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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元融合 双轮驱动 五位一体”

畜牧兽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与实践成果报告

研究生教育作为国家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拔尖

创新人才的关键环节。农业高等院校人才培养肩负着强农兴农、推动

农业现代化的重要使命。畜牧业作为农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国家粮

食安全和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转型升级具有重大意义，对推进农

业农村现代化和实施乡村全面振兴战略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为促进畜

牧业的高质量发展，培养高水平的畜牧兽医人才尤为关键。

浙江农林大学动物科技学院·动物医学院聚焦国家与区域战略需

求，紧密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要求，自 2012 年起与浙江青莲食品

股份有限公司等行业龙头企业建立深度战略合作，经过 12 年的深入

探索、拓展和实践，成功构建了“四元融合 双轮驱动 五位一体”畜

牧兽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该模式旨在通过产教融合、科教

融汇，打破传统的院系独立培养研究生的局限，充分利用社会资源，

深化教育与产业结合，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的深度

融合。该模式核心在于创新和完善育人机制，通过整合校内外资源，

优化教育结构，提升教育质量，不仅增强了研究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

力，还显著提升了学术创新能力和实践技能。通过这一模式的实施，

为社会输送了一大批高素质的畜牧兽医专业人才，积极推动了新时代

畜牧兽医研究生教育的供给侧改革和内涵式发展，为畜牧业转型升级

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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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本成果逻辑图

一、主要解决的研究生教育实践问题

1.产教融合协同机制不畅。高校与行业企业双向耦合还不够紧密，

企业合作动力不足，高校育人资源聚集不充分，难以开展产学研用深

度融合，影响畜牧兽医研究生协同培养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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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脱节。当前高校与行业、企业之间存在断

层，科学研究、教学与实际生产脱节，畜牧兽医研究生培养与产业需

求的契合度仍然不高，无法有效解决畜牧兽医产业现实问题。

3.学术创新与实践能力不足。研究生导师多数是从校园到校园，

鲜有实际行业产业的工作经历，产业一线经历比较缺乏，同时高校可

供实践生产与研究的资源有限，难以支撑师生有效提升学术创新与实

践能力。

二、解决实践问题的方法

1.建立“四元融合”产教耦合机制，破解产教深度融合的机制性

障碍，形成产教融合共同体。

所谓“四元融合”：即产业问题融入项目研究内容、产业资源融

入培养核心要素、产业成果融入课程课堂教学、产业技术融入实践实

训环节，将研究生的培养与产业发展紧密耦合，将人才培养过程转变

为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见图 2）使行业企业由人才培养的“旁观

者”转化为人才培养的“主力军”，形成产教融合育人共同体，促进

教育、人才与产业、创新有机衔接，通过动物健康检测中心、教学动

物医院和现代猪兽医研究院等校内实习实训基地，打造“中心联训、

医院联教、企业联培、地方联动”的“四联育人”体系，提高研究生

的畜牧兽医临床实践水平，打通人才培养输出的“最后一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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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四元融合”产教耦合机制

2.搭建“校内+校外”双轮驱动的优质教学资源汇聚平台，推进

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的双向融合，充盈优质教学资源保障研究生培养

质量。

（1）联合搭建“产科教”培养基地和实践平台。与牧原集团、

浙江青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惠嘉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新瑞

鹏宠物医疗集团等头部企业建立战略合作，联合建立产教融合实验室、

动物健康创新联合研究院、省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2）联合企业编

写新形态教材，建设“多平台”网络课程。校企合作编写了融入学科

前沿和生产实践的新形态教材，合作编写研究生教材；构建线上课程

并应用推广，打造省级优质课程、省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并面向校

内和兄弟院校及社会开放；线上线下多平台育人。（3）打造双师导师

团队，实现“校内—校外”导师协同育人。推进“教师进企顶岗”“企

业家入校兼职”，发挥高校对企业研发创新的人才支撑与智力支持作

用，促进教师将产业新技术、新成果、新规范实时融入课程教学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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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研究。邀请企业家进校，聘为创新创业导师，汇聚打造“校内+校

外”双轮驱动的优质教学资源，切实提升畜牧兽医研究生培养质量。

3.构建“五位一体”研究生校企合作育人模式，实现产学研用协

同育人，提升研究生学术创新与实践能力。

学院顶层设计将学术研究、教学实践与行业企业有效融合，通过

构建“企业出题、学院审题、学科接题、导师破题、研究生答题”的

“五位一体”协同育人创新机制。学院的实验室面向企业开放，与仨

基生物等共建联合实验室，企业通过社会捐赠资助研究生开展科研项

目训练。研究生选题聚焦生产一线搞研究，注重解决生产实践中技术

问题，通过研究“真问题”，加强研究生的学术训练，实现产学研用

协同育人，切实提高畜牧兽医研究生的实践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学术

创新能力，为区域畜牧兽医产业高质量发展培养高水平创新应用型人

才。企业设立 DVM 国际奖学金，资助入选中美联合培养 DVM（执业兽

医博士）项目学生出国留学；每年举办国际猪兽医西湖论坛、国际伴

侣动物福利大会等特色品牌活动，通过青年论坛和研究生报告，提升

学科的国际影响力。

三、创新点

1.探索了从“表层形式”走向“深层联结”产教融合的新机制。

本模式的探索实践已经从校企合作常规的“表层”融合包括企业

提供生产实训实习基地、委托课题研究等形式，走向“共商培养方案、

共铸师资队伍、共享科研平台、共建实践实训基地、共编课程教材、

共育科研成果”的“深层联结”。使得行业企业和市场成为高层次人

才培养的“出题人”与成果的“检验者”，倒逼高校打破学科、专业、

院系的壁垒，将研究生培养置于经济带与产业带框架，使科学研究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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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需求接轨，使人才实现精准落地。

2.构建起“五位一体”产教融合校企协同育人新范式。

为破解人才培养与产业脱节，研究与生产实际两张皮现象，通过

构建“五位一体”产教融合校企协同育人模式，让畜牧兽医研究生在

导师的指导下，直面产业一线问题和企业实际生产中的难题，将产业

问题转化为学术研究课题，瞄准“真问题”，做好“真研究”，推动“真

解决”，提升畜牧兽医研究生培养质量，真正培育出契合产业发展需

求，能支撑起畜牧兽医产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卓越人才。

3.形成了“共建、共享、共用、共赢”的优质教育教学资源建设

新路径。

随着近年来研究生扩招，面向研究生教育的各类优质教学科研资

源更加紧缺，通过搭建“校内+校外”双向联动的优质教学资源汇聚

平台，让研究生培育从单一主体向多元主体发展，将企业的发展动力

转化为育人合力，形成“共建、共享、共用、共赢”的优质教育教学

资源建设新路径，以此推进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的双向融合，不断丰

富优质教学资源，保障研究生培养质量。

四、推广应用成果及贡献

1.研究生培养质量提升显著。通过本成果实施，真正地实现了理

论联系实践、产教融合发展，畜牧兽医研究生的学术创新能力和实践

能力都有了很大的提升。近 5年研究生学科竞赛省部级以上奖 10项，

其中国家级 4 项（全国首届“兽医专业学位研究生创新创业大赛”一

等奖（最高奖）1 项、第十八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

作品竞赛“黑科技”专项赛国家二等奖 1 项，中国研究生乡村振兴科

技强农+创新大赛“强国杯”第五届牛精英挑战赛国家三等奖 2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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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了国家级学科竞赛实现零突破；发表一级、SCI 论文 257 篇，其

中高水平 SCI 一区论文 29 篇；参与创新创业项目 30余项；部分硕士

毕业生升入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厦门大学、堪萨斯州立大学等国内

外名校继续深造。毕业生受到用人单位的好评，2022 届硕士毕业生

对母校满意度和用人单位满意度均为 100% （全省第一），学生就职

于牧原、温氏、新希望等行业头部企业，主要从事研发与管理工作，

人均薪酬位居全校第一。

2.研究生优质教学建设成果丰硕。教师出版农业农村部、国家林

草局和浙江省普通高校“十三五”规划和新形态研究生教材《动物医

院实训教程》，主编《农场动物健康管理概论》；建成研究生国家级专

业学位在线示范课程 1 门、省优秀研究生课程 8门。主持全国农业专

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农业硕士专业学位国家级在线示范课

程《动物遗传原理与育种方法》。研究生获得浙江省专业学位研究生

实践成果奖 7 项。获批省级研究生实习实训基地 3个，其中浙江省研

究生联合培养基地 2 个（浙江农林大学—浙江青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浙江农林大学—浙江惠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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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与浙江青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共建省级动

物健康创新联合研究院产教融合实习实训基地 1 个。

3.社会影响示范辐射全国。先后获批中国高等教育学会 2022 年

度“校企合作 双百计划”典型案例 1 项；获教育部学位与研究生教

育发展中心 2023 年度主题案例 1 项；获省发改委、经信厅、教育厅

等 10 部门认定的浙江省产教融合“五个一批”工程项目 1 项；与浙

江青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惠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联合培

养研究生期间共同主持研究项目 6 项；与企业合作获省部级以上科技

进步奖 5 项，其中国家级科技进步二等奖 2项。相关业绩先后被中央

电视台、《浙江日报》《青年时报》《科技金融时报》等新闻媒体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