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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层次的学位,研究生本身代表了高层次的学术理论水平,理应

在经济和社会建设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培养研

究生,不仅要求他们有较高的理论水平,更应培养其理论应用于

实际、为经济社会发展服务的能力。“十一五”之初,我省制

定启动了“山东省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实施五年来成绩

如何? 硕士培养由学术型向应用型转变 任何改革创新的实施

都需要明确的改革目标引领航向,都需要良好的制度设计为之

保驾护航。计划实施之初,我省便明确了改革的目标,即以培养

研究生“创新思维、创新能力、创业精神和能力”为宗旨,以

提高质量为核心,先后配套出台了16项管理制度与实施办法。

同时,各研究生培养单位结合本单位的实际也制定完善了相关

的制度、政策和实施办法。由此,一套完备的山东省研究生教

育创新计划项目体系呈现在世人面前。 体系的建立不是一劳

永逸的,而是一个与时俱进的动态过程。我省在研究生教育创

新计划的实施过程中坚持制度创新,激发各研究生培养单位的

活力,在全国率先实施了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立项项目的研究

与省级教学成果奖的评选。五年里共审核批准研究生教育创

新立项项目724项(其中自筹经费223项),覆盖了全省35个研究

生培养单位(包括哈工大威海分校)。各培养单位结合省级项

目立项,进行了校级项目立项研究工作。 根据社会实际对人才

的需求,不断调整研究生教育的类型结构和学科结构。我省在

全国率先制定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工作的意见》,提出要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实现硕士

研究生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向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的转

变。五年间,我省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单位覆盖了全部研究生

培养高校,2010年专业学位研究生(含在职)已占到硕士研究生

的31.8%,全日制专业学位研究生已占到全日制硕士研究生

的10.74%。同时,石油大学、山东科技大学、山东师范大学三

所高校还被教育部评为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全国试点单位。 

奖惩结合,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 “十一五”之初,为提升学生

的科技创新能力,调动学生的创新活力,我省在全国率先设置山

东省研究生优秀科技创新成果奖,与优秀学位论文奖相辉映,每

年评选一次,对我省研究生的优秀科研成果和科技创新成果进

行表彰奖励。五年来,共评选奖励省优秀博士学位论文178篇、

优秀硕士学位论文421篇、优秀学士学位论文1373篇；评选奖

励5届省研究生创新科技成果498项,其中一等奖46项、二等

奖149项、三等奖303项。 各研究生培养单位也结合自身实际,

通过多种方式引导支持研究生进行科研和创新。比如,山东大

学今年首次推出“山东大学研究生优秀生源”奖励计划,鼓励

和支持具有科研潜力的优秀研究生新生从事科研创新研究。

除对优秀学生的奖励外,我省对优秀指导教师也建立了奖励机

制,充分调动广大研究生导师积极投身于研究生教育改革创新

计划。 在激励创新、评选奖励优秀学位论文和创新科技成果

的同时,我省还制定了《山东省研究生学位论文抽检评议实施

办法》,以保障研究生培养和学位授予质量,加强学位授予工作

中的学术道德和学术规范建设。在全国率先进行网上“晒”

研究生论文,通过公示接受社会监督。对学位授予质量的严格

管理,对于进一步净化学术风气,提高学生的诚信意识有重要的



作用。 创新培养模式调动科研活力 为促进高校间的交流合

作,开阔研究生的视野,提高其理论应用于实践的能力,我省还

通过机制建设搭建起了多种创新教育平台,为研究生培养模式

和培养机制改革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学术交流方面,五年来,

我省结合各高校的学科优势及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先后委托山

东科技大学等高校,组织举办了全省性的研究生学术论坛11期

。山东大学等校还承担了多期全国博士论坛及暑期学校。在

“齐鲁学术论坛”的带动下,各研究生培养单位举办了多期研

究生学术交流活动,采用了创新交流、成果展示、学术沙龙、

学术报告会等多种形式。这些活动为广大研究生提供了一个

高起点、大范围、多领域的学术成果与创新思维的交流平台,

帮助研究生开阔视野,培育创新文化,形成鼓励创新、争先创新

、勇于创新的理念和氛围,有力地调动了广大研究生的创新积

极性。这样的创新洗礼,颇受广大研究生欢迎。 为搭建更广阔

的创新平台,2009至2010年,我省在各研究生培养单位与合作单

位长期合作的基础上,在全国率先批准设置山东省研究生联合

培养基地117个。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的建立为研究生培养开

拓了一种新思路,在利用高校现有软硬件优势的基础上,通过校

企合作的多导师合作培养模式等多种方式,促进了复合型、应

用型高层次人才培养,这无论对于学校、学生还是企业乃至社

会都有着积极深远的影响。 山东省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创造

出多项“全国率先” “十一五”期间,山东省制定实施了山东

省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并创造出多项“全国率先”。 率先实

施研究生教育创新立项项目的研究与省级教学成果奖的评选:

在实施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中坚持制度创新,在全国率先实施

了研究生教育创新立项项目的研究与省级教学成果奖的评选



。山东在全国率先实施的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立项项目的研

究与省级教学成果奖的评选,激发了研究生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的活力,在全省高校获得一致好评,也引起兄弟省市学位与研究

生教育管理部门和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广泛关注和高度重视

。 率先设置研究生优秀科技成果奖:2006年,我省在全国率先设

置山东省研究生优秀科技创新成果奖,对研究生在知识创新、

科技发明、经济文化建设、人文艺术、企业策划、方案设计

等诸多方面做出的优秀科技创新成果予以表彰奖励。五年来

评选奖励研究生创新科技成果498项。评选、奖励、资助研究

生创新活动的开展,在全省研究生教育中形成了争先创新的良

好氛围,促进了研究生培养质量和学位授予质量的提高。 率先

设置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2009-2010年,我省在各研究生培养单

位与合作单位长期合作的基础上,在全国率先批准设置山东省

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117个,加快复合型、应用型高层次人才培

养,进一步推进产学研的密切结合、成果转化和研究生创业与

就业,实现资源共享、利益共享、合作共赢。 率先确立硕士研

究生培养由学术型向应用型为主的转变:2008年,我省在全国率

先制定、颁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工作

的意见》。意见提出,要大力发展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实现硕

士研究生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向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的

转变。“十一五”期间,我省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单位由26个

增加到29个,覆盖了全部研究生培养高校,有力地提高了我省高

层次、应用型、复合型专门人才的培养能力。2010年专业学

位研究生(含在职)已占到硕士研究生的31.8%。这一制度创新,

得到了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高度评价。 率先设立了研究生教

育优秀导师奖:根据《山东省学位委员会 山东省教育厅关于加



强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的意见》(鲁学位〔2004〕26号)中有

关“设立研究生教育优秀导师奖,对为研究生教育做出突出成

绩的给予表彰奖励”的精神,设立研究生教育优秀导师奖,获奖

项目为省级奖励。2006年首次评选并进行表彰,以后每3年评选

表彰一次。此办法今年在全国推广。 在全国率先举办研究生

学术论坛:有计划地组织博士、硕士研究生创新学术论坛,为研

究生提供一个高起点、大范围、多领域的学术交流平台。学

术论坛活动围绕若干优势学科群进行。论坛内容包括学位论

文宣讲与张贴、学术沙龙、专家点评与咨询、专家学术报告

、科技成果展示及有关参观交流活动等。 率先研发了山东省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信息系统:从2009年起,一套山东省学位

与研究生教育管理信息系统在全省各研究生培养单位全面应

用。这是目前国内唯一的一套全省统一管理、教育厅中心端

及高校分布端一体化的分布式信息系统,其推广应用,加快了我

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管理信息化建设步伐,提升了我省学位与

研究生教育工作的现代化、规范化、科学化水平,进一步保障

与提高学位与研究生教育质量。 教育厅有关负责人介绍,“十

一五”期间,我省围绕山东省研究生教育创新计划,制定实施了

十余项实施与管理制度,初步形成了山东省研究生教育创新计

划项目体系。“十一五”期间,全省安排专项资金4205万元,其

中省级财政安排1560万元,大力推进了山东省研究生教育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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