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成果简介 
以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新能源等为特征的新技术革命推动了产

业深刻变革，亟需多领域协同创新，对复合型拔尖创新人才需求更加迫切，

校企深度融合培养人才成为有效途径。 

1. 主要解决的研究生教育实践问题 

(1) 高校单一学科人才培养模式不利于培养复合型拔尖创新人才。单

一学科知识体系专业面向窄，学科交叉融合深度有限，导致培养的学生学术

视野不宽，应对解决具有深度和难度的跨学科复杂大系统问题的能力有限。 

(2) 高校偏重基础研究，不利于培养面向大系统的复合型拔尖创新人

才。学校侧重基础研究、突出理论学术成果，而大系统的技术前瞻性、复杂

性、交叉性等特征对人才提出多维度素质要求，需要多方协同创新育人模式。 

(3) 高校培养满足大系统需求的复合型拔尖创新人才条件欠缺。高校

以基础和学术为主的人才培养条件，不能有效支撑复合型拔尖创新人才培

养。因缺少共赢机制，企业资源投入人才培养的动力不足。 

2. 解决实践问题的方法 

(1) 构建以大系统为牵引的本硕博纵向贯通、多学科横向交叉知识体

系。以大系统创新技术为导向，构建多学科融合的本硕博知识体系。本科低

年级强化通识、大类专业基础，高年级注重学科交叉和综合训练，研究生注

重前沿基础、多学科协同技术创新和大系统团队研究。 

(2) 建立适合大系统需求的复合型拔尖创新人才“五融合”育人新模

式。针对大系统技术特征，以协同创新为手段，突破教学与科研、学科与学

科、学校与学校、学校与企业、国内与国外边界约束，优势互补，形成以服

务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五融合育人模式。 

(3) 构建以企业重大技术攻关为导向的校企协同育人共赢机制。成立

校企创新研究共同体，搭建校企智力、平台等优势资源互享机制；组建校企

联合人才培养团队，通过项目制协同攻关，提高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建立学校重前沿创新、企业重核心技术的各求所需的共赢机制，激发企业投

入高校育人动力。 

3. 创新点 

建立了以大系统为牵引的本硕博纵向贯通、多学科横向交叉知识体系；

提出了多方协同的复合型拔尖创新人才“五融合”育人新模式；构建了以企

业重大技术攻关为导向的校企协同育人共赢机制。 

4. 推广应用成果及贡献 

本成果已在电动车辆、安全与防护两个协同创新中心和智能机器人北

京市高精尖中心得到应用，效果显著。在校研究生发表 ESI 高被引论文 25

篇、获学会优博 12篇、获省部级及以上科技成果奖 8项(有证书)、创新竞

赛成绩斐然，这些成果是其他可比口径工科研究生 3 倍；近六年毕业生入

选万人计划、青千、托举等 3 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