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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分类培养体系 践行“四个面向”使命
——复旦一流研究生培养的创新实践

前 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深入实施新

时代人才强国战略要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

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的“四个面向”要求。2014年在考察北京

大学时指出：“办好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必须有中国特色。世界上不会

有第二个哈佛、牛津、斯坦福、麻省理工、剑桥，但会有第一个北大、清

华、浙大、复旦、南大等中国著名学府”。建设“第一个复旦”寄托着总书

记的殷切期望。

回顾百年复旦的发展历程，救国、报国、强国，串起一个多世纪的奋

斗主线。为国育才，始终是复旦办学不变的初心。从马相伯毁家兴学到颜

福庆打破垄断，从陈望道翻译《共产党宣言》到西迁重庆“茅屋里求学，

战火中教书”，从“南下服务团”“西南服务团”到上医援建重医，从物理二

系“58中队”为建造原子弹艰苦攻关“真空阀门”项目到“中国照明之父”蔡

祖泉、“中国遗传学之父”谈家桢、“中国半导体之母”谢希德、“中国锂电

子电池之父”吴浩青……一个个复旦人和复旦群体与国家同呼吸共命运。

走过 40余年的复旦研究生教育，始终秉承“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

理念，坚持立德树人，坚持深化改革、锐意进取，为党和国家培养了大批

高层次优秀人才。自 1978年恢复研究生教育至今，复旦已累计授予研究

生学位共计 13万余人，其中，授予博士学位 2.5万余人、授予硕士学位

10.4万余人。目前，复旦大学研究生在校生共计 3.5万余人，其中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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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万余人，硕士生 2.3万余人，包括学术学位研究生 1.7万余人，专业学

位研究生 1.8万余人。

第一部分 成果简介及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党和国

家事业对高质量研究生教育的迫切需求前所未有，习总书记提出“面向世

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

的“四个面向”要求和建设“第一个复旦”等殷切期望。而在基础研究及应用

研究领域，如何培养杰出创新人才，成为时代之问。作为近代中国研究

生教育先声的复旦大学，新世纪伊始率先以体制机制改革为突破口，持

续深化综合改革，经过廿余载探索实践，建成“一体两翼”研究生分类

培养体系，形成了以“一流研究生培养”为目标，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

“两翼”齐飞的研究生教育新格局，开创了引领研究生培养变革创新的

复旦模式，有力契合并持续践行“四个面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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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深化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创新：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

需求，聚焦“学术的高度”，以培养“高精尖缺”拔尖创新型人才为目标，

强化学科建设顶层设计、统筹优势科研资源，率先设置“集成电路科学

与工程”等一级学科，率先实行博士生“申请-考核”制招生，全面推行

“长学制”培养模式改革，建设博士生培养分流退出机制，实施本博贯通

的“卓博计划”，构建起本硕博贯通培养的学术创新型研究生培养体系，

涌现出以 52篇全国优博论文（位居全国三甲）为代表的高质量培养成果，

开拓了以原创基础研究突破为目标，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的多层次、全

过程、高质量、一体化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新路径。

不断探索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革新：面向经济主战场和人民生命健

康，拓展“专业的广度和深度”，主动对接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要求，以

培养“具有职业素养和创新精神”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为目标，开展全

国首家全日制专业学位“3+3”拔尖创新人才改革，推行医学教育与执业

资格衔接为核心的研究生培养模式改革并在全国数百所高校示范推广，5

个专业学位点参评教育部首次专业学位水平评估均获评 A类（位列全国

第二），打造以服务产业转型升级为核心目标，以实践创新为实施路径的

产教融合、医教协同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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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成果探索构建分类培养体系，破解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研究生培

养同质化问题。具体包括：

1.在基础研究和“卡脖子”领域，如何培养具有原始创新能力、攻

克关键核心技术的拔尖人才，破解“高精尖缺”人才供给不足问题？

2.在经济社会和人民健康领域，如何培养具有重大行业产业影响力

人才、医师科学家，破解应用型高端人才培养与产业链衔接不畅、医教

医工协同育人机制不完善等问题？

第二部分 成果解决教学问题的方法
二十余年来，复旦大学充分发挥自身作为国家重点建设的综合性大学

优势，坚持以建成国家“高精尖缺”一流人才供给基地、建成与中国特色

世界一流大学相匹配的研究生教育新格局为目标，将创新强国理想贯穿人

才培养全过程，建立起以知识创新为内核的“高精尖缺”学术人才培养体

系和以实践创新为核心的复合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具体方法包括：

应新科技革命和经济社会转型对高层次创新人才的不同需求，统筹实

施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差异化培养。聚焦学术博士生原始创新能力提升，

对标世界顶尖大学，廿年来不懈改革，紧扣人才选拔、培养过程、质量保

障等关键环节，针对文社理工医多学科特点，在攀登人类科学高峰中培育

顶尖学术人才，在攻克核心关键技术中培育战略需求人才，建立多元多层

次、全链条、一体化学术学位培养体系；着力实践创新能力提升，按照“创

新培养体系、革新课程设置、推动产学结合、服务行业产业”总体思路，

动态调整学位授权点，细化各类别培养体系，革新课程设置，推动产学结

合，打造产教融合医工协同的专业学位育人模式，在破解经济社会难题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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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中培育行业领军人才，在深入临床医学实践中培育医师科学家人才。

一、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和国家重大需求，打造以知识创新为内核的

“高精尖缺”人才培养体系，让学术学位更“高”

充分发挥复旦文社理工医多学科综合优势，通过实施人类表型组等

国际大科学计划，坚持在攀登全球科技高峰进程中培育学术人才。实施

博士生“申请-考核”制、“长学制”、“卓博计划”等改革，构建起以“优

生优师优培”为核心理念的人才选育机制；实施一级学科基础模块课程、

FIST课程（Fudan Intensive Summer Teaching，即“复旦大学集中式暑期

课程”）等课程改革，构建起“以一流名师授课为主导-以学术前沿探索为

内核-以创新思维训练为引领”的多层次、进阶式本硕博贯通课程体系；

推行博士生分流退出机制-资格考试制度-研究生教育督导-学位授予质量

内控机制等系列改革，构建起科学完善的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体系。

国家发展需求，即是复旦使命所在。着眼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卡脖

子”领域人才培养，瞄准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统筹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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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资源配置、科研组织和人才培养，将博士生培养与国家集成电路创新

平台等大平台大项目有效对接，始终坚持在科研创新实践中锻造培养高

水平人才。打破以院系为主体培养研究生的单一模式，持续强化有组织

科研活动，围绕重大项目实施来优化研究生名额配置，以“首席科学家

牵头+青年研究员为骨干+博士生为主体”的方式组成协同创新团队，构

建以战略需求为导向-高端科研平台为主体-高水平师资为驱动-一流研究

生培养和重大科技成果产出为目标的科技创新链与人才培养链深度交汇

融合的协同育人新模式。例如，学校集中攻关研发新一代集成电路技术，

打造了一系列高水平集成电路教育教学平台，建设了全国首个集成电路科

学与工程一级学科，实施核心技术紧缺博士人才自主培养专项，每年招收

培养上百名工程博士，建立了完整的产教融合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形成了

高水平集成电路人才培养的复旦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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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面向经济社会主战场和人民生命健康，构建以实践创新为核心

的复合型应用人才培养体系，让专业学位更“专”

聚焦经济社会转型和重大产业工程问题，实施经世善治人才培养计划、

工程硕博士培养计划，与机构、行业、产业联合培养研究生，实施核心

课程-前沿专业课程-案例实务课程改革，建立以治理实效、技术创新为导

向的实训体系和多元评价机制，探索“专业学位+能力拓展”育人新模式。

瞄准健康中国 2030超前布局，优先开展紧缺专业和医学急需人才培

养，深入开展医教医工协同育人机制改革，首创临床医学专业学位与医

师规范化培训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通过实施创新型医师科学家培养计划、

本研一体化临床药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生物医疗器械国家急需人才培养

等专项改革，不断创新高水平医学学术人才和临床医师培养的新医科模式。

实施理工医深度融合的本研贯通“3+3”跨学科模式培养高水平工程人才，

创建全国首家质子重离子医院。聚焦新现再现传染病等公共卫生重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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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政策，以医教研融合创新为牵引打造高层次医学人才培养体系。

第三部分 成果的创新点
一、理念创新：树一流育人标准

勇担国家高层次人才培养“探路者”的职责使命，敢为人先，与时

俱进，创新引领高标准育人理念：“需求导向，分类引领，笃志创新，造

就卓越”。较早就对学术学位、专业学位两类研究生人才培养的办学定位、

培养目标和评价标准进行明确区分，明确学术学位以“研”为主，专业学

位以“专”为重；契合并践行“四个面向”，充分发挥文社理工医综合优

势，将大平台大项目、优质生源、优秀导师和拔尖培养等优势资源多要

素集成融合创新、重点突破，追求“一流育人成效，一流学术成果，一

流社会贡献”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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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机制创新：建“三全”机制

率先响应并持续引领国家研究生教育体制机制改革：

1. 构建优生-优师-优培结合的全方位人才选育机制。率先实行博士生

招生“申请-考核”制改革；建立了本博贯通的“卓博计划”招生培养机

制，自主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2.构建学科建设-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结合的全链条培养机制。以基础

优势学科为支撑，将学科建设、科研平台与人才培养紧密结合，建立以一

流学科、一流平台、一流师资和一流科研为依托的育才新范式。

3.构建学校-院系-导师结合的全要素质量评价机制。按研究生学位类

型、培养层次进行分类管理和多元评价，建立博士生全过程分流退出和

学位论文质量内控机制，建立导师招生资格动态调整机制，实行培养质

量与招生名额等资源配置联动机制等，打造高效的质量评价和保障体系。

三、实践创新：走分类培养改革之路

1. 持续实施学术学位改革新举措：在 2000年向国家建议“在两院院

士和杰出教授中实行自主招生政策”并获批准基础上，于 2007年率先面

向国内生源试行博士生“申请-考核”制；2009年创设优势学科暑期学校、

重点及交叉学科优秀博士生科研资助计划、博士生国际访学资助计划等系

列拔尖人才培养项目；2012年制定和实施基础学科博士生“长学制培养

方案”，试点“长学制”培养改革等，持续引领推动全国博士生教育体制

机制创新；2017年起，先后推行全国“博士生教育综合改革试点”“上海

科创中心拔尖人才培养计划”和以“强优势、跃能级、创品牌”为核心

的“研究生教育博英行动计划”等专项改革，继续为新时代国家的研究生

教育改革贡献复旦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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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持续探索专业学位改革新路径：全国首批试点工商管理（MBA）、

公共管理（MPA）、公共卫生（MPH）等专业学位；2007年开展临床医学

硕士专业学位改革试点，首创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与执业资格结合的

复旦模式；2008年作为主要成员参与全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总体设计。

第四部分 成果的推广应用效果
研究生教育总体水平稳居全国高校前列。博士生教育在“十三五”期

间培养规模倍增、结构更趋优化。近五年来，全部博士毕业生中从事研

究、研发岗位工作的比例达到 87.2%，全体硕士毕业生中从事专业对口行

业的比例超过 85%。

一、“高精尖缺”学术人才培养成绩斐然

1. 研究生成为学校科研创新生力军，重大学术贡献逐年增加。近三

年研究生参与在 Nature、Science等国际顶尖刊物发表论文 94篇；自 2000

年来，入选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52篇，位列全国第三；十三五至今，

8400余名研究生参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重大项目 147项，560余名研究

生直接贡献 12项国家科学技术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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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大批毕业生在国家“高精尖缺”领域贡献突出。作为复旦高质量研

究生培养的代表，化学系赵东元院士团队的 3名博士在介孔材料领域的学

术成果引领国际，团队荣获 2020年度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这是上海市

近 18年来第一次。3名博士作为该奖项第二、三、四完成人（该奖项共

4名完成人，第一完成人为赵东元院士），全部为 2000年以后复旦本校自

主培养的博士生。该团队还培养了 29名包括长江学者、杰青、优青等国

家级人才计划在内的一批优秀研究生；博士校友中国工程院院士欧阳晓平

（少将）成为我国脉冲辐射场诊断的学科带头人；博士校友叶彬率领团队

突破 14纳米芯片关键制造工艺，有效缓解了集成电路领域“卡脖子”现

状。

二、高层次复合应用型人才培养成效显著

在 2016年教育部首次专业学位水平评估中，5个参评授权点均获 A

类，位列参评高校第二。

1. 大批毕业研究生成为行业中坚。2000年以来，累计为各级国家党

政机关、国企央企、医疗机构及国民经济重点行业部门等培养专业学位研

究生 3.7万余人；其中，仅MBA专业就为国家培养工商管理硕士 1.2万

余人，且 3/4以上为中高层管理者，数百人为全国主要行业领域高级管理

人才。

2.专业学位教材建设引领全国。出版全国首套成体系案例型MPA、

金融硕士等系列教材 120 余本，累计发行 74.8万册，在全国高校中广泛

使用。

3.专业学位服务经济社会和人民生命健康贡献度显著提升。智库育人

成效显著，320余名研究生参与的资政报告获副国级以上中央首长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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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定点帮扶和对口支援扶贫事业中，研究生群体参与超过8.4万人次。

十三五以来，由研究生参与并获批的专利 3632 项，获批专利授权 1822

项，实现科技转化 190项。介入医学等领域位居国际国内引领地位，培养

了数千名致力于解决健康领域重大科学问题、应对重大疾病防控挑战的医

学领军人才，博士校友周平红获全国总工会首届“大国工匠”奖。

三、示范引领效应凸显

1.示范性研究生教育改革。2000 年率先向国家建议“在两院院士和

杰出教授中实行自主招生政策”并获批准，破冰开启“申请-考核”制改

革；2007年，在学校医学博士生招生中正式推广试行“申请-考核”制，

并获普遍认可；2013年，国家三部委发文将“申请-考核”制推广全国。

2.示范性学术学位培养模式。“卓博计划”已实施 3期，录取原拟出

国读研、学科绩点前 10%的本校优秀本科生 524人，提供优秀导师、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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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化培养方案、国际化培养等举措，有效提升自主培养拔尖创新人才能力，

打造了复旦博士生教育品牌，经验做法在全国高校多次应邀分享。

3.示范性专业学位培养模式。全国首创临床医学硕士专业学位与执业

资格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并在全国医学院校推广。

4.示范性导师团队。全国优秀党员、时代楷模、全国优秀教师、感动

中国 2018年度人物、我校研究生院原院长钟扬教授坚持援藏 16年，无私

奉献少数民族高层次人才培养和科学发展事业，帮助西藏创造了多个“第

一”：申请到西藏历史上第一个理学博士点，为藏族培养了第一个植物学

博士，带出西藏第一个生物学教育部创新团队，带领西藏大学生态学科入

选国家“双一流”学科等，其事迹及教育理念在教育界深入人心。首届教

育部杰出教学奖、闻玉梅院士团队获评全国首批黄大年式教师团队。6名

导师获宝钢优秀教师特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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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示范性系列课程。FIST集中式暑期课程共开设 583门次，引进包

括诺奖得主的国际顶尖师资 343人次。金亚秋院士领衔的《高等电磁场理

论》等三门课程入选教育部“课程思政示范课程”。

结语
国之所需，吾之所向。复旦研究生教育始终与国家需要同向同行，经

过 20余年探索实践，凝练形成“需求导向，分类引领，笃志创新，造就卓

越”的育人理念，践行“四个面向”使命，构建了以高质量为主线、以学

生发展为中心的“一体两翼”分类培养体系，形成了学术学位和专业学位

双轮驱动、两翼齐飞的研究生教育新格局。新时代新征程，复旦研究生教

育将锚定更高的目标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

以高质量自主人才培养体系推动教育和科技自立自强，为早日实现“第一

个复旦”和党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