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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报告 

一、主要解决的研究生教育实践问题 

茶产业是推动我国乡村振兴的富民产业。2021 年 3 月，习近平

总书记在福建武夷山考察时强调“要统筹做好茶文化、茶产业、茶科

技这篇大文章”。“三茶”统筹的提出吹响了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号角，

这对培养符合新时代茶产业高层次人才有了更高的要求。 

当前，茶产业专门人才主要由茶学和茶文化相关专业高学历人才

组成，也有部分涉农相关专业人才转行而来，符合茶产业的对口专业

少，决定了专业人才培养数量和质量跟不上产业快速发展对人才的需

求。目前茶产业人才培养质量普遍存在三个问题：一是生源质量有待

提升。茶学专业集中在我国南方产茶省（直辖市、自治区）高校开设，

培养规模较小，多数生源是由非一志愿学生组成，专业认可度低；茶

文化专业在教育部本科专业目录里并未备案，高职院校是培养茶文化

专门人才的主要力量，培养质量有待提升。二是农业学位研究生培养

单位产教融合、科教融汇能力有待加强。农业专业学位和学术学位研

究生培养普遍存在同质化，专硕培养过程与产业联系紧密度不够，尤

其是涉茶学位研究生在生源质量上参差不齐，更加影响了茶业高层次

人才服务茶产业的水平，而只具备传统自然科学专业知识的人才，已

无法满足当前由茶文化引领高质量发展的茶产业。三是毕业生脱农意

识明显。涉农专业学生在毕业后，行业薪资水平和工作环境造成部分

人才不愿留在农村服务农业，这直接造成高层次人才流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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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茶学与茶文化学院拥有浙江省唯二的茶学专业和我国唯一

的茶文化（文化产业管理）专业，以及农艺与种业和农村发展专业学

位点，这对培养交叉知识背景、对接全产业链、服务茶产业高端人才

提供了良好的创新实践机会。因此，本成果是从农文结合、文理交叉

的角度聚焦茶垂直领域，贯通一、二、三产全链条，建立了“前端加强

研究生生源培养质量+中端自然与人文科学交叉实践培养+后端精准

对接服务产业”的“前-中-后”本研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有效提升了高

层次人才服务产业的能力。本成果经过 3 年实施，取得了丰硕的理论

与实践成果，包括获批“省级重点建设实验室教学示范中心”1 个、浙

江省“十四五”研究生教育改革项目 1 项、浙江省教育厅一般项目（专

业学位研究生专项）立项 2 项、浙江省优秀研究生课程建设 1 项、省

大学生新苗计划 2 项、校级重点/一般教学改革项目 3 项、国家级/校

级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10 项，指导研究生荣获 2023 年中国研究生乡

村振兴科技强农+创新大赛荣获二等奖，指导的研究生/本科生荣获校

级及以上优秀毕业生 8 人次，指导学生获得校级优秀毕业论文 3 次，

指导的研究生获得国家奖学金 2 人，指导学生在 Plant Journal 等高水

平杂志发表学术论文 8 篇，成果主要完成人获得校级青年教师教学竞

赛比赛三等奖 2 人、教师教学创新大赛实验技能专项赛三等奖 1 人、

获批校级人才计划 2 人（天目青年学者）、晋升高级职称 2 人（正高、

副高教学科研岗各 1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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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解决实践问题的方法 

（一）前端加强本科生源质量培养方案 

一是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对本研涉茶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了 2

轮修订，增加了《智慧茶园管理与信息化生产》等多门产业上亟需的

新技术新概念课程；重新修订了《茶文化通论》等课程内容，强调突

出人文和自然属性，契合产业实际需要；精细化制定农艺与种业学位

（茶学方向）的人才培养方案，包括建立新的《茶树生理生态学》等

课程，要求研究生参加导师开设的各类劳动实践教育课程。强调培养

拥有茶文化素养的茶学专业人才和拥有茶学基础知识的茶文化产业

管理专业人才，加强与产业密切相关课程以及校外实践课程的占比，

打通本研课程设置。3年来，本校茶学和茶文化专业读研率逐年提高，

升学率由 2018 届的 10.13%，快速上升至 2024 届的 37.29%，毕业生

对母校满意度达 100%，用人单位满意度达 100%，本校涉茶本科毕业

生继续留在本学院攻读研究生学位比例从 2022 年的 23.8%，上升到



5 
 

2024 年的 45.5%，其他知名研究生录取单位对我校本科培养质量好评

极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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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多措并举加强研究生生源质量提升。为打造本研一体化培养，

留住本校优质本科生源，在本科阶段实施全程导师制，从入校开始引

导学生参与科学研究，激发学生思考和创新能力，搭配考研辅导专题

班会、邀请产业专家进校作学术报告等形式，让学生早规划早选择，

重点选拔和引导有科研潜力的学生攻读我校涉茶研究生学位。加强耕

读教育，提升本研学生知农爱农为农意愿。搭建高水平校内外教学平

台资源，加强本研学生动手能力。积极申请和建设校内外教学实习实

践平台，改造提升校内茗茶园，完善已有室内实验室，为本研人才开

展科学研究提供保障；通过修订本科《茶学生产实习》实践内容，将

课程内容分散至每学期，同时使研究生教育融入本科必修课程，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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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叶生产实际需求，依托茶园管理等劳动模式，使本研学生从原来集

中式、重复性的生产实习内容，转变为“每年内容次次新，年年重复

添心得”，有效提升了学生动手操作能力和田间地头实地经验。通过

方案实施，我校茶学和茶文化专业学生考研率、留校读研率、发表学

术论文数、竞赛获奖率逐年增高，学生动手操作能力得到充分锻炼，

得到同类茶学本研人才培养院校高度关注。 

 

研究生导师担任班主任引导新生参与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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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学生进行茶园管理工作 

 

培养的本科毕业生质量得到深造单位好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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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中端强化研究生农文实践能力交叉 

茶具有深厚文化底蕴，茶文化引领是茶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因

素，茶产业人才培养需要农文交叉、自然人文结合的知识储备。 

一是集聚行业优势平台，拓宽学生产业一线视野。与校外科研院

所建立合作关系，发挥优势互补，联合中国农科院茶叶研究所（我国

唯一的茶学国家级科研单位）服务茶业一二产，联合国家版本馆杭州

分馆（我国中华版本典藏中心、展示中心、研究中心、交流中心和国

家出版信息服务中心）服务茶业三产，培养拥有一二三产全局观的专

业人才。 

二是加强产教融合，培养产业急需的复合型人才。联合中国农科

院茶叶所和国家版本馆杭州馆行业顶尖专家，通过双导师制，积极引

导研究生跟随导师到田间地头去，了解和发现产业急难痛点，借助所

需平台，由三方导师共同提出解决方案，指导学生实际执行，强化专

业学位研究生解决产业问题的能力，促进研究生解决问题的水平提升。

例如成果完成人王旭烽教授，带领涉茶研究生，共同打造瑶溪村微茶

庄园，成为当地茶产业发展的金名片，受到光明日报在内的多家媒体

报道。通过本措施的实施，扩大了我校行业知名度，有效提升了研究

生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行业对人才质量高度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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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生与研究生学术水平大幅提升 

 

（三）后端精准对接服务产业 

在前端优质生源保留、中端农文融合的培养下，研究生在产业中

了解自己、提升自己，明确产业实际所需，根据自身能力找准发展方

向，精准对接产业岗位，学生人生规划与产业发展协同共进。本措施

实施以来，行业对我校人才培养质量高度认可，毕业生 100%留在行

业工作，大多数学生进入基层农技服务中心和科研院所。 

三、创新点 

茶产业涵盖一二三产，受众群体多，文化属性突出，已逐渐成为

我国南方全面乡村振兴和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但小专业支撑大

产业，无论在专业人才数量和质量上，长期无法有效匹配茶产业的快

速发展。本成果重点在涉茶人才质量培养和解决产业问题能力提升上

进行创新。一是创新交叉人才培养方案，加强本研一体化通识课程，

培养本科生参与科研竞赛和升学热情，引导优质生源留校攻读研究生

学位，有效提升了研究生生源质量。二是有效整合国家级产业优势平

台资源，积极落实“一省一校一院”协同育人政策，推进研究生一二三

产产教融合能力培养，强化了专业人才服务产业能力。三是找准人才

产业定位，增加了专业人才留在产业、服务产业、发展产业的思想定

力。四是为小专业支撑大产业的本研人才培养提供新范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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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推广应用成果及贡献 

随着茶产业高质量发展，行业对“三茶”融合高层次人才需求旺盛。

目前，全国开设茶学专业（方向）的本科院校（所）共 46 所，本科毕

业生可选择农艺与种业（茶学方向）学位点、人文相关专业可选择农

村发展（茶文化方向）学位点进行深造，这为本成果的推广提供了广

阔空间。本成果已得到行业高度认可。一是人才培养成果显著。有效

优化了研究生生源质量，培养和留下了一批优秀人才服务茶产业。二

是教学成果卓越。获批了多个省级教学平台、省级教育改革项目、省

级优秀研究生课程建设、省级及以上大学生创新项目，发表了多篇高

水平论文。三是社会认可度高。研究生学术热情和学术水平获得研究

生培养单位、企业的高度认可，学生积极参与国家级和省级非遗传承

人研修活动、“全民饮茶日”和“国际茶日”等涉茶活动，并接受 CGTN、

海峡两岸、央视纪录片频道等主流媒体宣传报道，获得社会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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