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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从应用技术型高校建设困境入手，从专业设置、师资队伍、国际合作、校企协同育人等方面探索如何突

破瓶颈，探索创新发展之路，更好地保障人才就业、服务区域经济、提升国家软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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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realistic dilemma of development of applied technology university, this paper makes 
a study of how to break the bottleneck of four aspects such as specialty setting, teaching staff, in-
ternational corporation, and collaborative educational model, and makes an exploration on the 
path of its innovative development, to secure the employment, serve the regional economy and 
improve the national soft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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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设应用型高校的必要性 

随着我国经济的稳步、高速发展，产业升级和技术变革，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也日益紧迫。2010 年《教

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出重点扩大应用型、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养规模。“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

目标纲要中强调，推进部分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推进基础学科高层次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党的

二十大报告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高度，指出教育的基础性、

先导性、全局性地位，敦促加快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鼓励高校在不同定位上办出特色，推进职普融通、

产教融合、科教融合，培养更多应用型、技能型人才。面对后疫情时代，毕业生人数大幅增长，就业和

经济下行压力越来越大，为更好地服务地方乃至国家经济，培养掌握现代应用技术、适应区域经济形态

的复合型、应用型人才比以前任何时候显得更加重要。相对于研究型高校，目前国内应用技术型高校仍

属于发展起步阶段，在高考填报志愿时很多家长及其子弟，包括许多高三教师对应用技术型高校几乎无

差别地“另眼相待”，而对于最终招入应用技术型高校的学生的培养就成为了关键。因此，如何建设富

有成效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是应用技术型高校的核心关注点。建设应用型高校不仅是教育发展的需

要，更是国家发展经济社会、保障人民过上更好生活、提高国家软实力的重要一环。 

2. 现有应用技术型高校的发展困境 

在西方发达国家，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数量占整个高等教育体系的 80% [1]。2013 年 1 月底教育部

启动了“应用科技大学改革试点战略研究”项目，该项目将通过对欧洲应用科技大学产生发展的社会背

景研究、对促进本国经济转型发展和国家竞争力提升的贡献研究，以及欧洲应用科技大学在本国教育体

系中的功能目标定位、办学体制和人才培养模式等的研究，旨在探索构建我国应用技术型高等教育体系，

促进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同年 6 月，中国应用技术大学联盟成立。中国科学研究院发布了《地方本

科院校转型发展研究报告》，推动新建本科学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教育部官网统计，截至 2021 年

8 月 30 日中国现有本科高校 1270 所。据研究表明已有 716 所地方院校积极参与了转型改革，占中国现

有普通本科高校的 56.38% [2]。虽然应用型高校发展迅速，但在转型及建设过程中遇到许多瓶颈。 

2.1. 学科专业设置与区域产业发展联系薄弱 

截至 2022 年 10 月，深圳人才总量超 662 万人，全市共有全职院士 86 人，高层次人才 2.2 万人，留

学回国人员超过 19 万人。但是本土人才培养严重滞后，基础研究方面薄弱，经济发展内驱力仍然不足，

“高精尖缺”人才缺口大。相较于引进人才来说，本地化人才的培养，能够有效弥补本地经济发展人才

需求的缺口，因而增加本地区就业率，提升本地区教育水平，是一举三得的事。但目前应用型人才培养

课程普遍以理论课程为主，能彰显应用技术型特色的实践课程较少且有多流于形式之嫌[3]。学科专业设

置单一，产学研合作深度不尽人意，即高校和企业之间的联系不多、未真正树立起相互合作取长补短的

人才培养目标，未能科学地构建以帮助学生以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及提高产能与效率为目标的学科[4]。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ces.2022.1012512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李毓萱 
 

 

DOI: 10.12677/ces.2022.1012512 3308 创新教育研究 
 

2.2. 师资队伍仍偏重学术型，“双师型”教师占比低 

教育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印发《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试行)》，该办法指出本专业的专

任教师中，“双师型”教师占比不低于 50%。实践教学课时占总课时的比例不低于 50%，实验实训项目(任
务)开出率达到 100%。但目前应用型高校远远达不到此水平。“双师型”教师有的双证齐全，但缺乏实

践经验，有的实践经验丰富，但授课教学能力不足，在实操中不能恰到好处地进行过程描述。院校引进

教师往往偏重学术，缺乏同时拥有实践能力和学术能力的教师，更有甚者很难看到其中存在的培养创新

意识与创新思维之作为。另外，由于过去学校发展导向的原因，教师教育教学结构单一，教育培养不平

衡现象比较普遍[5]，后来虽稍有关注，但因久已成习的办学作为，故多半会出现顾此失彼，抓不住关键，

对未来就业者的素质培养不够。 

2.3. 校企合作不够深度，成果转化率不高 

应用技术型高校的教育教学实践资源不足，校企平台搭建跟不上学生的需求，校企之间互通有无

不够。校内实训场地有限，有的甚至尚未建立起校内实习基地，所以很多时候只能仰仗校外实训基地，

但是要找到专业性、对口性较强的校外实训基地也比较困难，而且“学习–实践–学习”的互动模式

缺乏硬件支持。实习流于表面，无法深入企业，导致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强，实习中培养效果

不佳。学生的培养与区域经济发展动态连接不强，理论与实践脱节、教学与社会需求不匹配、人才培

养模式单一[6]。研究成果转化路径单一，渠道窄，难度大。一般不外乎如此原因，即未能做到未雨绸

缪，未建立起长效的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未能预见科技成果转化中的复杂性与多层面性，未能充分运

用“科研院所及社会其他多方力量齐心协力，共同参与，形成政府、市场、社会互为支撑的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体系”[7]。 

3. 应用技术型高校建设路径探索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指出“支持支持深圳在

教育体制改革方面先行先试”，“充分落实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加快创建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深

圳，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地带，大力推进应用型高校建设。深圳技术大学是广东省和深圳市高起点、高

水平、高标准建设的本科层次公办普通高等学校，定位于应用型高等学校。学校充分借鉴和引进德国、

瑞士等发达国家一流技术大学先进的办学经验，致力于培养本科及以上层次具有国际视野、工匠精神和

创新创业能力的高水平工程师、设计师等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深圳技术大学是“十三五”规划期间重点

打造的高水平应用技术大学，根植于改革发展前沿的厚土，抓住时代脉络，是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模式

的一次良性探索，有着广泛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 

3.1. 热点专业 

《数字经济就业影响研究报告》指出 2020 年中国数字化人才缺口接近 100 万，数字化产业(工业互

联网、区块链、人工智能、集成电路)以及产业数字化(新型显示、智能制造装备、消费互联网、时尚创意、

数字文化、生命健康)等人才紧缺。《中国制造 2025》强调加强关键核心技术研发，要发挥高等院校的基

础作用，攻克关键共性技术，加快成果转化。根据深圳、珠三角地区产业发展急需，深圳技术大学设置

高度契合经济发展和产业需求的专业。目前该校拥有以工学为主、理学、管理学、医学、艺术学等协调

发展的学科体系，开设专业 38 个，其中机械设计制造及自动化、物联网工程、光源与照明、新能源科学

与工程、交通运输、集成电路设计与集成系统等专业瞄准科技前沿和关键领域的国家战略任务，以经济

发展需求为导向，反哺经济发展，达到良性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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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师资队伍 

深圳技术大学重视从德国、瑞士等应用技术型大学引进专、兼职高水平教师，目前有 20 余位来自德

国、瑞士等国家的教授专家担任特聘教授、客座教授。聘请德国应用技术大学的原副校长、原院长为我

校一个学院的院长；从企业、产业界引进高水平技术骨干，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丰富师资组成，

提升师资力量[8]。 

3.3. 国际合作 

积极引进世界一流应用技术型大学的人才培养模式、课程体系、管理体制和师生评价体系，从师资

队伍建设、共建学院与实验室、联合成立测试中心等多种形式进行深度国际合作，目前国际合作伙伴覆

盖 17 个国家和地区，已与 64 所国外高校、机构签署合作协议。目前共有 6 所共建实验室，与国外应用

型高校共建创新中心、实训基地等。 

3.4. 校企协同育人 

深化“产学研”，与企业进行深度合作，把对口企业请进来，让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开设

校企合作班，如与深圳地铁集团合作开设地铁班，与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开设大华物联网智

慧班等。为了解决“卡脖子”的技术问题，2021 年深圳技术大学与企业合作，联合兴办针对性很强的粤

港澳大湾区第一所集成电路学院，致力于培养大湾区产业发展急需的半导体和集成电路高端人才。学校

采取“学习–实践–学习–实践”的教学模式，重视企业实习，与华为、腾讯、比亚迪等行业龙头企业

达成深度合作协议，倡导培养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实践能力。学生从大一开始就有机会去往企业

实地学习，带着问题实习，将理论知识与生产实践紧密结合，习得企业需要的技能和工作研究能力。 

4. 结语 

应用技术型高校以专业教育教学为主导，强调实践技能，培养高层次应用技术型人才，服务于就业

及社会区域经济发展，对增强国力具有重要的战略价值。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模式应紧跟社会发展，抓

住时代发展脉络，服务于区域乃至国家经济。专业对口的应用技术型人才的培养不仅与提高就业率、增

强经济发展活力紧密联系，更能促进职业技术教育事业稳步提升、稳定社会、保障民生，对增强国力有

着极其重要的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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