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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目前全国产业学院存在诸多问题，文章提出仲华基因科技产业学院功能定位精准，且具有战略性与

明确的服务目标，即面向湾区高科技农业办学，提升精准服务湾区农产品及生产技术的能力，打造产教

融合高科技服务农业的品牌。并结合仲华基因科技产业学院建设过程，就办学成本高，经费筹措不力；

构建符合人才培养定位的课程体系和专业标准；优化社会控制的学生与师资评估机制三方面热点问题进

行了探讨。以便更加规范产业学院建设，实现产教融合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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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current national industrial colleges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the paper points out 
that Zhong-Hua College of Ge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s precise function orientation, strategic 
and clear service goal, namely for the Wan-qu Area high-tech agricultural education, improve the 
ability to accurately serve the Wan-qu Area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production technology, to 
create a high-tech agricultural service brand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Combined 
with the construction process of Zhong-Hua ge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dustry college, three 
hot issues were discussed: 1) The cost of running a school is high and the fund raising is ineffective; 
2) Explore to build a new curriculum system and a new standard of specialty construction in line 
with the orientation of talent cultivation; 3) To optimize the evaluation mechanism of students 
and teachers for social control. The purpose of this paper is to standardize the construction of in-
dustrial colleges and realiz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
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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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仲华基因科技产业学院落成意义 

粤港澳大湾区指香港、澳门及珠三角 9 市是我国开发程度最高、经济最具活力区域[1]。在国家乡村

振兴政策指引下，湾区农业发展需要高科技助推。目前，高校与农业农村的联系需要加强，建设形成产

业学院是促进两者联系比较完善的形式，以产业学院为载体的产教融合是高质量发展农业的路径之一[2]。
但湾区高校与农业行业企业联系较少，特别是生物科技类产业学院凤毛菱角。我国目前的产业学院主要

集中在浙江、广东与江苏的珠三角、长三角区域[3]，说明产教深度融合一方面是地方经济发展的倒逼需

求，另一方面也说明有效的深度融合离不开地方产业发展、行业指导和政府的有力支持。自华南农业大

学与温氏集团结合后，我校与华大基因和华大农业结合，2019 年落成仲华基因科技产业学院，实现了典

型农业院校与生物高科技企业联合培养模式，给传统农业装上了翅膀，助力湾区农业形成特色、引领、

高效的现代化农业。仲华基因科技产业学院的宗旨坚持着眼需求，高端培养，服务战略，体现特色的原

则。 

2. 共建模式 

仲恺与华大联系由来已久，一直有生物科学、生物技术的本科生及研究生双方协同培养，每年均有

实习生前去华大实习及华大专家老师来仲恺学术报告和交流。在此基础上仲恺农业工程学院于 2018 年就

“仲华基因科技产业学院”项目提请省教育厅审批通过，2019 年开始校企共建，协同制订出培养方案，

并于 2020 年开始从大二选拔建成第一届“仲华基因科技产业班”，属于“校企协同，产教融合”培养模

式[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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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校企战略合作框架 

开展协同育人。按照“产教融合、专业对接、课程衔接”的思路，通过双方共同修订人才培养方案，

共同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和人才培养过程，共同开发和建设课程，协同指导学生实习及创新创业实践等形

式，共同培养与企业无缝对接的毕业生。 
共建双师型教学团队。通过设置产业学院教师工作室(坊)等形式，校企联合授课，共同指导学生实习、

毕业论文及创新创业实践等，组建结构合理、综合素质好、教学科研水平高、生产技术过硬、责任心强

的“双师型”协同育人团队。鼓励企业教师在高校攻读学位，高校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将产业学院建

成“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 
创建产学研基地。在产业学院联合建设农场、实验室(研究中心)等，联合开展项目攻关和产品研发。

以项目为纽带，解决企业生产技术难题，加快转化技术成果，构建产学研合作的有效模式和长效机制。

在“一机构三基地”(新型研发机构、科技成果转化基地、创新创业苗圃基地、科研与教学实习基地)建设

方面相互合作，互利互惠，共谋有效与可持续发展，并及时将科研成果引入教学过程，将产业学院建设

成为产学研合作示范基地。 
构建长效合作机制。构建科技骨干互聘，科研成果共育，科学技术共推，大型仪器设备、图书与网

络信息资源共享以及校企全程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机制，促进双方长期有效合作。 

2.2. 仲华基因科技产业学院培养特色 

2.2.1. 新产业 
基因科技产业是生物产业的重要内容，如基因诊断、基因检测、基因工程药物、基因治疗、转基因

等，均为 21 世纪最具前景的产业。华大基因是全球少数具备全产业链资源的多组学科学技术服务提供商

和医疗服务运营商，上游测序仪和配套试剂自主可控，具有领先的资质优势，下至行业各细分领域进行

布局，把握行业核心竞争力，是业内具有全产业链优势的基因科技企业。仲华基因科技产业学院实行“产

学研”一体化的创新发展模式引领基因组学的发展，将前沿的多组学科研成果应用于医学健康、农业育

种、资源保存等领域，推动基因科技成果转化，实现基因科技造福人类。基因科技产业方兴未艾，培养

基因科技产业专业人才，符合新时代科学发展和产业发展的需求。 

2.2.2. 新农科 
按照新农科专业要求，推进种子科学与工程、生物技术和生物信息学学科之间的交叉融合，突出现

代种业、智能农业、生命科学、基因产业等教学特色。深入分析乡村振兴战略、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脱贫攻坚等战略对农科人才培养的需求，准确把握高等农业教育的基本规律，科学定位农科类人才培养

目标，着力培养三农情怀深厚、专业技能扎实、综合素养全面的新型农业人才。新农科人才将助力城市

农业发展，形成高科技农业服务新品牌，推动湾区农业整体上水平。例如，培养适合湾区农业经济的转

基因新型花卉、蔬菜无土无菌栽培、智能灌溉、农业大数据、无人机监控植保水肥、有机蔬菜瓜果、特

色猕猴桃鹰嘴桃等技术，既引领农业技术高科技，又满足湾区人民菜篮子。 

2.2.3. 新模式 
产业学院将紧密融合仲恺与华大校企双方的优质资源，在课程体系、培养方案、培养过程、质量评

价和教学团队等教育教学环节，全方位、全过程建立校企信息、人才、技术、物质资源参与和融合共享

机制，校企互聘、共同改革，形成仲华基因科技产业班人才培养新模式，打造一支“双师双能型”教学

团队，培养一批“懂行业、有技术、会经营、善管理、能创新、强适应”的复合应用型人才。产业学院

毕业生，还要具有“一懂两爱”的思想，这是农科院校“立德树人”的重要内容。2020 年学院增设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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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农业思政课程“智慧农业”，让学生一进校门就对现代农业以“信息化”“生物技术”“特色农业”

为特点的理念有深切体会，了解现代化农业对于我们国家的重要意义，怀着对廖仲恺、何香凝伟大爱国

主义战士的无比崇敬的心情学习，怀着对袁隆平、屠呦呦、曾溢滔等农业科学家无比敬仰的心情学习，

培养热爱祖国具有发展我国现代化农业理想目标的农科新人。 

3. 困难与突破 

在仲华基因科技产业学院的建设过程中，遭遇了如下三方面大问题。首先是办学定位问题，然后是

经费筹措问题，最后是创新机制与办学绩效问题。 

3.1. 明确办学目标，精准定位 

基于目前全国产业学院存在办学定位不明晰，育人特色不明显的问题，仲华基因科技产业学院在建

设初期，进行了认真研究探讨。产业学院不是普通的校企合作、基地培养模式，建立产业学院首先面临

选择哪类企业、哪个层次的问题，企业的性质、产业服务方向，直接关系到产业学院的定位。为此，我

们梳理全校两百多个教学基地，因为仲恺是一所以农业为主，集农、工、理、经、管、文、法、艺为一

体的综合性大学，教学基地也覆盖了以上八大类。首先应该面向我省支柱产业、战略新兴产业、特色优

势产业，选各类的龙头企业，以便产业学院能引领一大类企业的整体发展，为国民经济发展做出更大贡

献。另外，仲恺为传统农业类高校，首任校长何香凝便提出“注重实践、扶助农工”的办学理念，而仲

恺又地处广东经济发达地区，这样我们便仍以发展农业为己任，但现代农业已不同往日，高科技日新月

异，发展水平蒸蒸日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现代种业既是仲恺的传统基础学科，也是学校多年发展之本，

结合深圳国家基因库等区域高科技资源，发展现代农业大有可为。为此，华大基因便首当其冲成为仲恺

合作目标，华大原本为学校教学实习基地，我们将充分发挥华大基因的优势，结合我校传统学科优势，

成立仲华基因科技产业学院，实现我校培养农业类高端应用型人才的目标，也为传统农业插上了翅膀。

致此，仲华基因产业学院便具有了自己精准的功能定位，且具有战略性明确的服务目标，即面向湾区高

科技农业办学，提升精准服务湾区农产品及生产技术的能力，打造产教融合高科技服务农业的品牌。 

3.2. 多方筹措，责权明晰，解决办学经费 

产业学院从提出到现在经过 10 多年发展仍然不能更好适应高质量发展的需求，其中重要问题之一就

是经费筹措问题[5]。企业以盈利为目的，权衡利益，更愿意直接从社会招聘有经验人员，而不愿投资培

训本科生研究生，经费筹措方面不会主动；而教育具有公益性，与企业盈利的目的冲突，缺少实质性产

权结构性关系以及多元投资配置关系，双赢难以开展[6]。仲华基因科技产业学院同样面临教育经费筹措

问题。经过多伦研究洽谈，仲华决定实行企业、学校、项目三元筹集方法。 
首先，学校设立产业学院建设专项资金。每个产业学院投入 200 万元，按照“产教融合、专业对接、

课程衔接”的思路，推进产学合作、产教融合、科教协同，主要用于产业学院设施/仪器设备、团队建设、

学生培养、教学资源库与网络平台建设以及教学改革研究。 
鼓励产业学院申报各级各类研究建设项目。依托产业学院高校加名企的优势平台，申报科研、教学

各类经费，合作开发课程、教材和实践案例，努力建成省级教学平台和基地，鼓励学生参与教改试点，

获得更多省级教研项目；用于本科生及研究生的科研实习经费，同时也将学生研究实习内容与生产实际

紧密结合，培养具有“创业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复合应用型人才。 
第三，企业责权明确，负担一定的出资比例。华大基因作为大型企业，制度严明，法制化程度高。

产业学院需有独立法人机制，并完善管理机制，明确各方权利范围，建立权利制衡机制，即加强顶层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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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建立了目标管理制度，构建了相关管理组织，完善了各类规章制度，突破了机制障碍，坚持依法治

理，形成体系，责权明确。具体包括：合作双方在基本建设办学经费、专业设备等方面投入 1000 万以上；

华大承担专业课、实践课教学时数 50%以上，享受一定比例的学费分成，双方互惠共赢，共谋发展。 

3.3. 进行机制创新，提高办学绩效 

面对如何创新机制、如何提高办学绩效的问题，通过参考学习别的产业学院的经验，结合仲华自己

的实际，产业学院校企双方经过多次研究讨论，认为核心在于构建符合人才培养定位的课程体系和专业

标准和优化社会控制的学生与师资评估机制。 

3.3.1. 构建符合人才培养定位的课程体系和专业标准 
深入开展校企协同育人机制改革，建立健全行业企业深度参与高等教育，校企合作育人协同创新的

体制机制。建立资源共享机制，以有效开展共同组建师资团队，共同制订人才培养方案，促进企业通过

校企合作建设规范化技术课程、实训和技能标准，提升企业协同培养承担实习实训的能力。建立孵化基

地，将企业先进技术、经验融入高校人才培养体系。设置框架式培养方案与灵活式学分、学时，兼顾教

学常态化和企业实践动态化要求。校内教学打破五天/周和八学时/天的传统，适当增加周学时和利用在线

课堂、翻转课堂等手段，利用寒暑假加速校内教学速度，来应对企业生产实习时间窗口的高动态性。依

据产业和企业需求制订培养方案。注重能力培养，将科研项目、成果引入课程。同时以赛促学提升创新

创业能力，例如生物学大赛中我校孙伟副教授指导获得生命科学一等奖。以项目化平台、嵌入式课程、

混合式教学三位一体实现实践与理论结合，培养应用型人才。 

3.3.2. 优化学生与师资评估机制 
建立第三方评价委员会，进行“学校自评–家长评价–学生评价–企业评价–行业评价–专业改进”

步骤，构建包含保证达到教学目标的软硬件条件、教学过程、学习结果、实践体验为核心的专业评价指

标体系。作为地方本科高校应用型师资短缺的问题相对突出，华大在解决这一难题上发挥了积极作用。

通过项目开发、实践研修、岗位互换、定岗实践等分层次分批次构建了稳定的应用型师资队伍。另外，

高校师资具有系统理论而缺乏实践经验与企业师资具有丰富实践缺乏教学经验互补，以利于培养出既有

基本理论支持又有实操能力的又红又专人才。同时，我校也实行了产业导师特设岗位计划，设立了一批

兼职教师特聘岗位，聘请企业高技能人才、工程管理人员、能工巧匠到学校任教。建设好标准统一、专

兼结合的实践教师团队。每个教学团队及各级老师均制定了相应考核评价指标体系，按年度进行绩效评

价考核。 

4. 结束语 

仲华基因科技产业学院定位精准，服务目标明确，面向湾区高科技农业办学，提升精准服务湾区农

产品及生产技术的能力，打造产教融合高科技服务农业的品牌。通过仲华基因科技产业学院的建设，提

升学校办学质量，也充分发挥改革引领作用，成为学校改革创新的示范窗口；确实解决教学资源短缺与

人才供需矛盾，基于先进的人才培养理念，不断优化课程体系与教学模式，持续提升协同育人成效。 

基金项目 

省级产业学院项目“仲华基因科技产业学院”(KA1905737)；省级教学团队项目“分子生物学课程群

教学团队”(KA17050KK)；省级课程思政示范团队“遗传学课程群教学团队”；校级课程思政示范专业

“生物技术”；校级课程思政示范课程“细胞工程”；校级教学团队项目“生物技术专业核心课程群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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