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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方本科高校现代产业学院专业建设路径研究，既是丰富产教融合理论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推进

校企合作深度融合的一项必要工作。本文分析总结了国内现代产业学院建设背景与现状，针对现阶段现

代产业学院出现的实践课程占比不足、课程设置不合理、企业行业教师数量质量有待优化、培养目标不

具体等问题，从课程体系、师资队伍建设、实践教学建设以及人才质量与高校发展等方面，对现代产业

学院专业建设提出了较简单但合理的建议，从而进一步促进地方本科学校应用转型发展，进一步推进区

域经济社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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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the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path of modern industrial college in local under-
graduate universities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content to enrich the theory of industr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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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gration, but also an indispensable part to advance the integration of school enterprise coop-
eration. This paper analyzes and conclud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background of the construc-
tion of the College of modern industry. In view of the problems that appear in the College of mod-
ern industry at this stage, such as the insufficient proportion of practical courses, the unreasona-
ble curriculum setting,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teachers in the enterprise industry to be opti-
mized, and the training objectives are not specific, from these aspects: the system of the curricu-
lum, the construction scale of teaching staff, the construction of practical training teaching and the 
development of talents and higher learning ability, this paper provides some simple but reasona-
ble ideas for the modern industrial colleges on the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applic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development of local undergraduate schools and services to 
support reg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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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现代产业学院是基于国家“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六大主要新目标，是对人才的强大需求而

提出的高等教育发展新理念。现代产业是立足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立足于互联

网革命、新技术发展、制造业升级换代等现代社会与技术环境，在地区经济中地位不断上升、产出贡献

率不断增长，并具有良好的发展潜质和空间、巨大带动作用的产业[1]。现代产业学院的“现代”是相对

于传统产业学院而言的，含有新的意思。二零一五年由教育部，国家发改委办公厅和国家财政部办公厅

联合制定印发的文件中指出要把“积极引导普通高等教育话适应当前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新常态，把

转变办学发展思路重点转为积极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产教深度融合在与地方校企合作、培育地方应

用型技术和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提高地方学员的就业和创造就业能力基础上，全面地提高学校服务于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与地方科技创新驱动经济发展紧密结合的自主创新发展能力”[2]，产业学院院校主

体由高职院校向应用型本科并举转变。为贯彻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校企合作精神，深入落实《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文件要求，促进学校人才培养与企业人才需求的紧密对接，深化

产教融合和加快现代产业学院建设，2020 年 7 月，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发布《现代产业学院建

设指南(试行)》[3]。该指南明确了现代产业学院以“坚持立足教育发展之根本、坚持以产业发展为要、

坚持以产促教相融、坚持科技创新促发展”的办学指导和思想，明确地提出到了学校将力争通过用四年

半左右时间的发展时间，统筹和推动我校新型的工科教育和现代新农科、新大医学、新大文科的融合发

展，全面着眼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能力，选择一批在地方特点较为突出、与相关行业发展紧密地结合

紧密的地方高校和建立了若干所由与当地的政府部门、行业公司集团等社会多参与主体共同合作和共管

资源共享机制的地方现代工业院校，并初步确定出了以“创新应用型培养模式、提高学科团队建设的质

量、开展高水平校企合作创新课程、建设校内实习和实训示范基地、建立一支高素质教师队伍、建立产

学研一体化服务管理平台、健全内部管理的体制机制等”等共七个项目建设的任务目标。现代产业学院

作为一种具有中国本土化特色、新型的办学机构或组织，是推进建设、培养高素质工程技术人才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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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是促进地方本科高等教育加快转型升级发展步伐的最有效的方式途径之一，是地方高校教育与现

代产业、行业、企业教育联合创新发展模式的最强烈现实需要，是地方高等教育积极改善自身人才培养

结构、提高质量水平，以更好服务于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最必然的现实选择，区域本科高等教育与

现代高新技术产业院校专业联合建设的优化升级有利于全面促进本区域高等学校教育高质量发展，也是

国家深化高等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2. 现代产业学院建设背景与现状 

2015 年 10 月 21 日，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在《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

型转变的指导意见》[4]中明确强调，各地本科院校高等教育要积极顺应引领和服务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

新的常态，要努力实现高等教育服务于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转变高等教育为应用型高等教育。现代

产业学院建设是深化产教融合的产物，是推动产学研一体化的新型教育组织模式[5]。现代产业学校建设

是国家推进产教融合的必然产物，是促进产学研一体发展的新兴教学组织模式。二零一七年，国务院政

府办公室下发了《有关推进产教融合发展的几个建议》，要求通过“加强民营企业重要主体地位”，通

过瞄准产教结合培养的“问题”，进一步拓展了民营企业与高等院校合作办学的渠道，把更多的社会公

共资源转变为大学教育资源，为各地的本科学校在转型过程中进行校企合作提出了具体的政策依据，表

明产教结合发展已步入了全新阶段。现代工业院校创建是地方本科学校转型升级的必然选择，同时更是

发展创造性、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途径。地方本科高等院校必须始终以建设区域产学研协同基础为根本，

由学科分割走向交叉整合，紧密追踪地方经济社会结构调整、行业发展升级的最新走势，注重人才培养

需求预测与就业分析。唯有在根源上避免了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需要的脱钩，才能真正做到产业高校人

才培养模式与区域产业升级发展需要的同步衔接。地方本科院校由于受制于办学传统，以及学院自身的

组织架构、课程和学科专业设置落后于国家现代产业学院的发展要求，因此必须创新改革体制机制，来

保障国家现代产业院校建设。要成功推进现代产业学院建设，首先就必须考虑现代产业学院建立的二个

特点：一是按照“产业需求牵引逻辑”，为适应中国传统产业的转型要求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培

养技能素质的特殊需求，逐步转变为依靠理论知识灌输的传统培养方式。地方本科学校特别是应用型地

方本科学校，必须积极担当起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建设和区域经济提升转型的重担。按照现代工科人才培

养规律，在延续传统工科教育的基础上，进一步利用优秀教学资源与实验平台，强化高素质师资的配备，

建立专业交叉、专兼结合的教师队伍，进一步重构课程教育体系结构，促进传统工科教育提升转型，以

培育适应新时期需求的创新性应用型人才培养。由重视专业知识的有效传播和基本技能的学习变为重视

批判性思考和创造力的培育，由此促进产品创新和产品升级迭代。二是积极拓展各类高校的办学渠道，

加快促进产业和院校的相互交流，推动各学科专业间的交流和深化结合。现代产业学校以企业工作需要

为主导，以培养毕业生能力为中心，突破院系学科专业、业界校际间的隔阂。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要求

企业共同负责人力资源优化配置、学校管理工作、培养计划制订等，形成共享交流的可持续发展的校企

合作教育平台，才能推动人才培养和行业发展的紧密结合。 
从现代产业学院的指导文件看，根据当地新兴行业的需求和高校自身的原有基础，无论从校级还是

省级层面，现代产业学院成立的速度和数量都在迅速增长，有些学校迅速成立了甚至十几个产业学院，

为了避免过热和名不副实的情况以及更好地促进现代产业学院的长远发展，需要建立一套现代产业学院

建设评价标准去评估目前大量涌现的现代产业学院。国家针对校企合作的形式、措施和监督等方面做了

具体规定，并且出台了多项有关于校企合作的政策，但是依然有一部分现代产业学院面临着如何均衡多

方利益关系有效降低成本，以及怎样加强产业学院校企合作的协同共建功能等问题；仍然面临着合而不

深、合而不融等现实瓶颈，“引企入教”的合作模式尚未凸显，校企合作“重形式、轻实质”的问题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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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存在，多数企业并未参与产业院校人才培养的全过程，特别是企业将对职业岗位的关键需求融入到地

方高校产业学院的专业建设方面，在实际建设中鲜有话语权，这对校企合作关系的建立和持续稳定发展

都会产生一定的负面影响。可以说，不少产业学院在践行校企合作时只是一个虚的口号，存在于表面，

并未脱离原有的校企合作之路。这些问题往往也从侧面影响着地方高校人才培养的质量和规格。地方高

校专业建设是耦合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中枢神经”，专业建设的合理与否关系着是否能够满足区域

经济发展所需的技能型人才规格和质量要求，关系着高校教育是否能够适应区域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关系着高等院校的办学质量与前途命运。因此，重视地方高校现代产业学院专业建设就是提升人才的有

效供给，培养优质人才的关键条件。为解决现代产业学院建设之困，学者应该从理论上和实践上对现代

产业学院进行开拓研究。 

3. 现代产业学院专业建设存在的问题 

现代产业学院建设一定不要去盲目的跟风，要多立足服务于合作院校的实际发展情况，深入的了解

校企合作的单位，要做到有对校企合作单位不能只浮限于表面、对校企合作单位的目的形式效果等要有

一个深刻全面的认识。在建设过程中，要求转变传统的人才培养目标，确立新的人才定位，与社会、企

业人才需求相结合，构造新的人才培养标准，满足行业发展对于人才的需求[6] [7] [8]。教育部、工信部

印发的《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指南(试行)》指出产业学院是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企业服务、

学生创业等功能于一体的示范性人才培养实体[9]。现代产业院校主要是为支持我国企业高质量的发展而

提供的人才资源储备和人才智力的保障，资源的整合开发能力、独特优势的优势学科专业集群优势和大

量高素质合格的本科毕业生这一系列这些优势要素共同构成起了高等院校办学的核心竞争力，因此，要

想实现现代产业学院高质量发展，就必须发挥政企校各方办学职能。根据文献资料总结以及实地调查现

代产业学院建设现状，可以发现以下一些问题： 

3.1. 校企合作参与课程体系结构须优化 

课程建设影响着地方高校产业学院人才培养质量的高低，是专业建设的核心，也是专业建设的重要

基石，校企合作参与课程建设是实现校企协同育人的关键性环节。通过查找文献发现，现阶段现代产业

学院专业建设的课程建设存在着以下几个问题：1) 课程建设目标与岗位需求匹配不足，合作建设课程体

系目标的定位与学生就业发展和产业需求存在脱节现象。校企双主体在共建方面团队意识匮乏，专业教

师与兼职产业教师缺乏有效的信息沟通，在建设目标上没有足够的相关机制保障，使校企共建流于形式，

只存在于表面。2) 理论与实践课时安排有待调整，学校理论课与产业实践课内容安排针对性不强，这两

类课程结构比例影响着学生对理论知识与技能的掌握程度。3) 合作开发教材数量与质量有待提高。 

3.2. 企业兼职教师数量质量亟需提高 

师资是高校专业建设的主体力量，现代产业学院是一种校企合作新的组织形式，那么教师队伍显然

是由学校专任教师与企业专职教师共同组成，根据现代产业学院的建设现状发现 1) 产业教师的数量不足，

这也可以侧面反映出了企业参加共建学院的积极性高低情况。2) 产业实践能力与教学经验丰富的专职教

师较少。3) 企业兼职教师能否将技术过程中的专业技能以及最新实验成果转化为教学成果。 

3.3. 实践教学环境和管理机制有待优化 

作为专业建设的重要内容，实践教学环境对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与专业素养的提升具有指导性的意

义。但在现代产业学院专业建设的过程中仍有以下问题。1) 理论教学内容与实践教学内容衔接不够紧密。

2) 教学手段与教学方法固定单一。3) 实际训练条件与环境需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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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改进地方高校现代产业学院专业建设的建议 

4.1. 调整课程结构 

课程建设是专业建设的核心，它的建设情况直接影响地方高校现代产业学院人才培养的质量高低，

根据现有问题：1) 需要抓住课程建设目标的职业性质，满足岗位职业需求，要将现在的“专业–课程–

就业”模式变革为“就业–课程–专业模式，并不断调整并完善课程内容。2) 调整课程结构，增加实践

课时，尤其增加企业内部的实践课时，不断满足学生个人综合素质的全面提升要求。3) 整合校企各方面

的教学资源，在教材的内容质量方面严格把关。校企共同开发的教材应反映社会发展变化下对行企技能

需求的最新信息，企业在教材上需要具有充分的话语权，更需具有与实践课程相匹配的特色化特点。 

4.2. 提升教师素质，鼓励兼职教师参与职前培训 

师资队伍是宝贵的人力资源，也同时是专业建设质量的先决条件，决定了培养学生的质量，根据了

解到的现代产业学院的现状，需要从这些方面进行改善：1) 建立企业教师选拔与考核机制，需要通过这

种机制筛选出一批无论是在教学水平还是岗位技能都经验丰富的教师，丰富教学内容、提升教学质量。

2) 倡导企业教师参与教学职前培训如思维、教学、语言的等方面的训练。3) 建立高校专职教师与企业兼

职教师协同沟通机制，实现“无界化”的师资管理，强调团队合作精神，吸取相互的精华与优势，实现

教学环节上的紧密衔接。 

4.3. 优化实训环境，建立完善的实践教学体系 

实训环境贯穿实践课程的整个过程，是提升学生实操能力、职业素养的基本保障，影响着学校企业

共建产业学院专业建设的水平高低。因此，针对现代产业学院专业建设 1) 建立学校企业双主体有效的合

作沟通机制和平台，降低双方教学内容的差异性，是理论与实践尽可能的实现无缝衔接。2) 丰富实践教

学手段与方法提高教学水平，要根据专业人才培养特征创新实践教学手段，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能

力，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与潜力。3) 使企业更加深入投入到实践环境的优化方面，具有完备的设备，营

造浓厚的职业氛围，便于学生毕业后适应企业实际环境。4) 完善教学管理机制，优化基地建设的环境氛

围。 

5. 总结 

现代产业学院是近年来高校打造政校企协同育人模式的一个重要载体，具有独特的优势。鉴于其他

类似研究成果，现代产业学院专业建设存在实践课程占比不足、课程设置不合理、企业行业教师数量质

量有待优化、培养目标不具体的问题等，本文针对目前所查相关文献以及分析研究我国现代产业学院发

展建设方面的发展现状特点和发展背景，对现代产业学院课程体系结构、师资力量素养、实践教学环境

建设等方面提出了几点针对性的改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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