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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经济时代、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下，如何创新政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适应国家一流专业人才培养需

求，是未来经济学专业建设的重点方向之一。文章首先从学科内容单一化、市场需求与教学内容脱节、

缺乏国际视野和教学模式不灵活分析了经济学专业传统育人机制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结合宁波大

学经济学专业的现实情况，设计了经济学专业政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的方案。最后，从政策支持、资源

共享、绩效评估和提供培训四个方面提出了宁波大学经济学专业政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的保障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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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new economy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liberal arts subjects, innovating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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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echanism among government, industry, academia, and research institu-
tions, and adapting to the needs of cultivating top-notch talents in the country, is one of the key 
directions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economics as a major.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problems 
of traditional education mechanisms for economics majors, including the homogenization of sub-
ject content, the disconnect between market demand and teaching content, lack of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 and inflexible teaching modes. Based on this analysis and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ac-
tual situation of the economics major in Ningbo University, a program for the collaborative educa-
tion mechanism among government, industry, academia,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for economics 
majors is designed. Finally, safeguards for th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mechanism among govern-
ment, industry, academia, and research institutions for the economics major in Ningbo University 
are proposed from four aspects: policy support, resource sharing,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training pro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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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

育的根本问题”，并进一步提出要“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培养造就大批德才兼备的高素质人才”。

早在 2018 年，教育部就发布《教育部关于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教
高〔2018〕2 号)，明确要求制定实施“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 [1]。2019 年教育部、科技部等 13 个部

门正式联合启动“六卓越一拔尖”计划 2.0，开始全面推行“新文科”建设，倡导多维度交叉创新型人才

培养理念，提升中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的质量与竞争力[2]。构建人文社科类专业跨界人才培养新模式正

是这一计划的根本目的之一[3]。 
作为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浙江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和宁波市重点专业，宁波大学经济学专

业一直秉持“强化基础、重视交叉、突出创新、立足中国”理念，培养了一大批具有国际视野、熟悉国

情、掌握经济学研究范式和工具的创新型高质量人才。在新经济时代、新文科建设的背景下，如何创新

政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适应国家一流专业人才培养需求，是未来经济学专业建设的重点方向之一。通

过研究，对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备扎实的经济学专业基础知识和基本理论，掌握现代经济学的

研究范式和数量分析方法，熟悉中国经济运行与改革实践，具有国际视野和创新创业能力，具有认知社

会、理解社会、建设社会的能力，能够适应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发展目标建设的

高素质复合性创新型经济人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文献梳理 

高等教育是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是人才培养的重要根据地。在过去十年间，政产学

研合作、协同育人一直是高校经久不衰的话题[4]。主要体现在政产学研协同育人的概念内涵、优势发挥

和机制构建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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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产学研协同育人的概念内涵上，王香兰等(2022)指出“政产学研”人才培养模式是包括政府、企

业、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等在内的多元主体协同育人的模式[5]。孟庆瑜和李汶卓(2022)也认为，作为新

文科建设的重要形态之一，政产学研协同育人是多元主体在具有共同的目标和价值观基础上的合作模式，

是推动传统文科迭代升级，从专业分割转向交叉融合的关键载体[6]。在政产学研协同育人的优势发挥上，

吴洁等(2019)指出政产学研协同创新是实施创新驱动，推动国家和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7]。Liew 等

(2012)研究发现在协同创新的过程中，企业和高校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研究目标，才能促进政产学研协同

创新的成功[8]。李文静和孔丹丹(2020)认为，在充分发挥各方优势、促进各方形成互利共赢关系的情况

下，政产学研协同育人能促进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及我国企业的发展和经济转型[9]。在政产

学研协同育人的机制构建上，黄志刚和钟春玲(2016)以福州大学为例，阐述了地方院校在实施政产学研协

同育人方面的积极探索及取得的成效，并提出要实现一流本科教学改革与创新，应坚持以生为本的育人

理念、坚持人才培养特色、坚持面向区域社会需求[10]。Hu (2014)基于高校在协同创新中存在的问题，

建立了政产学研协同创新路径博弈模型，为高校的协同创新路径选择提供了依据[11]。黄可权和郑国诜

(2022)以龙岩学院为例，构建了面向数字经济的具有激励相容和内在驱动力的政产学研协同育人聚合机制

和“共建、共管、共享”人才培养体系[12]。 

3. 经济学专业传统育人机制存在问题分析 

经济学专业主要研究经济系统中人们如何制定和实施决策来分配有限的资源。它涉及到生产、分配、

交换和消费财富的过程和机制，并强调市场力量、政府干预和社会福利的角色。在人才培养上，经济学

专业着眼于新经济时代新文科国家一流专业人才培养需求，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秉持“强化基础、

重视交叉、突出创新、立足中国”理念，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具备扎实的经济学专业基础知识和

基本理论，掌握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和数量分析方法，熟悉中国经济运行与改革实践，具有国际视野

和创新创业能力，具有认知社会、理解社会、建设社会的能力，能够适应经济全球化和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发展目标建设的高素质复合性创新型经济人才。在传统的育人机制过程中，经济学专业存

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3.1. 学科内容单一化 

传统经济学教育注重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学理论，忽视了其他实践经验和能力的培养，如社会调查、

数据分析、沟通协商等能力。这可能导致毕业生在职场上缺乏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实际经济活动非常

复杂，除传统的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外，还需要培养学生完善的数理计算、数据分析、沟通协调能

力等实践技能，以应对更广泛的经济领域和变化莫测的市场需求。因此，传统经济学教育需要在学科体

系、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上进行创新和改革，以提高毕业生的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 

3.2. 市场需求与教学内容脱节 

传统经济学育人机制中可能存在与市场需求脱节的问题，即学生所学知识和职场需求不匹配，导致

他们在就业市场上竞争力不强。例如，当前社会中诸如数据科学、计算机编程等技能已经成为了许多岗

位的基础要求，在某些领域，甚至超过了纯经济学背景的要求。此外，市场对于应用型人才和跨学科背

景的需求也逐渐增加。因此，传统经济学教育需要对教育模式和课程设置进行更新，以更好地适应市场

对于人才的需求。高校可以与企业建立联系，了解其所需的技能和背景，并相应地调整经济学专业的课

程设置，以向学生提供更实用、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的技能和知识。同时还需要鼓励学生积极参与实践性

课程、实习和项目等活动，以更好地增强其实践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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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缺乏国际视野 

许多传统经济学教育仅涵盖国内市场和国家政策，没有强化国际视野的培养，无法对全球经济环境

有深入了解和更好的竞争力。由于全球化的发展，许多企业和组织都要求其员工具有良好的国际经验和

能力，从事国际贸易、金融和投资等领域。因此，经济学教育需要更加注重国际化视野的培养。这包括

增加海外留学机会，开设涉外课程、参加国际竞赛和国际实习等活动。同时，高校可以与国外高校和企

业建立联系，以提供跨学科研究和课程开发合作，为学生提供更为广泛和深入的跨国经济学视角和背景。 

3.4. 教学模式不灵活 

传统教学方式难以满足现代学生的个性化需求。传统上，经济学课程主要以面授为主，由老师讲课，

学生听课和做作业来学习。但是，现在的学生更需要通过实践和研究来学习和解决问题。现在的学生更

需要交互式、实践型和数字化的教学方式。例如，他们认为通过小组讨论、参与项目、实践考察、网络

学习等方式更能提高学习效果和知识技能的掌握。此外，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网络课程、在线资源、

智能辅助等新的教学模式也已开始应用于经济学教育。因此，为了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技能，高

校需要灵活地调整教学模式，为学生提供更多元化的学习体验。例如，将小组讨论、案例分析、实践项

目等纳入课程设计，并利用网络技术为学生提供丰富多样的在线资源和工具。同时，高校还要不断地通

过教学评估和学生反馈，跟踪和维护教学质量，根据学生的不同需求和有限性进行改进。 

4. 宁波大学经济学专业政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的方案设计 

所谓政产学研协同育人(政府、企业、学校与科研机构协同育人)，是一种旨在强化教育和企业、政府

等社会组织之间合作的育人模式，以推广学生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的发展。政产学研协同育人的基本思

想是通过企业资深专家、政府决策者、学界权威等多方合作，将职场需求和市场参考纳入到经济学的教

学中，从而提高学生在现实环境下应用所学知识的实践技能。根据“新文科”建设的要求，结合商学院

经济学专业现有育人机制建设基础，进一步探究政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的概念内涵和关键构成要素，本

文构建了经济学专业“政府部门 + 企业单位 + 高等院校 + 科研平台”多主体协同育人机制。 
 

 
Figure 1. The government-industry-academia-research 
cooperative education mechanism 
图 1. 政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运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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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图 1 所示，经济学专业政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的运行需要依赖多主体，具体包括政府部门、企业

单位、高等院校和科研平台。每个主体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各不相同，其中政府部门提供政策支持，企业

单位提供实习实践机会，高等院校培养学生专业知识，科研平台锻炼学生的学生研究水平。不管作用如

何，但最终的目的导向是一致的，即提升学生自身能力，也即“政产学研”最终导向为“用”。具体来

说： 
“政”对应政府部门。作为政策支持者，政府部门可以发布指导政策，为政产学研协同育人提供指

导和规范，推动政府和教育界、校企合作和产业发展相结合。例如，提出促进校企合作、贯通人才培养

与用人需求等鼓励政策。此外，政府可以通过整合政、产、学、研各方资源，使他们形成良性的互动关

系。例如，归集各方贡献，建设产学研交流平台，帮助地方鼓励投资、为校企合作洽谈服务等。 
“产”对应企业单位。作为实践提供者，企业不仅可以提供给学生真实的实践环境和案例，使学生

更好地掌握理论知识并了解行业发展趋势，还能为学校提供实习、科研项目合作等方式开展校企合作关

系，共享各自资源。此外，企业可以参与制定课程和教材，以确保学生学习所得满足实际需求；同时也

可以开展技术交流和技能培训，帮助学生更好地适应行业变化和创新实践。 
“学”对应高等院校。作为核心培养者，高等院校一方面要根据行业需求和学生发展需求制定针对

性的课程设置，培养具备前沿技术和实践能力的专业人才；另一方面，高等院校还应与政府部门、企业

和科研机构开展合作项目，为经济学专业的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会和社会资源，同时也推进了学术研

究成果的应用。高等院校可以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和教师的专业水平，引入国内外优秀学者、企业家、经

济学家等行业精英，打造优质课程和教材。同时探索新的教育模式，如课程设计、实践环节等，进行教

育改革创新，并鼓励学生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的提升。 
“研”对应科研平台。作为学术引领者，科研平台能够为学生提供最前沿的研究成果和技术，使他

们了解最新的发展动态，并能够通过实践运用到工作中。科研平台还能够吸引和培养高水平的本地和国

际人才，为学生培养提供更雄厚的智力支持，同时也是吸引人才留岗和营造创新环境的关键所在。此外，

在知识产权转化服务上，科研平台可以为学校研究成果进行知识产权保护、推广和转化，孵化潜在的创

新企业，带动经济发展，同时也把满足社会需要作为一项重要使命。 

5. 宁波大学经济学专业政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的保障举措 

政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通过一系列保障举措来确保有效运行。在具体

思路上，围绕培养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和一流专业建设目标，立足新文科和基础专业办学特点，秉持“强

化基础、重视交叉、突出创新、立足中国”的建设新理念，打造“基础性、交叉性、高端性、前沿性、

实践性”的课程新体系，落实“研究导向型、启发互动型、创新实践型”的经济新课堂，确保人才培养

质量持续提升。具体举措包括以下几点： 
一是政策支持。政策支持是推动政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有效运行和提高协作效率的一个关键因素。

政府可以出台资金支持政策引导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参与政产学研协同育人，比如为开展相关项

目提供财政补贴或专项资金。政府还可以出台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鼓励参与政产学研协同育人的企业

进行实践探索和创新。此外，政府可以出台更加简化行政审批程序的政策，减轻企业和高等院校在政产

学研协同育人方面的行政审批负担。 
二是资源共享。资源共享是政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的基础和前提，有助于实现资源互补、优化配置

和提高工作效率。政府可以建立政产学研协同育人的共享平台，以便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之间进

行资源交流和合作，如课程设计、师资培训、社会服务等。各方应加强信息共享，及时了解各自需求和

情况，共享各自拥有的信息资源，帮助其他机构更好地了解交叉领域的知识，并推动资源对接。政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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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也可以通过信息平台和政务网站等渠道发布行业和政策信息。高等院校可以主动分享教学资源和课件，

满足企业或科研机构的人才培养需求。同时，企业也可以提供实践实习场景和案例，支持高等院校更好

地衔接企业实际需求的教育培养。 
三是绩效评估。绩效评估是政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的重要环节，通过对参与机构和个人的绩效进行

评估，可以发现问题、优化资源配置、提高效率。应在开展政产学研协同育人工作之前明确评估指标和

量化标准，确定全过程的输出目标和标准。可以聘请第三方评估机构来对政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的绩效

进行评估，使得评估更加客观、公正、互利共赢。在评估结果中充分体现机构和个人为价值创造所做出

的贡献，对表现优异者给予激励和奖励，以提高其热情和积极性。另外，应通过充分沟通向实践者传递

相关评估获得排名、评估方法与规则，强调不断完善、提升评估的积极意义。 
四是提供培训。高等院校应为参与政产学研协同育人工作的人员提供相应的培训和支持，使他们能

够了解和掌握相关知识和技能。同时，科研机构应定期举办较规模化的演讲、培训活动，进一步加强人

才之间的交流与协作。根据参与者的不同需求，应设计针对性的培训方案，如课程内容、教学方法和培

训形式等，以实现针对性和精准性。在培训方式上，可以采用面对面授课、远程教学、在线学习和集中

研讨等，通过不同的培训方式满足参与者的不同需求，提高学员的培训效果。通过持续地培训和不断更

新的内容，保持政产学研协同育人机制参与者的专业能力和实践技能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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