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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前, 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正在深入发

展,世界科技发展也正孕育着新的革命性突破,已

经进入一个创新密集和产业变革的时代。从国内

来看,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全球产业结构调整

的重要机遇,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产业振兴

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方兴未艾, 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已经成为国家未来 5 到 10年最迫切的战略

重点。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需要大量高素质创新型

工程人才来支撑国家在新时期的建设与发展。培

养高素质创新型工程人才, 高校责无旁贷。行业

特色型高校作为我国一批面向相关产业发展的高

校,具有鲜明的学科优势和特色,具有产学研合作

的独特优势,不但是推进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的

生力军,更是为行业培养高素质工程技术人才和

管理人才的摇篮, 肩负着不断为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培养高素质创新型建设者、管理者以及增强民

族自主创新能力的重任。面对新的历史机遇和挑

战,如何深化与行业企业的产学研合作,建立可持

续发展的产学联合人才培养新模式, 是行业特色

型高校研究高等工程教育质量的重要课题。

一、贯彻落实5教育规划纲要6 , 深刻理解产

学联合培养创新型工程人才的时代意义

5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

~ 2020年)6提出: 要创立高校与科研院所、行业

企业联合培养人才的新机制, 培养大批创新型优

秀拔尖人才。教育部也启动实施了/ 卓越工程师

教育培养计划0。这些举措均表明国家要将创新

型工程人才的培养模式改革作为突破口,推动高

等工程教育新一轮改革。其实质就是要解决好行

业企业需求与高校工程人才培养不适应的问题,

通过深化产学研合作, 使高校人才培养过程与社

会紧密联系,增强高校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

这无疑为行业特色型高校克服办学体制变革等因

素的影响,发挥原有行业办学特色,构建高等工程

教育培养体系提出了新的机遇和挑战。而如何通

过深化行业特色型高校与企业的产学研合作, 建

立和探索产学联合人才培养新模式和新机制, 培

养大批未来的卓越工程师,无论对高校还是行业

企业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意义。

对高校自身而言,以深化产学研合作推动人

才培养模式创新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诉求, 更

是行业特色型高校发展的优势所在。行业特色型

高校是高等教育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产物,是在

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长期和密切的行业领

域产学研合作的历史, 使其形成了其他综合性大

学难以比拟的优势: 有很强行业背景的优势特色

学科,其中不少学科在国内甚至是国际上处于领

先地位,学科分布和专业人才分布相对集中;有为

行业培养精英人才的教育理念和相应的大学文

化;有一大批与行业科技发展密切相关的国家级

和省部级高水平科研平台支撑; 长期为行业的进

步与发展提供条件和支持,拥有一批行业共性技

术和关键技术研究中心、中试基地。行业特色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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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正在逐步成为行业发展的智囊、战略研究基

地和创新文化中心。历史经验证明, 产学研合作

的不断深化,对高校科研、学科和人才培养都带来

了新的活力和发展机遇。新形势下, 发挥产学研

合作优势,共享学校和行业优质资源和科技创新

平台,开辟联合培养工程拔尖创新人才的新途径,

成为行业特色型高校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现代化建

设的必由之路, 也是其参与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

最主要方式。行业特色型高校要获得新的发展,

就必须紧紧围绕这个核心,支撑相关行业的发展,

为相关行业的发展培养高素质创新型工程人才,

这既是行业特色型高校肩负的历史责任,又是行

业特色型高校发展的根本所在。

对行业企业而言, 以深化产学研合作推动人

才培养创新是知识经济的强烈呼唤, 是经济社会

发展的迫切需要, 更是企业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

内在选择。从长远发展看,企业发展的决定性因

素不是物质和资本,而是知识和人才。掌握先进

的科学技术,拥有高素质的人才,已经成为企业的

重要发展战略。世界范围的科技与经济力量的竞

争,实质上是人才的竞争。因此,与高校联合培养

人才,正日益得到越来越多企业的关注和向往。

二、拓展产学研合作内涵, 重点把握推进产

学联合人才培养的三要素

在现代社会发展中, 实施产学研合作的内涵

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单一性和分散性的科研合作、

教育合作;而是围绕传承知识、创新知识以及转化

与应用知识三大要素的一个互融、互补、互促的系

统。产学研三者本质上虽然具有不同的价值取

向,但以/ 知识0为结合点的人才培养贯穿三者互

动的始终,并与之相互联系和相互依存。行业特

色型高校推进和实施教育部/ 卓越工程师教育培

养计划0的重点和难点也将是深化产学研合作,构

筑牢固的产学研结合点) ) ) 人才培养, 打造产学

联合优势,形成可持续发展的产学联合人才培养

体系,形成有效的高素质创新型工程人才培养环

境。因此,从宏观来看,行业特色型高校是实施和

推进新型产学联合培养模式的主体, 应在充分理

解体会产学研合作内涵的基础上, 重点把握好三

个关键要素:

1. 促进发展理念的战略性转变,明确办学特

色与发展方向。

深化产学研合作、推进产学联合人才培养的

前提是要实现发展理念的战略性转变。一是要走

出象牙塔,要与国家重大需求对接,发挥自己熟悉

行业、了解行业的优势,以战略的眼光研究行业科

技长远发展,大力提高科技实力,以开拓创新的精

神为行业科技进步服务,同时提升自己的科技实

力和水平,通过产学研的有机结合来建功立业,培

养未来卓越工程人才。以行业需求和社会发展带

动学校内涵的提升, 为学校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二是不能丢掉象牙塔。大学的发展规律要求大学

必须坚持理想,追求卓越,志存高远,有前瞻性,要

出新思想。像北京交通大学这类具有鲜明行业特

色的研究型大学要有远大的目标, 在支撑行业发

展的同时,要在战略方面有超前眼光,根据学校定

位和行业发展的需求创新办学理念, 逐步从当前

以科研力量和成果支撑行业发展的角色转换为引

领行业发展,主动以办学特色创造行业未来的需

要,培养大批创新型优秀拔尖人才,这也是学校实

现科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2. 统筹考虑宏观布局, 发展学科特色优势。

深化产学研合作、推进产学联合人才培养的

基础是实现学校人才培养与科学研究、学科建设

的有机融合、互相支撑、协调发展。一是寻求办学

功能与行业发展的最佳结合点。围绕人才培养这

一根本任务,根据行业发展的现实需求,结合学校

学科优势与特色,宏观布局科技服务,重点聚焦相

关学科领域的基础性和关键核心技术研究;积极

服务于行业技术创新体系建设, 注重利用学科的

长期积累以及对社会发展趋势的把握, 为行业发

展提供战略性、全局性的服务,以科学研究带动学

科进一步的发展。二是实施科研、学科和专业一

体化建设。以产学研合作优势, 立足科技发展最

前沿, 促进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壮大; 结合学科发

展,不断发展新专业,发展人才培养新优势,培育

新特色。根据行业需求的状况和变化主动创建紧

缺专业, 调整学校专业方向、特色和定位, 使专业

建设的方向与社会背景、行业背景、职业岗位背景

及其发展趋势紧密结合。实现学校人才培养、科

学研究、学科建设与行业发展的有效对接、良性互

动,带动人才培养质量的不断提升。

3. 深化产学研合作,创建校企联合人才培养

的长效机制。

推进产学联合人才培养的关键是突破高校、

企业在运转过程中各自独立、知识溢出效应不明

显的瓶颈, 建立双方融合、联动发展的机制,通过

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制度体系, 保证各方利益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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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实现,实现互利共赢。机制和制度创新从根本

上决定着产学研合作发展的方向与路径。一是顶

层建立高校董事会机制。建立与行业高层领导、

总工的沟通与决策渠道, 使产学联合系统化、规范

化、多元化; 建立校企合作的信息共享渠道,不断

了解行业对人才的最新需求, 满足行业紧缺的创

新型工程人才需要。二是创建管理运行机制。建

立高校与企业基层管理者和技术负责人等多层次

的沟通及运行管理渠道, 共同设计、推动和实施联

合人才培养、培训、科技服务、科学研究等工作。

完善双向培训、联合科技攻关、产学联盟等其他配

套机制,发挥校企双方优质资源优势,引领行业技

术创新。

三、发挥产学研合作优势, 努力开创多元化

的创新型工程人才培养模式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实现为国家和相关行业

培养大批创新型优秀拔尖人才的目标, 要在正确

的质量观念指导下, 解决好怎么培养人的问题。

发挥产学研合作优势, 校企联合共同开展人才培

养模式的创新, 开辟多元化的培养途径,彻底改变

以往以课堂/ 灌输0为主, 实验验证、实习走马观花

等陈旧做法,不利于学生工程素质、创新精神和实

践能力培养的状况是重中之重。

1. 明确定位, 共同设定创新型工程人才培养

目标。

人才培养目标和定位是实施人才培养的纲。

行业特色型高校要从人才培养全局出发,其着眼

点不仅是学生的就业素质、谋生素质,更要考虑作

为一个德才兼备的社会公民的全面素质的养成;

不仅是学生现时的或将来某一个时期在企业工作

的需要,更要强调使学生终生受用的素质养成;不

仅要发展常规的智力, 更要突出创新精神与创新

能力的训练;不仅要培养学生成才,更要培养学生

成人,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为最高目的。其人

才培养的规格定位, 不仅要培养各类专门工程型

创新人才,还要培养工程与管理等学科交叉的复

合型人才;不仅要满足行业与企业的发展需要,还

要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乃至国际化和全球化的

需要; 不仅要有知识、能力和素质的整体目标要

求,还要按照学生的个性发展需求提供不同的发

展方向;培养的学生不仅能从事行业一般性科技

及管理工作,还应具备创新的潜质、发展的潜质甚

至成为行业领军人物的潜质。企业则需要瞄准自

身当前和未来的发展需要,分析企业发展面临的

问题、威胁、挑战和机遇,制定企业专业技术和管

理人才发展方案,系统设计人力资源配置、培养标

准等,并将其与联合培养人才的高校进行对接;另

外,可依托董事会,共同发放问卷,或对中高层领

导、工程技术专家、管理专家进行访谈, 间接和直

接调研企业单位的人才培养需求情况和以往毕业

生的发展状况,设立联合培养的目标要求,特别是

专业技术人才必须掌握的相关行业领域的知识、

能力和素质的基本要求及特殊要求, 以及保证这

些目标得以实现的培养途径等。双方还可以依托

原部委人事司等单位, 建立企业技术队伍发展和

学校联合人才培养的相关研究项目, 以项目为牵

引,双方参与, 全面分析制定行业企业人才需求规

划和联合人才培养目标。

2. 顶层设计, 共同构建创新型工程人才培养

方案。

人才培养方案是实施教育理念、落实人才培

养目标的重要教学文件,是设计人才培养模式和

培养过程的蓝图, 更是学生大学学习和专业兴趣

发展的指南。行业特色型高校的创新型工程人才

培养方案要突出行业特色,依托与行业长期的产

学研合作基础,发挥双方优势,共同科学系统地设

计课程体系内容、培养过程模式乃至学生自主学

习与发展个性的途径。从高校视角, 重点是要把

握人才培养和成长的规律,系统设计和考虑工程

创新人才的培养过程、培养环节和教学内容。应

紧紧抓住创新精神和工程实践能力培养这个关

键, 强化三个突出: 一是突出工程基本素质培养。

加强行业领域工程师素养的基础教育, 注重环境

保护、可持续发展方针、政策、法规教育,使学生具

备工程师的基本品质; 建立工程基础教育课程体

系,培养行业工程人才必备的自然科学和相关学

科的工程基础理论知识与实践能力; 设置行业理

论与实践综合性系列课程,使学生建立行业领域

大系统工程的整体知识框架, 逐步形成行业领域

工程师应具备的系统性、综合性和创造性工程思

维品质。二是突出工程实践能力培养。围绕行业

领域系统工程设置专题课程群, 采取现场实践和

课堂教学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工程系统集成理论

与实践的训练;增加学生在企业中工程实践的时

间,逐步形成系统的工程实践能力,不断增强学生

在企业的适应力和竞争力。三是突出工程研究能

力培养。建立基于问题式、探索式的/ 研中学0、

/ 做中学0教学模式, 在理论教学、实践教学以及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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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内容、方法和组织形式上加强对学生探索精神

的培养;以研究行业领域相关工程实际项目为载

体,深入企业参与实践和项目研究,切实提升学生

的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从企业视角出发,重点

将企业先进科学技术应用情况和工程实践案例纳

入行业特色型高校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中,使企

业全方位参与培养方案的制定和落实。一是建立

由企业工程技术专家和学科专业教授组成的教学

指导委员会,共同研究和参与制定培养计划、设计

课程体系、制定教学大纲, 编写相关教材, 将科技

前沿和行业企业的最新科技应用及专题案例等纳

入教学内容。二是依托董事会单位建立的校外人

才培养基地和实习实践基地, 落实培养方案中提

出的各个实践过程与环节,配备导师具体指导学

生的实践。

3. 开辟途径, 联合打造多元化创新型工程人

才培养模式。

培养模式是创新型工程人才培养的关键, 在

培养过程和环节上,突破以往旧的课堂/ 灌输0为

主的模式,校企联合打造以问题探究式、科研训练

式、工程实践式等为中心的多元化培养模式, 这是

发展学生个性特长, 增强学生自主学习、探索研

究、工程实践和创新能力,乃至形成国际化视野的

基本保证。具体来说, 如下几种培养模式值得特

别关注:一是校企订单式。企业直接提出需求订

单,双方共同商定培养模式,如三年级从不同专业

选拔优秀学生, 再定向到企业进行专题工程训练,

形成/ 3+ 10复合型模式; 再如 3年宽口径专业学

习、1年企业实践、1 年研究生行业领域专题理论

学习、1年企业工程专题研究的/ 3+ 1+ 1+ 10模

式,为企业输送紧缺人才。二是校企双导师制模

式。对拔尖创新型工程人才培养, 可以采取本硕

一体的两段式、双导师制等模式,校企双方共同选

拔导师,发挥校内导师和企业导师各自的优势,共

同指导学生进行学业规划、课题研究、企业现场实

践。使学生尽早接触工程实际和参与到导师的科

研课题工作中, 参与到企业工程方案的设计和开

发中,有机会参与设计和制定完成工程任务所需

的工艺、步骤和方法等,从而有效促进人才培养目

标的实现。三是工程和科研实践训练模式。设立

基于企业的专题实习实践和毕业设计等环节, 结

合企业实际完成基础性工程实践训练; 设立基于

校内优势的特色科研平台(如国家重点实验室、国

家实验教学示范中心以及各类特色实验室)的贯

穿人才培养全过程的科研训练体系, 鼓励学生参

加/ 大学生创新计划项目0、学科竞赛和其他专题

研究及科研实践。四是基于项目的/ 研中学0、/ 做

中学0模式。在工程基础课程和工程专业主干课

程教学过程中,采取基于项目的研究性教学模式,

有些专业研究课题可以直接来自企业实际,或基

于企业调研等。采取以问题为导向,以大作业、专

题研究报告、文献综述报告、研究性实验报告等为

载体的探索式学习, 强化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

力、创新意识和探索未知领域的兴趣。五是国际

联合培养模式。建立国际合作项目, 设置相关课

程学分互认机制, 选派学生赴国外高校进行工程

学习或开展研究工作, 进行为期数月到一年的交

流、学习和实践。开展与国外知名企业的合作交

流。充分发挥行业领域与著名国际企业的合作优

势,鼓励学生进入海内外跨国企业实习,到著名企

业参与工程设计与实践训练项目; 定期聘请海外

专家学者来校为师生进行工程项目专题讲座, 重

点介绍大型工程项目的预研、设计、研发、组织及

实施等环节的经验, 全面增进学生的全球视野和

国际竞争力。

四、构筑产学研合作平台, 切实保障创新型

工程人才培养的长效发展

培养创新型工程人才, 最基础的工作还在如

何深化产学研合作, 构建企业和学校之间人才培

养的支撑平台。要以系统构建工程型创新实践教

学体系为龙头,以构建校内高水平实践教学平台、

学生科研训练实践平台、校外人才培养基地为核

心,以建章立制、互惠互利、创立高校与行业企业

联合培养人才的长效机制为保障, 推进创新型工

程人才培养。

1. 拓展提升, 构建校外人才培养基地。

校外人才培养基地实质上是在原有实习基地

基础上的一种具有更广泛意义的人才培养合作平

台,是双方受益、共赢的有效载体。学校应在已有

的一批稳定的校外实习实践基地的基础上, 以/ 产

学合作、做学融合、研学融合0的工程教育理念为

指导,依托优势特色学科,依托与企业长期合作的

基础,把实习实践基地的功能进行扩展,从单纯的

输送学生到企业实习, 转变到为企业全方位培养

创新人才;企业也可以利用学校教育资源,量身定

制所需人才,使学校成为向企业输送人力资源的

有效渠道, 同时, 还可以培训企业员工, 进行系统

化的再教育。总之, 高校与企业应共同探索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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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培养模式和机制, 使学校与行业的教育资源

共享和互补,满足国家和行业对创新型工程人才

的需求,实现高校和企业的互惠互利与可持续发

展。

2. 整合创新, 创立校内高水平学生实践平

台。

校内高水平实践平台是培养创新型工程人才

的重要保障。高校一方面要充分发挥企业优势,

瞄准和跟踪行业企业最新科技发展来打造实践平

台;另一方面, 依托学校高水平科研平台, 形成向

学生开放的机制,使学生受益。而企业与学校共

建校内实践基地, 把企业科技应用的前沿理论和

技术,乃至仪器设备、生产案例等配送到高校,引

入实验室和教材,是一种前瞻性、发展性的投入,

不但可以扩大企业的知名度, 更可使准备进入企

业工作的学生直接受益,使校企联合人才培养进

入良性循环。具体包括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要

对传统实验室进行整体设计、结构调整和布局优

化,探索科研、学科、实验室一体化建设模式, 加以

整合、改造和新建,形成以多层次的实验教学示范

中心为核心的高水平实践教学平台。二是依托行

业特色型高校与行业密切联系的优势, 强化校企

对校内实验室的共建, 使企业的先进技术设备对

接实践教学,形成一批具有行业特色的学生实践

平台。三是以实践教学体系内容和模式改革为核

心,以实验室管理机制与制度建设为保障,全面推

进国家和省部级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等高

水平科研平台向本科生开放。四是全面实施本科

生科研训练一体化方案,建设学生科研训练实践

平台。

3. 开放共享, 打造高水平科技创新平台。

与行业单位联合打造高水平科研平台, 并相

互开放和共享平台资源,是实现产学研合作深入

发展、培养创新型工程人才的又一重要抓手, 也是

学校提高对企业科技服务能力的重要基础。对学

校而言,共建高水平科技平台能充分发挥并利用

好大学既有的人才资源、科技创新、研发平台的优

势, 激发大学科研机构的创新活力; 对企业而言,

可通过这一平台,形成科技攻关合力,获得持续创

新的能力,避免低水平重复,从而走出一条国家投

资少、见效显著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道路。目前

重点打造的平台:一是合作建设科研创新平台,加

强相关理论和技术研究。瞄准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和世界科技前沿,围绕国家重大基础研究、战略高

技术研究、重大科技计划和国家重大工程专项,整

合科技队伍、科技资源, 联合建立国家实验室、国

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工程实验

室,以及国家级和省部级其他类型的重点实验室

等创新平台。二是合作建设科研成果转化平台,

将高校的科研成果及时转化, 形成生产力。选择

具有全局性、战略性的重大工程,集中力量组织攻

关, 突破核心关键技术, 服务产业升级和结构调

整,实现引进与消化吸收再创新相结合。三是合

作建设行业研发中心和研发基地, 让科技资源向

行业企业和社会开放, 提升高校与社会的资源共

享水平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

4. 互惠互利, 构筑校企联合培养人才统筹协

调管理平台。

校企联合人才培养不但要有共同的目标和合

作意愿,合作双方能够实现优势互补,更重要的还

需要有组织管理机构和制度作为保障, 推动产学

研合作形成机制和正常运作, 使双方人才培养的

理念、目标、合作意愿等有具体的管理落脚点。第

一,构筑统筹协调管理平台。在顶层建立校董事

会,借此平台建立与行业企业的高层沟通渠道,为

联合人才培养提供良好支撑。在学校和企业中层

分别建立三级管理运行体系。如学校方面要建立

校企合作处,专职负责与行业企业交流合作的框

架协议、校外人才培养实践实习基地协议的签署

和校企合作制度的制定等相关事务;教务处、研究

生院、科技处等负责合作项目运行管理的总体组

织、协调和质量检查工作。各学院学科专业建立

由企业和学校专家共同组成的教学指导委员会,

参与人才培养相关教学文件和指导流程的制定等

工作。各基地建立相应的基地建设领导小组、工

作组和执行办公室, 负责具体建设工作,以及联合

培养、服务培训、管理运行等工作,制定管理运行

工作流程和实施细则等文件。第二, 设立项目拉

动模式。设立校企联合培养、校外人才培养基地

建设等专项教改研究项目,开展校企联合培养模

式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促使企业由单纯的用

人单位变为联合培养单位,探索双方共同设计培

养目标、制定培养方案、共同实施培养过程的渠道

和方法。第三,建立机制和配套政策制度。依托

校外人才培养基地、合作建设的科研创新平台、科

研成果转化平台和行业研发中心, 通过制定和实

施企业服务方案, 建立相应的政策和利益机制以

及管理运行工作流程等, 形成联合(下转第 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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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es-t driven, Process-emphasized and Sel-f managed

L iao Zongt ing , X u Qin, Zhang Qin

Combining w ith the const ruct ion of innovative talents t raining system, T ong ji U niversity con-

stant ly deepens w orks in students. innovat ion educat ion. Af ter constr ucting the four- lev el innovat ion

tr aining plan o f / departments-univ ersity-Shanghai Province-China0, Tongji U niversity has further im-

proved systems, policies and mechanisms to ensure the constant developments of students. innovat ion

tr aining plan of dif ferent levels. Establishing the Students. Innovat ion Club is one of the significant

explorat ions. By const ruct ing the club, students implement the po licy of self-management . T he act ion

no t only realizes the innovat ion t raining plan. s aim of / interest-driven, independent experiments and

process-emphasized0, but also prov ides a reliable guarantee of advancing students. innovat ion t raining

plan.

(上接第 10页) 培养机制、教师培训机制、企业技

术培训机制和联合攻关机制, 最终实现产学研共

赢,保障联合人才培养的可持续发展。

总之,行业特色型高校在培养创新型工程人

才方面独具优势, 在新型产学研合作模式的探索

中,要以人才培养为纽带, 在人才培养理念、培养

模式、培养方案以及基地建设、平台建设、师资建

设等方面走出一条新路, 不断完善相关机制体制,

为创新型国家建设培养出大批高水平创新型工程

人才。

参 考 文 献

[ 1] [ 2]教育部产学研结合广东省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广东省

政府发展研究中心联合课题组: 5国内外产学研发展趋势及

经验借鉴6 ,5中国高校科技和产业化62007年第 9、10期。

[ 3] 谢焕忠:5积极推动产学研结合,走出我国行业背景高校的特

色之路6 ,5中国高校科技和产业化62008年第 11期。

[ 4] W illiam E . Kelly, An Internat ional Partner ship: Wash ington

Ac) ) ) cord, Is tanbu l T urk ey, IFEES Global Engin eering E d-

ucat ion S ummit , 2007;王孙禺、雷环: 53华盛顿协议4影响下

的各国高等工程教育6 ,5中国高等教育) 2007年第 17期。

[ 5] 崔旭、邢莉:5我国产学研合作模式与制约因素研究6 ,5科技

管理研究62010年第 6期。

[6] 马陆亭:5我国产学研结合的实践探索与展望6 , 5国家教育行

政学院学报62010年第 2期。

On the Modes and Mechanisms of Training Talents Through University-

Industry Cooperation in Universities with Industrial Characteristics

N ing Bin

From the perspectives o f the developments of universities and indust ries, the ar ticle rev eals the

significance of st reng thening univ ersity- indust ry cooperat ion to cult iv ate innovat ive talents o f eng-i

neer ing in the new er a. Based on the analysis o f the connotation o f university- industr y cooperat ion, it

proposes three elements w hich may pr opel the tr aining of talents through university- indust ry coopera-

t ion. It then further discusses some emphasis and dif f iculties in higher engineering educat ion, such as

how to fully explo it advantages of university- indust ry cooper at ion, how to explore diverse t raining ap-

proaches, and how to secur e ef fect ive development o f innovative talent t raining in a long term through

const ructing an university- industr y-r esearch cooperat ion plat 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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