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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产教融合是工程教育的鲜明特征和核心价值，亦是提升工程硕士培养质量的必然选择，其对于破解产业

和高等教育主要矛盾、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在分析我国目前产教融

合促进工程硕士培养质量提升中面临的政策不完善、模式不丰富、目标不清晰等问题的基础上，从设立

专门法律保障、强化企业主体作用、更新高校教育理念等方面提出建议，旨在完善产教融合机制，促进

工程硕士培养质量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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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s the distinctive feature and core value of engineering 
education, and it is also an inevitable choice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ngineering master’s t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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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g,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cracking the main contradiction between industry and higher 
education and solving the problem of imbalance and insufficiency of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
opment. On the basis of analyzing the imperfect policies, unavailable modes and unclear objec-
tives faced by China’s current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to promote the quality of en-
gineering master’s training, the article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rom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pe-
cial legal guarantee, strengthening the role of the main body of the enterprise, and updating the 
concept of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iming to improve the mechanism of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and to promote the quality of engineering master’s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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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产教融合作为教育与产业经济发展的一体化融合模式，不仅是我国实现人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主要路径之一，还是提升市场主体创新动能的重要抓手、摆脱我国科技成果转化困境的重要途径、凝

聚高层次生产要素的重要举措[1]。2017 年 12 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

见》中，明确提出了“深化产教融合”，“推进专业学位研究生产学结合培养模式改革，增强复合型

人才培养能力”[2]，为全国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指明了方向。工程硕士教育是以工程性、实

践性和应用性为特色的专业型学位教育，是我国高级应用型人才的培养阵地，肩负着推进产教深度融

合的重要使命。因此，持续深化高等工程教育改革，尤其是促进工程硕士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产业衔

接，培养出面向产业界、面向国际和未来的卓越工程人才，是政府、企业、高校和社会目前面临的亟

需解决的重大课题。 
然而，从我国现实状况来看，当前多数高校与企业的产教融合现状面临诸多问题，尚未取得理想效

果。基于此，本文立足于卓越工程人才培养的现实需求，分析产教融合在促进工程硕士培养质量提升中

存在的难题与困境，为产教融合促进工程硕士培养质量提升探索可行性路径，促使中国工程教育沿着高

质量发展轨道前进。 

2. 文献综述 

2.1. 产教融合 

自 2013 年在国家层面首次提出“产教融合”以来，深化产教融合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学者们

对产教融合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基本概念、理论基础、参与主体和形成动因等方面。有关产教融合内涵的

研究，主要有两种观点，第一种观点以孔宝根等学者代表，认为产教融合是育人过程中生产与教学的融

合[3]；第二种观点以周劲松等学者为代表，认为产教融合是产业与教育的融合、企业与学校的融合、生

产与教学的融合[4]。从理论基础来看，雷望红(2022)，李斌(2019)，王生(2017)认为产教融合相关研究主

要依据利益相关者理论、组织协作理论、胜任力理论以及四螺旋理论展开[5] [6] [7]。从参与主体来看，

张淑林等(2019)认为产教融合主要包含学校、企业、社会组织和政府四大主体[8]。从产教融合的动因来

看，沈黎勇等(2021)提出产教融合的主要动力来自于学校、企业和社会三方面的需求。在学校层面，产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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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的需求在于促进高校的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相匹配；在企业层面，产教融合的需求体现在促进技术

的不断发展；在社会层面，产教融合的需求主要在于为建设学习型社会而不断努力[9]。 

2.2. 工程硕士 

人才是国家建设的第一资源，高素质人才更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动力。信息时代对高素质人

才的需求更加强烈，迫使学校教育更加注重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将知识应用到具体社会实践当中。工

程硕士教育以其特有的“学术性、实践性和职业导向性”为我国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开辟新的道路。学界

对工程硕士的研究主要从内涵、基本要求、能力素质、实践目的等方面展开。从内涵来看，甘宜涛(2022)
认为工程硕士是以工程性、实践性和应用性为特色的专业学位，侧重培养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10]。从基本要求来看，白云(2017)认为在当今社会中，工程硕士应具备广阔的国际性视野以

及良好的沟通与协作能力[11]。从能力素质来看，宋家华(2021)，王楠楠(2018)提出工程硕士能力素质主

要包含专业素质、职业素质、实践素质和心理素质[12] [13]。从实践目的来看，张建功和谢子敏(2022)认
为工程硕士专业实践是一项实践活动，目的在于拓展学生知识、提升实践能力[14]。 

2.3. 培养质量 

质量的概念首先出现在管理学领域，主要用来描述产品的性能好坏。随着时代的发展，一些学者将

质量的概念引入到教育领域。人才作为教育的主要产品，对人才培养质量的研究是教育领域中质量研究

的重要组成部分。现阶段，学界对培养质量的理解并未达成一致，不同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解释其内涵。

如杨颉和陈学飞(2007)认为研究生教育质量可以分为人才培养质量、科研成果质量和社会服务质量三个方

面。人才培养质量的高低主要通过能否满足社会发展的需求和人的发展需求来衡量[15]。王孙禺(2007)等
认为，研究生培养质量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上的研究生培养质量通常通过研究生的学业成绩来体现；

广义上的研究生培养质量除关注学生的学业情况外，还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道德素质，创新思维和实

践能力的提高[16]。就工程硕士而言，仇国芳(2000)认为工程硕士的培养质量深受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企

业科技创新的影响。设置企业满意度问卷调研出工程硕士教育在具体企业实践当中的有效性是评价工程

硕士培养质量的可行之策[17]。李枫和于洪军认为培养质量是工程硕士不能遗忘的重要要求，提高工程硕

士培养质量能够增强企业竞争力，促进我国工程教育持续健康发展[18]。 

3. 产教融合促进工程硕士培养质量提升的现实困境 

产教融合通过搭建企业和学校之间沟通与联系的桥梁，促使学校按照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和企业实践

需要培养人才，企业为学校教育提供技术与人力支持，双方为提高工程硕士的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而共

同努力。但在产教融合的具体实践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 

3.1. 政府层面：政策不完善，无法实现产教联动 

有效的政策是实现工程硕士培养质量提升的重要保障，目前，产教融合政策尚不完善，导致产教联

动困难重重。具体表现在：其一，政策缺乏针对性，很多政策的执行流于形式，“象征性”执行现象突

出。由于产教融合政策涉及主体类型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加剧了政策冲突的可能性，使得产教融合政策

在执行过程中处于“较高的模糊性和较高的政策冲突性”的政策执行情境之中，较高的政策模糊性使得

产教双方对政策了解、理解不到位、校企互选针对性不强，同时，较高的政策冲突性亦导致政策的具体

执行效果不佳，效果不显著，难以解决实际问题[19]。其二，政策的时效性欠佳，任何政策都存在时效性，

当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时，政策也应该随之调整。受各种复杂性因素的交织影响，产教融合政策的颁布往

往滞后于现实实践，导致对工程硕士的联合培养缺乏有效指导，从而制约了工程硕士培养质量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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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产业层面：模式不丰富，难以保证实践效果 

工程硕士不同于全日制学术研究生，其培养模式有着鲜明的特点，需要产教双方的共同努力，但部

分产教合作仍存在“两张皮”的现象，产教融合的深度和广度仍需提升。具体表现在以下 2 个方面： 
1) 合作深度不够，难以触及根本。在实践当中，教育组织承担着人才培养的重任，往往是产教融合

的积极参与者，而企业追求的是经济利益，将获取廉价劳动力置于重要的位置，倾向于让学生从事与其

当前能力相匹配的工作，忽视对工程硕士实践能力的培养。同时，出于对核心技术的保护，企业在产教

融合的过程中，只是让工程硕士接触辅助性的工作，不会将核心技术研发工作交给不能承诺毕业后到该

单位就业的学生，导致工程硕士参与实际实践的程度较低，难以达到研究生专业实践的目的[20]。 
2) 合作广度不足，难以形成规模。在产教融合发展的初始阶段，参与产教融合的企业数量较少，高

校能够与之开展联合的企业有限，难以形成规模化。此外，从地理区位上看，开展产教融合的企业往往

距离高校较近，而与高校相距较远距离的企业往往参加产教融合的积极性不高。从办学形式上看，目前

高校与企业之间开展的产教融合模式集中于企业实习和教师传授等浅层次活动，存在广阔待开发的合作

空间。 

3.3. 学校层面：目标不清晰，造成结构不匹配 

现阶段，国家对应用型人才的需求高涨，产教融合已成为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问题，推进产教融合，

也是高校重要的发展趋势，但是在实际推进产教融合过程中，高校仍把关注焦点放在理论知识的传授上，

将提升学生成绩作为首要目标，而对于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则给予较少关注。传统的学校教

育制度偏重于院校自身发展而忽视面向经济建设的发展，对产业技术创新的需求不敏感，设定的人才培

养目标不够清晰，难以做到紧跟市场就业需求的变化，这也导致学生在毕业后难以及时适应社会需求。

此外，由于产教融合的过程中涉及多方利益，高校为避免矛盾出现，在开展时更倾向于借鉴原有经验，

对新的创新性行为接受缓慢，存在象征性参与现象，难以真正肩负起产教融合的新使命[21]。 

4. 产教融合促进工程硕士培养质量提升的路径探索 

4.1. 设立专门法律保障，完善相关政策法规 

分析以往的产教融合政策可以发现，政策术语的内容较为宏观，具体实施起来往往容易出现模糊不

清的情况。因此，为有效指导产教融合发展，提升工程硕士培养质量，在国家法律法规与政策文件精神

的指引下，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形式和需要，出台具体的、可量化、可操作的促进条例、实施办法、细

则等政策措施来更为细致地引导产业与教育深度融合、高校与企业深度合作[22]。产教融合相关政策可以

针对高等院校、行业企业、政府部门等分别出台政策，提高条款的针对性；相关部门可组建由多部门组

成的产教融合办公室，利用大数据技术及时获取并准确分析各种社会、经济和科技方面的最新信息，依

据数据和趋势做出决策，以满足外界迅速变化的需求，为相关法律政策的统一快速出台提供保障。同时

建立健全政策的监测和评估机制，及时了解政策的实施情况和效果，发现其中存在问题并根据问题及时

调整。通过不断的监测和评估，提高政策的灵活性和时效性。在政策制定后，可面向高校和企业加大宣

传和扩散，加深产教融合主体对条款的理解，促进政策的实施落地。 

4.2. 强化企业主体作用，促进企业深度参与 

企业是深化产教融合的重要主体，促进企业深度参与，是深化产教融合，提升工程硕士培养质量的

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要充分调动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例如，为了保证产教融合效果，

政府可实施考核制度，每年对产教融合型企业进行考核，将产教融合程度量化为各项指标，对表现优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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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进行表彰，给予更多实惠，而对于不达标的企业，解除其优惠政策，通过量化评价将提升企业参与

产教融合的自觉性与主动性。通过建立多样化的合作方式和机制，鼓励企业积极参与产教融合。例如，

可以开展校企联合研究项目、共建实验室或技术创新中心等形式，为企业提供合适的参与平台[23]。通过

校企合作等方式推动高校技术成果转化，增强高校竞争力，提升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的信心与决心。发挥

高校优势，引导企业对工程硕士开展职业培训，提升工程硕士的综合能力，以增强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4.3. 更新高校教育理念，推动知识与需求对接 

为了保障产教融合的实际效果，高等院校应更新教育理念，实施内部调节机制，根据产业需求和市

场变化，调整课程设置，增设与产业密切相关的专业课程和实践项目，培养符合实际就业需要的人才，

提高办学灵活性和适应性。同时，高校可以建立产教融合方面的奖励机制，鼓励教师积极参与产业合作、

科技成果转化等活动，并激励学生参与创新创业项目和实践实习，推动产学研紧密结合。将产教融合的

成果纳入评价体系，改革以论文等为主要指标的学术评价制度，更加注重实践经验和产业合作的贡献，

鼓励师生积极投身产业合作，推动知识与需求的对接[24]。更为重要的是，高校和企业都应充分认识到工

程硕士研究生的联合培养是一次互利双赢的合作。让工程硕士带着工程实践中的问题来学校检验理论，

让工程硕士带着新收获的知识去工作中指导实践、解决问题，这才算真正将设立这一专业学位的初衷落

到实处[25]。通过工程硕士这一中间桥梁，使学校和企业的联合培养、学校和企业的产学研结合得到更进

一步的深入。 

5. 结语 

产教融合是教育发展的应有之义，是促进工程硕士培养质量提升的重要路径，在企业的有效支持下，

构建校企深度合作的协同培养机制，将工程实践创新能力的培养贯穿于工程硕士培养全过程[26]，将有效

提升工程教育的质量。但现阶段产教融合仍面临不小的挑战，只有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行业实际需求

为导向，构建政府、企业、高校和社会协同参与的良性发展格局才能使工程类硕士的培养满足并不断适

应技术领域交叉和产业边界融合带来的新变化，促进我国工程硕士教育高质量发展[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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