才的校企联合培养形成更有力的教学

质量保障和有力支撑，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完善

和提高粤港澳大湾区校企联合三地人才培养的质

量和水平，加深专业学位研究生实践的广度和深

度，为粤港澳大湾区输送更多高水平的应用型

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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