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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ocational education undertakes the responsibility of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professional and skilled talents for the country and 
society.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s the deep cooperation between industry and education, and the deep cooperation 
betwee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industrial enterprises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alent training,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view of the existing requirements of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ollege of Industry is considered, and combined with the industries and fields of Nanjing Vocational Institute of 
Railway Technology, especially its own educational conditions, in-depth research and analysis, and form the following research re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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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产教融合视角下产业学院建设的调研报告——以南京
铁道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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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职业教育承担着为国家、社会培养高素质、专业化、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重任。产教融合是产业与教育的深度合作，是高职院
校为提高其人才培养质量而与行业企业开展的深度合作，对高职教育具有重要意义。针对现有的产教融合的要求下，产业学
院的建设进行思考，结合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校所在行业领域特别是自身办学实际，深入研究分析，形成如下调研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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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调研目的

近年来，国家密集出台系列政策举措，大力推进产教

融合。产教融合已从教育问题上升为国家战略，成为推动教

育优先发展、产业创新发展、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支点。2019

年 2 月，国家出台了《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

2022 年）》明确健全产教融合的办学体制机制 [1]，坚持以

促进就业为办学方向，优化专业结构设置，推进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开展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10 月 10 日公布《国

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提出要充分发挥城市承载、

行业聚合、企业主体作用 [2]，重点在完善发展规划和资源布

局、推进人才培养改革、探索发展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先行

先试。健全以企业为重要主导、高校为重要支撑、产业关

键核心技术攻关为中心任务的高等教育产教融合创新机制。

诠释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在职业院校办学和深化改革中

的重要作用；针对职教改革的大环境下产教融合面临新的形

势。研究如何在新形势下继续深入推进产教融合，更好发挥

高职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服务作用，带动高职教育发展

的进一步提升，为高职教育产教融合开展，产业学院建设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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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教融合是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建设的
内在要求

中国职业教育从计划经济时代的行企直接办学，到市

场经济时代的学校独立自主办学，供需不匹配、产教相分离

一直都是制约我国职业教育健康发展的基本矛盾。为了解决

这一矛盾，从 90 年代，我国职业教育先后取法德国双元制、

英国三明治等 [3]，但是都存在文化制度差异所带来的水土不

服问题。在长期的探索过程中，产教融合、校企合作逐步成

为发展中国职业教育的共识。从办学实际来看，人才培养、

科研创新等基本功能的实现都离不开产教融合。党的二十大

报告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现代化的共同特征 [4]。产教

融合，是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必须着力解决的课题，深化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在职业院校与行业企业之间建立紧密

对接、良性互动的关系，调动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

的积极性 [5]。

3 产业学院建设是产教融合实施的举措

现阶段，对于一个产业来说，人才是支撑这个产业发

展的基础。当前环境下，中国乃至世界因为疫情的影响，经

济发展严重受挫，就业岗位大幅度缩水，人才培养需要全新

的模式。学校的资源不足以支撑适应行业发展的应用型、复

合型人才的培养，产业学院的建设可为企业和学校搭建一座

桥梁 [6]。产业学院的建设是社会需求的变化。当前学校传统

人才培养模式存在明显的局限性，无法独立支撑企业需求人

才的培养。2022 年 12 月国家提出了产教融合“一体两翼”

的战略方针，就要求职业教育要与产业紧密结合，校企资源

共用共享，通过与产业的对接提升学生的实践和创新能力，

实现教育的升级 [7]。作为产教融合的一种组织形态，产业学

院被认为是传统的校企合作、订单式培养等校企合作模式的

升级版。为了克服传统的校企合作模的如企业的配合度不

高、积极性不强、实践教学的过程和质量难以保证等痼疾，

建立产业学院已成为高职教育界的共识，那么该如何建设产

业学院？建设怎样的产业学院？

4 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产教融合视角下产
业学院的建设

产教融合是高职院校推进创新发展、特色发展、高质

量发展的“牛鼻子”。学校始终坚持“走融合发展之路，与

中国铁路同行”的办学理念，主动服务、主动融入轨道交通

行业和区域经济发展，注重发挥企业育人主体作用，得到政

府、行业、企业的大力支持，呈现出“一体两翼”。

4.1 产业学院建设模式
第一类，产业学院校企双方深度合作，产业学院开设

的所有专业紧密对接合作企业及所在行业的产业链，合作企

业支持产业学院的办学建设、参与产业学院的办学过程，并

允许合作企业对产业学院进行冠名，如 2010 年，学校与南

京地铁共同组建了全国首家“地铁学院”。十多年来，校企

双方依托“地铁学院”，创建了“现代学徒制南铁模式”，

共同完成南京地铁公司多工种的职业技能鉴定标准制定。组

织架构采取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由双方派员协商组

成，负责地铁学院的办学定位、人才培养等重大事项决策。

第二类，产业学院开设的部分专业与合作企业深度合

作，校企双方通过共建产业班、学徒制班，进行订单式人才

培养，并允许合作企业对产业学院的产业班进行冠名，如正

保产业学院、顺丰产业学院、华住学院，均是学校与龙头企

业合作，采用了校内共享教学实训资源、日常教学混编团队

等方式开展校企合作。学生的日常课程就是企业的生产内

容，学生的实训实习即为企业的正常工作，打造了入学即就

业。专业其余学生实现人才链和需求链的有效对接，为专业

就业和发展提供支撑和保障。

第三类，产业学院主要面向行业和企业，目的是打造

产教融合、校企协同育人的平台，如神州高铁产业学院、中

车徐州轨道装备产业学院等，均是由轨道行业内技术尖端企

业联合校内多专业打造的产业学院。双方在专业建设、人才

培养等方面开展合作，探索产业学院管理体制，实现产教研

用紧密结合。预计五年后，将学院建成一流的轨道装备产业

专业人才培养培训基地，打造现代产业学院建设的典范。

4.2 取得的成效
第一，构建政行企校合作办学新生态。学校层面，建

立了政行企校共同参与的学校理事会，共谋事业发展。二级

学院层面，成立校企合作委员会，共建产业学院，打造校企

命运共同体。专业层面，组建校企混编团队、技能大师工作

室，促进校企人力资源深度共享。政企校共建的江苏铁路教

育馆获全国铁路科普基地称号。

第二，建立校企一体育人新模式。联合企业开展“2+1”

订单人才培养，企业主导人才培养方案设计和质量考核，前

2 年由学校主要负责理论教学，第 3 年由企业主要负责专业

技能培训；联合南京地铁公司共建国内首家地铁学院，探索

并建立了管理、育人、资源、文化“四个一体化”合作办学

机制，形成与大型国企合作的现代学徒制“南铁模式”。

第三，打造产教融合集成平台新标杆。联合行业内头

部企业共同设计建设了全真设备运行，实现车机工电辆多岗

位、多工种联动训练。拓展平台功能，融教学、培训、技能

鉴定、科研、技术创新等功能为一体，打造全国领先技术技

能创新平台。

第四，拓宽培育通道，依托产业学院“走出去”。通

过产业学院携手企业共同“走出去”。依托铁路“走出去”

项目，创新校企校合作模式，在老挝、埃及设立铁路培训中

心，共建中哈“郑和学院”，为“一带一路”铁路建设项目

培养国际化人才。面向“一带一路”国家，输出中国铁路职

业教育标准，共享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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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产业学院建设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政策建议

5.1 主要问题
从总体上来看，我国职业教育存在着产教融合合而不

深、校企合而不共的共性问题。这与我国产业发展的成熟度，

行业企业以及职业教育管理体制，制度政策配套不到位有着

密切关系，多数存在校热、企冷的现象。

5.1.1 建设机制不健全
经过多方调研，以全国各高校陆续建成的产业学院为

例，在前期的运作中虽然取得了不错成效，特别是在推行学

徒制试点方面走在了职教改革的前列，但在产业学院统筹建

设方面缺乏完善的建设体系，指导性不强，可复制性不够，

对学院的运行和考核评价力度不够。

5.1.2 企校双方责任不明确
国家出台的建设方案中虽然明确指出了产业学院的建

设以企业为主体，合作的方式也有“订单式”“合作式”等

多样化，双方合作前也都明确了相关的职责和要求，规范了

管理的内容，但往往在实际的运作中，出现学校管理过多，

企业少管或者不管的现象。企业通常承担院校建设的前期的

财务投入，招生以后，学生三年都是在学校，学校的管理基

本属于全过程，企业距离远，出现企业日常管理缺失的现象。

5.1.3 教、培目标不统一
企业和学校利益出发点不同，在对学生的教育培养中

追求的要求不一致。高职院校在学生的培养过程中更注重提

升学生综合素质，重点考察学生就业质量和数量，拓展学校

的影响力。企业方愿意联合学校建立产教学院的目的是从院

校吸收高技能的毕业生，最好是匹配企业自身的岗位需求。

因此，企业注重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以及对设备操作熟练、

性能熟知。因此，两者的目标存在一定差异。

5.1.4 追求利益点不同
企业因为即效性特征追求的是产值利益的最大化，如

对技术人才的需求可以在市场上寻找，或者高薪从别的企业

挖掘。学校追求的是长效机制，对学生的培养更注重素养的

培育，培育范围也是针对一个行业。虽然在校内也模拟了种

种现场的场景，但学校模式使得教学内容不够先进。因此存

在企业参与度、积极性不高的现象。

5.2 政策建议
根据国家关于产教融合和产业学院建设的相关政策，

结合企业提出的具体问题和当前学校的人才规模、教学条

件，充分考虑企业的真实需求，试图充分调动企业和学校的

优势资源，从人才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实施、学生管

理和教学评价等方面探索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5.2.1 建设育人平台，拓展协同育人途径
校企合作提档升级，搭建政府层面、行业领先企业，

采用多方参与的形式，组建行业产教融合联盟，共建产业学

院。在育人、培训、技能竞赛等方面，实现“资源共享、优

势互补、互惠互赢”的深度合作模式。双方以专业为依托，

建成集人才培养、技术研发、招生就业于一体的产业学院，

共同培养具有强大竞争力的高素质行业技术技能人才。

5.2.2 优化体制机制，提高融合成效
制定多个特色产业学院建设方案。按照“适应市场、

突出特色、打造品牌”的建设思路，制定符合自身特征的方

案，制定产业学院的建设和管理办法。以推进企业主体作用

发挥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分别从建设目标、组织管理、运行

规范等方面着手，发挥企业在人才培养中的主体地位。双方

成立产教融合组织管理机构，以人才培养为目标，明确责任

和义务，从资金设备投入、监督管理等方面入手，落实动态

运行管控，全面深化校企合作。

5.2.3 开放共享资源，实现校企互利双赢
要将生产和教育相结合，联合企业共同编制教材、共

同承担实践课程教学等切实提高学生适应工作岗位的能力，

为企业迅速发展提供技术支持和人才力量。学校与企业共同

组建有产业教授、技术能手、教学名师领衔的创新型师资团

队。双方互兼互聘，增强技术研发，促使项目成果进行有效

转化，共育行业高技能人才。双方共同制定符合行业需求的

人才培养方案和岗位标准，借助实训平台和基地。通过顶岗

实习、技能竞赛等途径，提升学生综合职业素养，培养具有

较强创新能力与实际操作能力的高技能人才。双方共建实验

实训基地，以多功能化为要求、场景真实化为目标，为学生

就业发展奠定基础。

学校在职教改革的背景下要适应需求，产业学院是重

要抓手，有利于调动学校、行业等多方的教育积极性，凝聚

合力。产教融合下的产业学院的建设探索能不断促进产业学

院的发展壮大，有效提升学生的专业技术技能、扩大就业领

域，快速填补市场用工荒的现象，助力企业的快速发展，拓

宽学校服务社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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