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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is the fundamental way to solve the structural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supply side of the 
talent cultivation and the demand side of the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n China.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path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application-oriented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chool and enterprise will gradually realize th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in the process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co-construction, scienti�c research traction and talent exchange. The school-enterprise coop-
eration will enable the talent training and the use of talents to resonate at the same frequency, cultivate high-quality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 needed by enterprises, and enhance the ability of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s in local application-oriented colleges and universi-
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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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产教融合是解决中国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发展需求侧结构性矛盾的根本之道，也是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建设的重要路径。
校企双方在协同育人、共建融合、科研牵引、人才交流中逐步实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使人才培养端与人才使用端同频共振，
培养企业需要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提升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应用型人才培养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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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中提出“深化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2017 年底，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

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把产教融合的实施范围扩

大到普通本科院校，建设应用型本科院校，培养高素质应

用型人才，为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应用型人才支撑。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

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是当前推进人力资源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迫切要求，也是建设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的重

要路径。

2 产教融合路径对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建设的

意义

2.1 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的现实需要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的风起云涌，互联

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经济、新业态竞相涌现，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对具有创新精神与创业能力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需

求日趋强烈 [1]。然而，高等教育对如何适应并支撑产业升级转

型的技术创新需要相对滞后，对经济结构调整后相关专业人才

培养的跟进反应迟缓。因此，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必须迅速调

整战略，加强顶层设计，主动地融入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

升级，融入行业、企业建设，提高适应和支撑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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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内涵建设的必由之路

大学教育中，国家对其基本要求是培养应用型本科人才，

这符合社会中长期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也是大学教育改革创

新的新利器 [2]。国务院《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强

调“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

机衔接，是当前推进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迫切要求，

对新形势下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扩大就业创业、推进经济转型

升级、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具有重要意义”。长期以来，由于

缺乏办学积淀，受到老牌综合性高校办学思想影响较多，地方

应用型本科院校在发展中一定程度存在办学定位趋同、与地方

产业结构脱节、学科专业特色尚未形成、易出现“贪大求全”

的办学倾向等问题和困惑。因此，加快转型发展，真正把办学

思路转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上，成为部分应用型本科院校

一项十分紧迫且势在必行的重要任务。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

培养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增强学生就业创业能力，就必

须把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作为必由之路。

2.3 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必然要求

应用型本科教育是一种专业性的通才教育，既关注学生

较为系统、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的学习与储备；又是突出实

践应用能力，以“能力为本”的教育。因此，应用型高校与

研究型或教学研究型大学为主体的传统本科办学模式大不相

同，是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两大体系的交叉融合。一般而言，

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习惯按照不同的学科、专业、课程设置

等来进行传统方式的教学组织活动，在专业和课程的设置方

面极其容易发生学校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不对称的情况。同

时，由于存在教师实践能力不足的现状，其人才培养路径存

在一定的单一性，教师们在上课的过程中仍然沿袭传统以理

论知识传授为主的授课方式，容易出现人才培养“重理论轻

实践”、教师专业实践能力低、服务地方经济发展能力低、

毕业生就业创业能力低等问题。在转型发展中，坚持以创新

为动力、以应用为导向的办学体制机制改革，强化应用型本

科人才培养力度，成为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发展的现实选择。

3 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建设中产教融合路径探

索和实践

3.1 建立协同育人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发挥学校人才培养核心地位和企业重要主体地位，通过

制度化、系统化举措引导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过程，促进人

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人才需求侧结构要素全方位融合对接，建

立校企协同育人的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靶向力。一是

建立学校与企业人才“供给—反馈—供给”闭环。通过校企之

间的相互走访、调研和问卷访谈等形式，建立校企之间供给方

与需求方的反馈改进机制，不断改进学校人才应用型人才培养

的适应性。二是企业技术和管理人员参与学校人才培养方案制

定。人才培养方案是人才培养的遵循，刚性规定应用型人才的

培养方案制定必须有企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参与，把企业

要求和应用型人才标准融入人才培养方案之中。三是引导企业

深度参与人才培养过程。从企业聘请理论功底扎实、实践经验

丰富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担任兼职教师，承担理论课程

讲授、实验课程指导和实践课程训练。积极与行业企业建立战

略合作关系，加强学科专业建设的应用型特点。在本科专业实

行“双带头人”制，聘请企业技术人员担任专业带头人，聘请

企业技术人员与校内教师联合指导学生毕业设计。

3.2 深化共建融合提升应用型人才培养硬件

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办学资源相对短缺，获取各类资源

要素投入的能力有限，地方政府的资金投入不足，硬件改善

较慢。通过深化产教融合，以校企合作共建实验室、科研平台、

实训基地等方式，加快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硬件提升。一是校

企合作共建实验室，实现实验资源共建共享。探索在校企资

金投入比例、实验室使用权益分割、实验成果共享等方面形

成系统化的工作制度，确保企业有真实回报，能产生真实效益，

增强企业动力。二是校企合作共建实训基地。实训基地是实

践教学的基础，是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重要保障。校企共建实

训基地，实现双方资源优势互补，达到学生在生产实境中学习，

在学习中生产的效果，最大限度满足应用型人才培养要求，

建立完善的校企共建实习实训基地管理制度，加强对校企共

建实习基地管理的制度化、正规化。

3.3 强化科研牵引助推科研实力提升

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要把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作为

科研重要突破点，制定完善的优惠政策，支持校内科研人员积

极承担当地企业委托的重大横向课题项目，发挥学校对企业的

项目牵引作用，提升学校的科研实力。依托学校科研平台，对

接企业研发需求。把校企合作科研作为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的重要内容，依托人才和科研平台优势，加强与企业在新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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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研发、测试，新工艺发明、改进等方面的合作，实现双方优

势互补，互利共赢，增强合作动力，实现合作的可持续性。

3.4 加强人才交流共促互惠发展

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是培养应用

型人才的重要支撑。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应该借助深化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通过引培并举着力构建高素质“双师双能型”

教师队伍。一是从企业引进人才。企业优秀技术人员兼具专业

理论知识和生产实践经验，在工科专业应用型人才培养中更具

优势。二是加强对教师培训力度。以“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

建设为导向，以提升教师实践经验为重点，着力加强对现有教

师队伍的培训力度，把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作为教师培训的刚

性规定，要求教师必须利用寒暑假到企业挂职锻炼一定时间，

把握本学科的发展动态，立足学术前沿，获取最新的教育科技

成果，并将其应用到教学中，补充教材内容的局限性 [3]。

4 深化产教融合创新人才培养的建议与对策

4.1 推进理念融合

产教融合创新人才培养的本质要求是开放、共享、双赢，

首先需要转变思想观念，冲破传统思想禁锢，在理念上形成

自觉，达成共识。一要牢固树立产教融合人才培养理念。当前，

部分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对产教融合的理念以及认知方面还

存在着不充分、不重视的现象。即使响应国家号召，但在教

学模式和方法上仍很大程度依赖教师，并没有认识到产教融

合的教学要求是要将传统的教学要求与技术能力上升到平等

重视的层面上来，毫无疑问会影响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产教

融合的开设过程与推进进程。二要坚持系统化思维。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并不是为融合而融合，而是按照内在联系和人才

培养规律进行的有机结合、双向互动和系统集成，在共育人

才上合心、合力、合拍，着力培养有灵魂、有能力、有创造、

有品德的时代新人。三要坚持开放办学、效益双赢和平等协

作理念。通过人才融合培养，能够以更高质量、更低成本获

得应用型复合创新人才；高校通过产教融合式人才培养，能

够提高社会经济效益，更好地促进就业和社会和谐。

4.2 坚持需求牵引

需求既是产教融合的逻辑起点，又是产教融合的最终落

脚点。一要统一培养规划。把应用型人才培养纳入地区人才

战略工程，在地区社会人才发展规划中对应用型人才质量、

数量、储备、培养方式、培养责任分工等各项问题做出顶层

设计，使产教融合人才培养在发展目标、阶段等各方面的要

求协调一致。二要统筹培养目标任务。根据应用型人才培养

总需求，综合考虑不同专业人才对象来源、专业特点、标准

要求和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及行业产业需求等因素，动态确定

各类产教融合培养规模和比例，协调划分明确校地、校企、

校院各自的职责。三要对接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及行业产业人

才需求。地方院校要精确瞄准新时代下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和

行业产业人才需求，重点培植一批面向市场、贴近国家战略

需求的特色优势应用型学科，为产教融合培养标定方向。千

方百计了解社会行业人才需求信息，以切实举措调整相关专

业人才培养，实现国民教育培养与社会产业需求无缝对接，

确保市场“缺什么”与高校“有什么”、行业产业“需要什么”

与地方高校“培养什么”及时对接。

4.3 厚植制度保障

产教融合是由多元主体协同合作实现的，多方主体在协

同过程中的角色、责任权利必须要有完备的法规制度作保障 [4]。

一要加强顶层统筹和法规制度建设，着力构建地方师资力量、

科研设施、创新成果向应用型人才培养开放服务的政策制度，

拓展依托产教融合培养应用型创新人才的范围，健全依托社

会开展应用型人才专业评价制度，营造产教融合创新人才培

养的政策和制度环境。二要健全体制机制。建立完善校企、

校地、校院之间的交流协调、资源共享、培训考核、服务保

障、绩效评估、问责等体制机制，促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高

效有序开展。对特色鲜明的应用型地方院校也应在条件建设、

财政投入、表彰激励等方面给予政策倾斜和优先扶持，充分

调动和激发高校在产教融合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工作上的积

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参考文献

[1] 白海雄 . 基于供给侧改革的地方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 [J]. 教育教

学论坛 ,2019,06(26):108-109.

[2] 吴启迪 . 中国工程教育的问题挑战与工程教育研究 [J]. 清华大学

教育研究 ,2009,30(02):4-8.

[3] 黄金侠 , 侯艳 , 苏晓光 , 田思庆 , 张艳丽 . 地方高校应用型人才培

养模式研究 [J]. 教书育人 : 高教论坛 ,2019,04:32-33.

[4] 崔民日 , 周治勇 . 地方本科高校地方本科高校、企业、政府产教

融合对策研究——以协同创新为视角 [J]. 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

学报 ,2015,04:118-1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