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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应用型本科高校产教融合既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的重要实践，也是办好应用型本科教育的关键所

在。然而，当前我国应用型本科院校产教融合的实践仍处于起步阶段，实施过程中面临诸多困境，这些

困境约束着“产”和“教”的深度融合发展。文章在国家政策鼓励产教融合的大背景下，分别在政策、

企业、高校三个层面对目前我国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产教融合所面临的困境进行分析，并吸取国外产教

融合成功案例的经验，提出推进我国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产教融合的针对性对策，旨在破解产教融合发

展壁垒，促进产教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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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in appli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is not only an im-
portant practice to carry out the spirit of the Party’s Twenty Congresses, but also the key to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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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ed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well. However, at present, the practice of th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in application-orient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in China is still in its in-
itial stage, and it faces many difficulties in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which restricts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teaching”.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ational policies encouraging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the integra-
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n local application-oriented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in China 
from three aspects: policy, enterprise and university, and draws on the experience of successful 
cases of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n foreign countries to put forward targeted coun-
termeasures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n local application-oriented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in China, aiming at breaking the barriers to the development of inte-
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We will promote deeper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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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cal Application-Oriented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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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几年，应用型教育在高等教育领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重视，许多高等教育机构都设定了“应用型”

的教学目标[1]，旨在培养具备强大的社会适应性和市场竞争力的高质量应用型人才，但如何确保学校培

育的“应用型学生”与企业所需的“应用型员工”能够紧密结合，仍是一个待解决的关键研究议题[2]。
为了推动产教融合的进步，2019 年 10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以及其他 5 个部门共同发布了《国

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该方案建议，经过大约 5 年的持续努力，计划在大约 50 个试点城市中

推动产教融合的建设，并在这些城市及其所在的省份中培育出一系列具有地域特色的产教融合行业，建

立相应的制度以及激励政策。2023 年 6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 8 个部门联合发布了《职业教育

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 年)》，明确指出到 2025 年，国家将在产教融合方面进行试

点，并全面推动建设培养 1 万家以上的产教融合型企业等一系列目标[3]。 

2. 产教融合面临的现实困境 

虽然国家政策鼓励高校进行产教融合，但由于我国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起步时间较晚，目前还处于

初级阶段，产教融合面临诸多困境。 

2.1. 政策层面 

近年来国家陆续出台相关政策推进高校产教融合进程，但这些政策多为宏观上原则性的规定，缺少

制度执行的刚性约束，在政策的执行上具有选择性。其次，教育改革不是教育部的“单打独斗”，它需

要社会各层次全方面、多角度共同协调支持才能取得良好的教改结果，政策有效地落地执行有一定的难

度。再者，国家提出“试点先行，示范引领”的方式推动一些普通地方院校向应用型院校转型，但由于

我国应用型本科院校的产教融合仍处于起步阶段，缺乏成功的经验借鉴和策略规划与协调组织的一致性

[2]，导致了应用型本科学院在产教融合方面仍然停留在较低浅的层次。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4.124217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侯玉璟 等 
 

 

DOI: 10.12677/ces.2024.124217 319 创新教育研究 
 

2.2. 高校层面 

现在许多高校纷纷提出走“应用型教学”道路，致力于培育能够满足生产、建设、管理和服务前线

需求的应用型专业人才，在此目标下安排即将毕业的学生去企业进行实习，但由于缺乏鼓励性的政策、

文件，几乎没有老师愿意亲自带领学生参与到企业实践中去，学生在实践的过程中缺乏主动性，实习质

量也参差不齐。其次，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很多地方型院校的教师缺乏企业的实践经验，在教学的过程

中对学生就业方面知识的普及有所欠缺，从“校园到企业”的过度并不能真正做到学以致用。此外，许

多应用型学校与企业的合作大部分是通过租赁场地和设立奖学金来吸引的，学校对此不够重视，与企业

间的沟通交流少，企业市场化的运作和学校的需求很难达成一致，产教融合也因此陷入僵局[4]。 

2.3. 企业层面 

从产教融合企业的申报条件来看，企业要具有良好的市场竞争力和发展潜力，具有完善的人才培养

方法和培养体系，能为学生提供规范化的实习岗位等，满足这些条件的企业往往是一些大中型的企业，

而数量庞大的小型企业难以达到此要求[5]，受大环境影响，很多大中型企业都在缩招，毕业生实习岗位

也在减少，目前企业与高等教育院校的合作主要集中在吸引人才上，而其他方面对企业的促进作用尚不

突出。 

3. 国外产教融合成功案例 

进入 21 世纪，“技术危机”在美国日益突出。美国出台了一项题为《致力未来：重塑职业生涯与应

用技术教育的改革蓝图》的新政策，该政策突出了对制造行业的技能和技能差距问题的重视程度，在推

动全社会注重科技能力方面取得明显效果，全美的社区学院校企协作发展迅猛，在促进“应用技术强化”

改革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社区学院系统与全美产业界之间展开的校企协作项目规模空前，程度深远[6]。 

3.1. 案例分析 

为了解决技能危机和重塑技能人才培养体系，芝加哥市市长拉姆·伊曼纽尔与芝加哥城市学院群理

事会及其他合作伙伴共同推出了“从学院到职场(College to Careers)”校企协作项目，旨在改善伊利诺伊

州芝加哥市的技能培养状况[7]。 
该计划旨在与七所城市学院合作，整合行业资源，促进学院群全面改革，以“应用技术强化”为核

心，将其打造成芝加哥市乃至伊利诺伊州的技能人才培养基地。自从“学院到职场”计划开始，先后有

哈维学院和马尔科姆学院率先实施“应用技术升级”，七所城市学院纷纷制定了针对医疗保健、信息技

术、高级制造业等七个行业的解决方案，并建立了人才培养项目群。芝加哥城市学院群是美国最大的社

区学院联合体之一，为学生提供转学教育、职业教育和成人培训等多方位的服务，在改革之前，该学院

群的毕业率和就业情况等方面并不理想，仅为 7%左右，前景堪忧，“从学院到职场”项目的成功实施，

改变了该学院群的困局，焕发出新的活力。通过 3 年多的项目实施，七所学院在招生人数、毕业率、就

业率以及颁发学位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的数量等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8]。这一人才培养项目集群建设

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在美国已经成为社区学院“应用技术强化”改革的成功典范。 

3.2. 经验借鉴 

1) 政府等领导团队的大力支持 
政府提供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援助是美国社区学院校企合作项目成功开展的关键前提。在法律政策方

面，政府推出多项相关政策，促进国家制造业发展，且美国教育和培训部敲定了一项对于学徒计划的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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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法规，以减少学徒数量、限制政府对计划注册的障碍，并制定自己的学习指南。在资金支持方面，美

国社区学院的校企合作得到了政府相对较多的财政援助，甚至推出了“校企合作专项基金”融资项目。

而学徒项目，政府予以了具备竞争力的 1 亿美元补助金，且承诺在未来五年内创造 500 万个学徒岗位，

2017 年预算提案指定为学徒岗位予以 9500 万美元[8]。 
2) 多方位产教主体间的深度融合 
产教主体之间的合作和整合是“从学院到职场”这一过程中最突出的特点。除了政府的大力支持，

城市学院集团董事会、学院领导和项目总监等领导团队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社区学院的学校

与企业的合作项目能够取得显著进展，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各利益相关方的紧密协作。以美国的学徒制度

为背景，社区学院承担着提供理论课程的教学任务，而企业雇主则是其主要的经济支持来源，州立学徒

事务局负责协调劳工部与本州之间的注册学徒培训活动，并负责登记和发放国家学徒合同的结业证书，

全方位地提供一站式的就业服务[8]。这将有助于各个利益相关者更好地扮演自己的校企合作角色，并最

大化社区学院与企业之间的协同效益。 
3) “两手抓”的全方位人才培养方案 
美国社区学院的特点是为公众服务，7 所学院推出了如短期技能培训、职业资格认证学习、学分制

度学习、副学士学位教育、转学教育等项目，以及一套统一的高中课程设计，这些都能满足众多行业的

实际需求，能够让多种人群受益，可谓“全覆盖”[9]。不论是新项目的研发还是旧项目的优化，各个学

院的教职工都与不同领域的合作伙伴保持紧密的合作关系，认真研究、修改，力求完美满足行业技能需

求，最大限度地培养人才，可谓“精心打磨”。 

4. 地方应用型高校产教融合的对策 

地方型应用高校产教深度融合是实现高等教育与产业需求紧密对接的关键举措[10]。为此，需要从多

个方面推动产教深度融合，建立高效的合作机制，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以下将从政策、产教融合机制以

及人才培养三个方面分析地方型应用高校产教深度融合的对策。 

4.1. 细化政策支持体系 

首先政府要适度修订产教融合政策文件，突出地方本科高校在产教融合政策中的地位，把地方本科

高校作为重要主体，加快出台更多产教融合专项文件，明确地方本科高校产教融合的重要性[7]。其次，

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增加资金投入，如提供产学研合作经费、科研项目资助、教师培训奖励等，为高校开

展产教融合提供有力保障，同时地方政府可以制定相应的激励政策，如为企业提供在税务、资金、土地

等领域的优惠措施，减少企业在产教融合过程中的成本和潜在风险，鼓励企业与地方型应用高校合作开

展产学研项目。再者地方政府需要建立政策协调机制，定期或不定期地部署和研究产教融合工作，以统

筹政府层级之间的关系，并形成一个纵横交错的协同治理网络，确保政策的有效衔接[11]。 

4.2. 建立产教合作机制 

1) 鼓励教师参与产教融合工作 
地方应用型大学应将人才引进重点放在工业院系相应领域，以工程教育和实践技能为主，应制定相

应的评价和激励机制，鼓励教师积极参与产教融合工作，可以通过资金支持、业绩评价、科研项目等方

式，为参与产教融合的教师提供相应的奖励和激励，以增强他们的参与积极性。 
2) 强化产教融合的组织和管理机制 
地方型应用高校应创建一个专业的产教合作机构或部门，用来负责整合、协调和推动产教融合的各

项工作，该机构应设立专职人员，负责与企业、产业园区等合作伙伴对接，平台可以发布项目信息、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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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人才需求、展示合作成果等功能，推动学校和企业间的合作与沟通，以实现资源的共享、合作项目的

落地以及实践实习机会的开发。 
3) 建立长期合作关系 
地方型应用高校应与企业、产业园区等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可以通过与企业签订合作协议、

建立实习基地、开展校企共建项目等方式，加强与企业的合作。同时，要加强与企业的沟通，深入了解

企业的需求，根据企业的实际情况调整教学内容和培养目标，提升人才培养的实用性和适应性。 

4.3. 优化人才培养模式 

1) 调整课程设置 
地方型应用高校应兼顾教学常态化、企业实践动态化的要求调整和优化课程设置，增加实践环节，

可以通过开设实践课程、组织实践活动等方式，致力于培育学生处理实际问题的技能[12]。鼓励老师亲自

带学生参与实践，或者与企业进行沟通交流，派专业技术人员指导学生进行实践，同时加强实践教学的

指导和评估，确保学生在实践中能够真正掌握所学知识和技能，切实提升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和创新能

力。课堂教学可通过开设专业课程、实践项目、案例分析等教学方式，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2) 加强实习实训环节 
实习实训不能“赶鸭子上架”，要注重实习的质量，严格要求学生实习报告要实事求是地进行书写，

禁止抄袭，相关老师应认真查看学生的实习报告，对其中的问题和不足进行总结梳理，上报专门的产教

融合部门对存在的问题进行改善。同时地方应用型高校应加大实习实训环节的力度，与企业、产业园区

等建立紧密合作，为学生提供更多实践机会，让他们能够亲身参与实际工作，掌握实际操作技能和创新

能力。 
3) 强化创新创业教育 
地方应用型大学要加大对创新创业教育的支持力度，开拓学生的创新思维，鼓励学生在实操中不断

锻炼自己的创新技能，如积极开展创新创业相关讲座、加大对创业实验室及实训中心等建设基地的资金

投入、增强与其他相关院校及机构的合作，推进实践教学成果共享，为学生创新创业提供良好的条件[13]。
同时积极鼓励学生参与各类创新创业大赛、科技创新专题比赛等，鼓励老师带动或督促学生参赛，锻炼

参赛积极性[14]。 
产教融合之路任重而道远，“产”与“教”的深度融合需要多方面共同努力。地方应用型高校产教

融合对促进高校与地方产业深度合作、推动实践教育和产业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通过与企业合作，地

方应用型高校可以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就业竞争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优化教育资源配置。

产教融合需要建立稳定的合作机制，并加强对人才培养和师资队伍建设，此外，还应拓宽合作领域，加

强评估和追踪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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