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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rrival of the information period, the rapid transformation of high-tech industry and in-
formation service industry to productivity has become the key to improve comprehensive nation-
al strength. On the other hand, in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being popula-
rized by elitism, the concept of innovative application education also emerged. The outstanding 
characteristic of innovation applied education is the urgent need for industries and local senior 
talent, and we will take the initiative to build a harmonious social development service for indus-
try enterprises and local economy, and play an important and distinctive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industry and localization. Based on this, the mutual benefit and win-win cooperation is an effec-
tive way to cultivate innovative application-oriented undergraduate talents, which meets the 
connotation requirements of the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 of innovative high education. And the 
school of information management in Wuhan University has been adhering to the concept of “the 
union of college and enterprise”. On May 20 in 2017, the school was formally established the edu-
cation demonstration base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nd did field research succes-
sively into modern enterprise in big cities, such as Beijing, Shanghai, Guangzhou and Shenzhen. 
And there was some preliminary study results in Information innovative practical personnel 
training mechanism driven by “the un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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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高新技术产业及信息服务业的发展成果向生产力的迅速转化已成为提高综合国力

的关键。另一方面，在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化进入大众化的历史进程中，创新应用型教育理念也应运而

生。创新应用型教育的突出特点是为行业企业和地方培养急需的高级人才，主动为行业企业和地方经济

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并在行业性和地方化发展宏图中发挥优势、彰显特色。基于此，校企互利双赢的

合作是培养创新应用型本科人才的有效途径，符合综合应用创新型高等教育的内涵要求。而武汉大学信

息管理学院一直秉承“校企联合”理念，于2017年5月20日正式成立创新创业教育示范基地并先后深入

北上广深等大城市的现代化企业进行实地调研，并对于“校企联合”驱动信息化创新应用人才培养机制

有了初步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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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背景综述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教育水平的逐步提高，高等学校与企业的联合(简称校企联合)，也在我国呈方

兴未艾之势。所谓校企联合，就是通过企业的全程参与，让企业和高校共同确立人才培养目标、制订人

才培养方案、实施人才培养过程、评价人才培养质量，并改变过去以学校为主、企业为辅的合作教育模

式，以此让企业由单纯的用人单位向联合培养单位转变，从而校企双方在合作中实现资源共享、互利双

赢、共同发展。 
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和《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

要(2010-2020 年)》，实现高等工程教育大国向高等工程教育强国迈进，教育部近两年启动并实施了“卓

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1]，其宗旨是要培养造就一批创新能力强，满足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高素质、

高质量各类型应用创新型人才，为国家走新型工业化发展道路、建设创新型国家和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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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坚实基础[2]。此外，我国《高等教育法》第十二条明确规定，国家鼓励高等学校之间、高等学校与科

学研究机构以及企业事业组织之间开展协作，实现优势互补，提高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益。 
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高新技术产业及信息服务业的发展成果向生产力的迅速转化已成为提高综合

国力的关键。另一方面，在我国高等教育由精英化进入大众化的历史进程中，创新应用型教育理念也应

运而生，它是以培养学生专业知识、工程能力和综合素质全面协调发展，在相关领域从事生产、建设、

管理和服务一线的高级应用型人才为目标的高等教育类型之一。基于此，校企互利双赢的合作是培养应

用型本科人才的有效途径，它符合综合应用创新型高等教育的内涵要求。 
近年来，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一直积极响应党和国家培养富有创新精神、勇于投身实践的创新创

业人才队伍的号召，着力培养创新能力强、综合素质高的复合应用人才并取得了突出成果：我院学生在

全国大学生“挑战杯”竞赛、中国电子商务大赛、全国大学生“未来编辑杯”竞赛等重要学科竞赛中，

屡获殊荣；在国际、国家、省、市和校级各类比赛中，也获得多项荣誉。在综合分析当下社会形势、详

细采集学院和学生基本情况并对北上广深等大型城市中具有代表性的企业(以互联网企业为主)展开深度

调研后，我院提出并构建了具有针对性的、系统性的、多样性的创新创业工作方案并于 2017 年设立了“创

新创业教育示范基地”，同时成为武汉大学首批创业教育示范基地。该示范基地充分利用校友、院友资

源，通过与从我校、我院走出去的企业管理人才进行有效交流，最终形成企业扶持、高校支持的校企联

合双赢模式，并达到向企业输送创新应用型人才的目的。 

2. 现状分析 

近年来，我国校企合作育人的优势较为明显，而各大高校也在积极探索新思路和新模式来加强校企

合作，但校企合作的进一步发展仍存在一些制约因素，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校企双方在对高校教育的认识上存在偏差 

企业与高校的联合对于双方的正面外部效益在双方的理解中存在差异。企业认为，校企联合应该以

企业为主，通过双方的合作将创新性人才向企业输出；高校则认为这种联合主要应该面向校方，大力发

展校企合作可以促进科技创新、科技成果转化、经济发展、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以及高校发展。这种认

识上的偏差将直接影响到校企联合培养人才的质量和效果，高校把企业纳入人才培养体系，而企业参与

人才培养的深度、范围和作用有限。 

2.2. 校企双方缺少交流合作的途径与平台 

高校拥有丰富的教学资源，企业拥有良好的设备和实训条件，但由于校企双方缺乏有效沟通和交流，

资源得不到整合与共享，导致学生无法很好的处理理论与实践的关系，更有甚者出现了理论与实践脱节

严重的现象，最终限制了学生工程实践能力的培养和全面素质的提高。这样一来，学生总体质量不高，

不能满足企业的实际需要，最终造成企业和社会需求人才的缺失。 

2.3. 成熟的互利双赢的校企合作教育机制尚待建立 

校企合作教育的发展规律尚未充分认识，校企双方的责、权、义界定不明，互利双赢的校企合作教

育机制尚待建立。因此，尽管合作教育的主体是高校和企业，但企业的参与度不足，没有真正发挥合作

教育的主体作用，从而导致联合培养的实效不大。 

2.4. 缺乏制度支持和必要的经费保障 

无论是企业提供一定岗位供学生生产实习和专业实训，还是企业员工进入高校在职进修和培训，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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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一定的经费支撑。如果没有政策上的支持和必要的经费作保障，校企合作教育难以深入推进[3]。 

3. 调研过程 

针对我国“校企联合”目前依旧存在的问题，同时为了更好地了解企业对校企联合培养信息化创新

应用型人才的看法，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于 2017 年 7 月展开暑期实践调研，通过走访北京百度公司、

上海和广州各大图书出版公司、深圳创新广场及创新创业公司(如兔展、LIVALL、澳信集团)等并在武汉

大学校友会深圳分会上就“校企联合”问题做出详细探讨，深入分析了我国校企联合之路的现状及发展

前景，并对当今高校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分析和研究。 
与此同时，在调研之初还针对企业设计问卷，在调研期间共发放问卷 90 份，回收有效问卷 87 份，

回收率达 96.6%。对调查问卷采取 SPSS 社会统计软件包进行分析，主要的分析方法有：频率/频数分析、

描述统计分析等。通过调查得到以下结论。 

3.1. 企业员工对学校向社会输出的大学生实习生仍然存在需求与要求之间的不对等现象 

通过调查问卷分析，有 45.4%的员工觉得实习大学生整体素质一般。同时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实习大

学生的素质与他们的预期相差不大。有 9.3%的员工认为现在的大学生整体素质与他们的预期相差较大。

经过进一步的调查员工对实习大学生不满意的原因，绝大部分的员工选择了实习大学生自我期待过高，

缺乏吃苦耐劳的精神以及专业基础知识和专业技能不强，不能直接上岗这两个选项。如图 1 所示，学校

教学内容与职场需求脱节一直是企业与实习大学生所面临的难题，同时学校对于大学生就业心理培养依

旧值得重视。 

3.2. 大部分企业员工重视校企合作并认为校企联合可以为企业不断注入新的活力 

如图 2 所示，有 76.34%的员工认为校企联合非常重要，17.2%的员工认为无所谓，与公司今后发展

没有太大关系，同时也有少部分员工，即 6.45%的受访员工认为校企联合不重要。深入调查有大部分员

工将物色新员工的好方法、实现校企资源共享以及社会责任的承担作为企业选择校企联合这一方式的重

要原因，如图 2 所示。所以，企业依旧将校企联合放在至关重要的地位，因此如何更好完善人才培养与

资源共享平台不仅是高校的渴望，更是企业的需求所在。校企联合机构的定位成了企业与高校互通的关

键。 

3.3. 政府今后在校企联合的作用值得关注 

有 55.3%的企业员工认为政府在加强校企联合工作中起的作用非常重要，32.4%的员工认为政府不应

该在校企联合中承担主要角色，12.3%的员工也持有政府不应该干预校企联合的观点。在希望在校企合作

中享受哪些方面的优惠政策的调查中，绝大部分员工选择了设立专享表彰基金以及政府补助培训费用，

如图 3 所示。总的来说，地方学校与企业的校企联合可以带动一个区域的经济腾飞，国家与地方政府应

该了解校企联合的趋势，重视校企联合机构的发展，采取相应的鼓励措施使校企联合成为高效服务经济

社会的重要渠道之一。 
基于以上调研分析，总体来说，企业对实习大学生的满意程度有待提高，高校企业都应该采取一定

的措施加快实习大学生从学校到职场的身份转变以及提高适应性，而解决这一矛盾的最好方式莫过于校

企联合。同时企业对于校企联合还是有一定的信心，认为校企联合能给企业今后发展带来优势，成为企

业保持活力的关键。除此之外，政府在校企联合是否能够起到促进的作用取决于政府所采取的优惠政策，

同时这也关系到地区政府的人才流失问题与经济的持续发展。校企联合能否迸发出巨大的生命力取决于

校、企、政三方的联络与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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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Satisfaction degree with intern undergraduates of the enterprises and the reasons 
for their discontent 
图 1. 企业对实习大学生的满意度以及不满意原因 

 

 
Figure 2. The attitudes towards “school-enterprise joint” adopted 
by enterprises and the presumed advantages for the enterprises in-
volved in “school-enterprise joint” 
图 2. 企业对校企联合的持有态度以及校企联合所具有的对企

业的优势 

https://doi.org/10.12677/ass.2017.610186


张潘磊 等 
 

 

DOI: 10.12677/ass.2017.610186 1328 社会科学前沿 
 

 
Figure 3. Functions that enterprises assume the government ought to perform in 
“school-enterprise joint” and the preferential policies that enterprises expect to re-
ceive in “school-enterprise joint” 
图 3. 企业认为政府在校企联合的作用以及希望在校企合作中享受的优惠政策 

4. 前景分析 

“校企合作”作为企业与高校实现双赢的有力手段，必然要应社会所需，与市场接轨；同时学校与

企业的合作践行了职业教育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全新理念，为教育发展注入新的动力[4]。而我院所开设

的“创新创业示范基地”更是“校企联合”培养模式的成功典范。高校和企业共同培养出信息化的创新

应用型人才可以解决既通晓信息化技术又具备企业管理经验的复合型人才的缺口问题，从而提升高校的

人才培养能力，同时也为企业源源不断的输送高水平人才，提高了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因此，“校企联

合”早已成为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经之路。然而，结合前文实践调研所得结论，“校企联合”要想进一步

突破传统，真正实现共赢，还应结合企业与高校本身的特色与实际，并做到如下几点： 

4.1. 以双方合作共赢为前提，加强交流与资源共享 

“校企联合”是高校与企业为培养出创新应用型人才的大胆探索，是高校主动参与产学研协同创新

的尝试，也是企业谋求高精尖人才保障的手段，其前提是双方的互惠共赢。为此，双方应加强技术交流

和资源共享，实现信息化资源的优势互补。 
高校具有丰富的信息化教学资源，能为企业信息化建设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和技术研发；而企业则

能够为信息化教学提供实践机会，利用企业的经验积累为高校信息化人才的培养提供服务，从而保证人

才的质量。另外，学校通过市场调研等方式走向企业、了解企业。高校专家、企业工程师及企业家组成

“高参”队伍，为学校学科、专业的发展与革新出谋划策[5]。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一直以来重视与企业合作，2014 年，学院着眼于学生的就业、创业、创新的

实际迫切需要，面向全社会公开招聘创业、就业导师团，通过多方协调整合和严格筛选，2015 年下半年

信息管理学院创业、就业导师团正式成立。首批受聘的校外导师包括九州通副总经理卢云、喜友家企业

管理武汉有限公司董事长胡小海、迅牛科技创始人兼 CEO 高辉、湖北日报传媒集团主任记者张新雄等多

位在各自领域具有突出成就的高级从业人员和企业家。双方的合作交流不仅增强了学院的教学研究实力，

也通过资源的对接和共享为企业送去了一批高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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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以企业人才需求为导向，校企共建“人才基地” 

“校企联合”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的培养面向企业的高水平人才，因此在合作过程中要坚定不移

的以“企业人才需求”为导向，并建立专门的“人才基地”，以此来进一步促进双方的发展与合作。此

外，校企联合过程中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高层决策者应该分别根据企业战略和人力资源培养计划，

进行专业知识、技能和管理知识和技巧的多项培训，以不断储备人才，搭建人才梯队，以适应科技成果

转化的需要[6]。 
以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创新创业教育示范基地”为例，该示范基地由学院搭台创建，并聘请企

业的高级管理人员担任主任和高级顾问，共同参与教学、科研与管理，到如今已形成了体制健全、管理

有序，机制完善、资源优质的示范性基地，并培养出了一批爱创新、重实践的创新应用型人才。 

4.3. 以实践能力培养为目标，双方共建实践教学体系 

实践能力随着应用型人才需求的扩大成为了学生在就业竞争中成功的关键，而实践能力的培养离不

开实践教学。近年来，各高校已开始重视实践教学并着力完善相关教学体系，但与企业合作开展教学的

则少之又少。事实上，校企双方共建实践教学体系或许会更加全面而科学。学生可以通过参与实际工程

项目，按照企业的开发流程进行系统的学习，逐步提高自身的工程实践能力以及创新能力[7]。一方面，

学校通过企业反馈和提出的需要，结合市场导向，有针对性的设置和调整课程，更能培养出社会需要的

人才；另一方面，企业通过和学校的教研合作，也更有利于找到符合企业内在需求的人才，不仅降低了

招工、用人方面的成本和风险，而且有利于企业实施人才战略。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创新示范基地”正是以培养学生实践能力为核心，注重知行合一，在理论

教学培训落实到位的同时有效衔接创新创业实践活动，开展包括走访调研、创新创业大赛、实习实训等

第二课堂活动在内的实践教学。其中以我院联合华中七校主办的“创意正能量”移动 APP 产品分析与设

计大赛最为典型，该比赛作为校企联合创办的王牌创新创业实践大赛，鼓励大学生开动大脑，深入调研

当下市场环境和研究用户需求后，自行创作设计移动一款完整的移动 APP 产品并完成规范化的商业推广

计划书，专家评审根据各队伍的完成情况评选出优秀作品。同时，特别突出的作品还会被推送到合作企

业，以求企业提供外部的孵化支持。 

5. 结语 

校企联合作为一种高效培养人才的新型教育模式，如今已得到了多数高校与企业的认可和政府的支

持。联合研究机构得天独厚地依托大学和大企业的优势，围绕企业技术和人才需求，通过做好顶层设计，

打造一支强大的校企联合梯队，有助于探索产学研一体化合作机制的创新之路[8]。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

院“创新创业教育示范基地”的诞生便是“校企联合”驱动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其中一例。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大背景和信息化的影响下，“校企联合”应当始终遵循创新应用型人

才培养的规律，不断创新校企合作的新思路，提升双方的合作层次并着重开展信息资源的共享，为进一

步培养出面向时代和未来的信息化人才提供良好的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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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调查问卷——企业篇 

1. 您在贵公司的身份是？ 

A.高层领导  

B.部门负责人   

C.实习指导人员(含固定和临时)  

D.一线员工 

2. 贵公司的人员规模是？ 

A.200 人以下   

B.201~500 人   

C.501~1000 人 

3. 贵公司负责指导学生实习的人员安排方式是？ 

A.固定的专职指导  

B.固定的兼职指导  

C.相对固定的技术人员  

D.临时安排的技术人员  

E.其他 

4. 您对到贵单位实习的大学生的总体印象如何？ 

A.很好  

B.比较好  

C.一般化  

D.不满意  

E.难以描述 

5. 您认为，校企合作能给实习生以后的职业发展带来哪些有利的影响？(多选题) 

A.提升自身素质的一个平台   

B.积累实习经验，增长见闻 

C.拓宽人脉，学习处理不同的人际关系   

D.巩固专业知识，增强实践能力   

E.了解社会需求，为之后快速从毕业生向社会人的角色转变打下基础 

6. 对于校企联合模式，您更愿意为大学生提供怎样的实习条件？ 

A.与社会接触的平台   

B.专业素质的培养    

C.拓宽人际交往范围   

D.提供较为满意的薪酬 

7. 您觉得相比较于一般企业，在校企合作下的企业能给学生带来的优势所在？(多选) 

A.实习条件、实习指导有基本保障 

B.学科专业对口  

C.政府部门政策引导 

D.掌握实习时间的主动权 

E.情感因素，校友单位更愿意教实习生实在的东西 

F.没有什么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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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您认为目前社会上企业对校企联合培养工作的态度是？ 

A.很重视  

B.比较重视  

C.一般化  

D.不重视  

E.差异很大 

9. 您认为，做好校企联合，政府的作用如何？ 

A.最关键，没有政府，校企联合无从谈起 

B.非常重要，政府应出台政策，大力支持、推动和加强校企联合工作  

C.作用不大，政府作用不是主要因素，关键看校企双方的合作意愿  

D.没有必要，政府不应该干预校企合作等企业与高校之间的具体工作。 

10. 你觉得制约校企合作积极性的因素有哪些？(多选) 

A.政府缺少有关鼓励、优惠政策的引导 

B.企业以盈利为目的，认为参与人才培养增加成本且有风险，得不偿失 

C.学校缺乏主动型，没有积极完善的制度与措施 

D.校企双方职责不明确，缺少信息沟通 

E.实习生自身经验不足、职业素质不高，不能为企业创造价值   

F.企业实习条件不足 

11. 贵单位愿意接受高校实习生实习，您认为主要考虑的原因是？(多选) 

A.履行社会责任   

B.有利于其他方面的合作  

C.有利于吸引优秀的毕业生  

D.可提高企业的知名度  

E.实习生可帮助企业完成部分生产和设计任务  

F.顾及关系和面子  

G.其他 

12. 如果贵公司与高校建立了长期的校企合作关系，您更希望高校有何作为？(多选) 

A.在企业的项目咨询、科研技术、信息合作沟通方面给予企业大力支持  

B.积极引导优秀毕业生走进本企业  

C.根据企业需求培养人才  

D.其他 

13. 您认为以下素质中，哪些是实习过程中企业重点培养的？(多选) 

A.安全意识  

B.服务意识  

C.市场意识  

D.竞争意识  

E.开拓性思维  

F.批判性思维  

G.组织管理能力  

H.交流沟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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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应对危机能力  

J.环境适应能力  

K.团队协作能力  

L.终身学习能力 

14. 请为促进校企合作持续性发展提出您的宝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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