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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体概况 

 

学位点自 2011 年保险专硕项目设立之初就已开设，学科历史悠久、学风严

谨，积累了良好社会声誉和丰富的校友与业界资源；培养方向特色鲜明；交叉学

科培养优势显著；课程设置先进，师资力量雄厚；办学条件优越，实习实训基地

完备。 

本学位点依托中国特色社会经济建设协同创新 2011 平台，以南开大学保险

业改革发展研究中心、风险管理与精算研究中心、卫生经济与健康保障研究中心、

农业保险研究中心、灾害风险管理与巨灾保险研究中心、以及老龄健康与民生保

障研究基地等智库建设和科学研究为抓手，与银保监会天津监管局、天津市地震

局、天津港保税区金融服务局、人保财险、人保健康、平安保险、渤海财险、太

平洋财险、恒安标准人寿等政府机关、保险机构合作，拓展深化建设产教融合联

合培养基地。2020 年招生 40 人，毕业和授予学位人数 37 人。毕业生就业分布

主要集中在国有企业、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和三资企业，毕业就业率达到 95%

以上，就业前景良好。 

师资队伍的年龄结构和学历结构合理。同时坚持“职业性、实践性和学术性

兼顾”的原则，逐步扩大导师甄选规模、优化导师结构，与保险行业协会、保险

学会、行业头部企业等紧密合作，推荐高水平业界专家进入导师候选名单。 

 

二、研究生培养工作 

 

导师队伍建设方面。一是通过教育培训、工作要求、考核导向等多维措施，

在全体导师中不断强化“育人”的核心意识，使导师准确把握“培养什么人、怎

样培养人和为谁培养人”的深刻内涵；定期面向全体教师作师德师风专题报告，

解读新时代高校教师职业行为十项准则，明确师德禁行底线。二是发挥师生联动

作用不断深化党史学习教育，成立党建事务中心，举办观红色影片、书画摄影展、

微党课大赛等活动，组织师生赴狼牙山、北京首都博物馆等地参观学习；师生支

部联学共建，开展共读红色经典读书会活动，开展师生同学同研主题党日活动获

天津市教育系统“创最佳党日”优秀活动和南开大学“创最佳党日”二等奖。三



 

是充分发挥专业教师学业引领作用，举办正午阳光青年学者论坛、学术论文竞赛

征等活动。 

师生党建方面。坚持立德树人，强化“三全育人”工作体系。深入贯彻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来校视察重要讲话精神，厚植爱国主义情怀，推动“三全育人”。

建立“六导六心”全员育人体系；开展多形式教育活动，通过排演爱国话剧、参

访周恩来邓颖超纪念馆、组织校园文化节、学术节、体育节、学风建设季等活动

实现全方位育人。从新生入学“公能”教育、学风教育、职业道德教育，再到师

生同走毕业门感恩教育，形成全过程育人模式。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成立学

院课程思政建设工作组，以“师资队伍—专业课程—教学实践”为建设路径，充

分发掘和运用保险学科在教学、科研各环节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使思想政

治教育与知识体系教育有机统一；将专业课教学与“师生同行”暑期社会实践相

结合，在“同研同学同行同讲”中引导学生弘扬“公能”精神、扎根中国大地了

解国情民情。 

人才培养方面。发挥学科优势，突出自身特色，保险专业学位研究生以实践

创新为导向，强化产教融合培养模式，注重对职业胜任力和综合解决实际问题能

力评价，突出实践创新能力培养。继续加强与企业、科研平台等联合建立人才培

养基地，合作建设相关课程，共同参与研究生教育教学过程。同时积极引导鼓励

学生在学期间开展应用性研究、参与国际交流与合作、参加各种竞赛、考取保险

行业重要职业（资格）证书、尝试进行保险产品设计和提供实践解决方案等，取

得显著成效。 

 

三、问题分析与改进措施 

 

存在的问题：（1）实践基地利用不充分，部分学生不愿去实践基地实习而选

择自主寻找其他实习单位。 （2）学院教师与实践基地还需要进一步加强产教研

联动，鼓励青年教师参与保险机构实践、咨询或项目研究。 

改进举措：（1）建立校企协同机制与平台，与行业龙头企业、科研院所共建

实验室、工程中心或产业学院，形成长期稳定的合作机制，合作共建实践基地。

并以此为基础形成区域性产学研联盟，整合企业需求、高校科研能力和教育资源，



 

推动资源共享。（2）优化人才培养模式，根据企业需求调整课程体系，开设定制

化课程，融入行业前沿技术和实践案例。课堂教学增加实训比重，组织学生参与

企业真实项目，如产品研发、市场调研等。（3）搭建数字化产教研平台，例如虚

拟仿真平台：利用 VR/AR、数字孪生技术模拟企业生产场景，辅助教学与科研；

大数据共享：建立行业数据资源库，开放给师生用于科研分析和教学案例开发；

在线协作系统：开发校企协同平台，支持跨地域项目合作与远程技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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