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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level of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is constantly rising, and the competition for talent is also constantly intensifying. 
But fundamentally speaking, the talent structure of our country is not balanced enough, and many industries lack high-level talents. 
Especially for som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jors, students will consider employment gaps and other issues when choosing their 
major. For exampl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majors are highly targeted in job selection, students should not only have a good 
theoretical knowledge base, but also have practical operation ability in the process of learning. Many enterprises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work experience of talents when hiring talents. In view of such a situation, higher vocational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should 
adopt a cooperative training of “order-type” talent cultivation method to provide students with good practical opportunities and 
employment channels, so as to facilitate the school to train more professional talents needed by soci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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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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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中国教育水平不断地上升，人才竞争也在不断地加剧。但是从根本上来说，中国的人才结构发展得不够均衡，很
多行业都缺乏高精尖人才。尤其是一些理工类专业，学生在专业选择时会考虑到就业缺口等方面的问题。例如，信息技术
专业在工作选择上的针对性较强，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不仅要有良好的理论知识基础，还要有实践操作能力，很多企业在
人才的聘用时更加注重人才的工作经历。针对这样的情况，高职学校和企业应采取合作培养“订单式”人才培育方式，为
学生提供良好的实践机会和就业渠道，便于学校培养出更多社会需要的专业性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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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中明确提出，

我国要基于自身实际情况建立相对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培

养更多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过程中，

需要立足社会经济发展实际需求，在就业理念的导向下，培

养更多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型人才。高校计算机信息

技术是培养软件技术人才的重要学科之一，为适应社会对信

息技术人才的需求，高校信息技术专业需要探索一种适合其

特点的人才培养模式。“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是一种以企

业需求为导向的培养模式，其核心理念是将企业需求与学生

培养相结合，将学生培养计划和企业需求相匹配，通过实践

教学和企业合作，使学生能够真实地感受到工作环境和工作

要求，提高其就业竞争力。

2 “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概述

2.1 “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的内涵
“订单”一词起源于商业经济活动，是指买方向卖方

订购货物产生的合同或契约，也指卖方根据与客户签订的合

同或契约，针对性组织生产销售的企业运营方式。订单实际

上是对市场需求的直观反映，牵引供给方按“订单”数量及

标准开展生产活动。随着人力资源的市场配置化程度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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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人单位对可以精准满足岗位能力要求的人才需求增加，教

育领域的“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也就应运而生。

在中国的教育界，已经对“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的

定义和含义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张永良和张学琴认为“订单

式教育就是企业与学校签署合作协议，两者共同设计人才教

育方案，充分利用各自的优势资源，共同参与人才教育过程，

达成预定的教育目标，最后由企业根据协议安排学生的就业

的合作教育模型”。刘晓欢、郭沙、彭振宇认为“‘订单式’

的人才培育方法是在对市场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签

署雇佣和人才培育协议（‘订单’），建立一种合法的委托

教育关系”。目前学界的共同看法是，“订单式”人才培养

指的是院校根据用人单位的岗位需求和人才标准，和用人单

位共同确立培养目标，开展定制化的定向人才培养模式。

2.2 “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的特点

2.2.1 契约性
契约具有一定程度的法律强制性，“订单式”人才培

养模式具有典型的契约性特征，表现为人才培养订单一经签

订便构成了法定的委托关系，对人才培养的数量、目标、过

程等要素进行了约定，要求校企双方明确各自职责并严格执

行。学校保证按照企业需求培养人才，企业保证招录合格人

才，这是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最突出的特点之一。

2.2.2 双向性
在传统商业领域的“订单”中，需求方通常只需明确

所需产品的数量和标准，不必介入产品设计和生产的具体过

程之中。然而在“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中，人才培养不再

是院校的单方行为，作为需求方的企业也不只是简单地与学

校签订用人协议，负责录用毕业学生，而是应介入人才培养

的全周期、全流程。为实现良好的人才培养效果，校企双方

通常会在订单协议中约定合作组建“人才培养专业指导委员

会”等专门组织，共同领导实施人才培养的全部工作，实现

师资、资源、技术等多方面的深度合作。

2.2.3 针对性
“订单式”教学培养的是符合企业需求的个性化人才，

其显著特点是教学密切联系用人实际，高度定制化、针对化，

具有很强的时效性。“订单式”模式的教学内容摆脱了传统

教学的桎梏，企业的工作岗位需要什么知识和技能，课堂就

教授和练习什么。所以能根据实际需要，及时调整教学内容，

实现动态更新，迅速把新知识、新技术、新信息、新设备引

入课堂，提升资源匹配程度和教学效果，打造人才培养特色。

2.3 订单式人才培养的前提

2.3.1 选择合适的企业
当今社会，订单式人才培养成为高校教育改革的关键。

为确保成功，高校在选择合作伙伴时应考虑以下几点：①选

择合作意愿强烈的企业，这样的企业能提供必要的精力和资

源，对人才培养方式有深刻认识，并积极参与计划。②企业

应具备稳定良好的行业前景和用人需求，为学生提供可靠的

就业保障，并在实习期间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和充足的实践

机会。③高校和企业应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签订长期

合作协议，明确合作目标、责任分工和权益保障等。④企业

应积极参与高校的实践教学活动，为学生提供专业指导和技

术支持，并指派有经验的员工担任学生导师。

2.3.2 订单人才和订单企业的双向选择
对人才进行“订单式”培养，主要的目的是解决学生

的就业问题，并且培养出符合社会发展需要的专业型人才。

在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多数选择的培养对象都是高职院校或

高等院校的学生，并且根据学生之间的个体差异和专业能力

给予不同培养方案，订单企业在进行人才选择时也会根据人

才的实际情况提供相应的待遇。学生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对

订单企业的工作待遇、工作环境以及发展前景方面进行考

量，决定是否留在订单企业进行工作。

3 高校 " 订单式 " 人才培养模式的现状

3.1 企业以强制服务期限作为订单人才培养的前提

条件
在当今商业环境，企业与高校合作成为常态。但不少

企业在合作中要求设定人才服务期限，背后原因是企业为培

养人才付出的高昂时间和培训成本。为确保投资回报，企业

希望人才为其服务一段时间。此外，企业也希望高校提供资

金支持，共同承担培养人才的责任。这种合作模式有助于降

低企业成本、提高经济效益。但目前，只有少数企业愿意平

等合作，导致订单式人才培养需求难以满足。

3.2 订单班学生专业构成复杂
当前，中国高校在铁道车辆技术人才培养方面，仍然

采用传统的“订单式”培养方案。此方案要求学生必须完成

专业必修和专业基础素质课程，以确保教学进度。然而，由

于市场对该领域人才的需求激增，许多高校开始扩大招生范

围，这导致订单班学生的专业背景变得复杂。对于那些没有

预先学习必要课程的学生，教师需要在课堂上详细讲解基础

知识，这无疑降低了“订单式”培养方案的针对性和效果。

原本强调实践和技能培养的教育模式现在变得过于理论化，

这对学生专业技能的提升以及中国铁道车辆技术人才队伍

的建设产生了负面影响。

3.3 订单式人才培育形式化，没有考虑到学生的长

期发展需要。
在“订单式”人才培育中，学生需精通专业技能，并

掌握企业所需的特殊技能。学校不应盲目满足企业需求，而

应保持专业教学的系统性。订单企业需重视实习生的培训，

以免降低其工作待遇。学校在合作中应占据主导地位，确保

学生的权益，并关注其长期职业发展。学校和企业应及时沟

通，解决学生在实习中的问题，使校企合作模式真正发挥作

用，提升学生的职业能力。

3.4 学校对于企业进行订单人才培育的吸引力度不够
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社会对高新技术和实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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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高校需积极采取行动，通过产—

学—研结合的方式，培育符合社会需求的人才。高校应严格

分析就业市场，帮助学生筛选订单企业，并完善校企合作制

度，为学生技能培育和就业选择提供有力支持。教育部高度

认可订单人才培育模式，学校应转变观念。但目前部分学校

与企业合作吸引力不足，未能充分发挥订单人才培育模式的

优势，导致政策难以有效落实。

4 高校实施“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的具体
策略

4.1 建立校企供需双方长效沟通机制
要实行有效的“订单式”教育，院校和企业需建立信

息网络和沟通机制。在正式签订前，企业需了解院校及专业

设置，学校需宣传办学特色和合作意向。院校需建立企业信

息库，调研企业情况，筛选符合本校特色的企业。确立“订单”

后，校企需共同制定培养计划，并根据市场、企业需求和学

生特质调整课程。当企业需求变化时，双方应及时沟通协调。

周期培养完成后，需追踪评价效果，企业进行终端评估并向

院校反馈，实现流程闭环，帮助院校持续优化人才培养体系。

4.2 打造灵活模块化的教学体系和内容
随着科技和市场的快速发展，企业用人需求不断变化，

传统专业学科划分已无法满足企业长期需求。在“订单式”

模式下，学校需拆解岗位技能需求，采取模块化构建课程体

系，灵活组合模块以快速响应市场和行业变化。其体系主要

包括公共基础、专业必修、选修、实践和订单特色课程等模

块。公共基础课程旨在奠定人格基础和培养通识与基础职业

素养。专业必修课程基于未来岗位关键能力要求，拓宽加深

专业知识和技能。选修课程提供不同方向供学生根据个人特

点选择。实践课程提高学生实践能力。订单特色课程由校企

共同开发，以一线需求为导向，帮助学生融入工作环境和企

业文化。

4.3 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
以产学研深度结合为基础的“定制式”人才培养模式，

强调职业导向与理论实践一体化。因此，教师队伍向“双师

型”转变成为必然要求：不仅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教学能

力，还需具备实战经验和岗位指导能力。为应对当前高等院

校“双师型”教师短缺的问题，以下策略值得考虑：①建立

院校与企业的深度合作机制，鼓励教师利用业余时间或寒暑

假到企业挂职锻炼，获取一线工作经验，从而成长为“双师

型”教师。②针对实践性强的课程模块，邀请企业技术和管

理精英担任兼职教师，与院校教师合作教学，形成优势互补

的教学团队。这不仅能提高教学效果，还能促进双方共同成

长为“双师型”教师。③聘请行业内具有影响力的技术专家

作为客座教授或实践指导教授，为教师队伍提供实践指导，

助力提升实践教学能力。借助以上措施，可以有效地推动高

等院校教师向“双师型”转变，以满足“订单式”人才培养

模式的需求。

4.4 建设完善的实践教学基地
“订单式”培养模式注重培养学生的岗位胜任力、职

场适应力，而实践教学是培养学生在实际工作场景下解决问

题能力的关键所在。因此，要注重实践教学基地的建设，校

内实践教学基地建设要具备：①仿真性：即按照企业实际情

况和未来工作场景进行配置设计，参照企业管理模式运行；

②先进性：引进相关目标行业的最新理念、技术成果、设备

等，保持实践学习和行业动态的同步性；③通用性：除了针

对性的专业能力培养外，同样注重培养学生适应更广泛岗位

的职场通用能力、可迁移的核心能力，拓宽学生就业的可能

性；④开放性：在开放时间、准入门槛等管理上更开放化，

为学生利用空闲时间进行自主探索实践提供便利。

5 结论

近年来，中国“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在高等院校得

到了一定的推广，取得了显著的发展。为了更好地应对快速

变化的市场和企业需求，应着力打造宽口径的大行业订单，

从校企双方沟通机制、企业全流程参与、模块化课程体系建

设、师资队伍培养、实践教学基地等多方面举措共同发力，

促进“订单化”人才培养模式的进一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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