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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设产业学院是深化校企合作、推进产教协同育人、解决高等教育供需不匹配问题的创新之举。盐城工

学院结合地方区域新能源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需求，主动对接政府、领军型企业，进行学校内部组织再

造，在教研深度合作的基础上，建立新能源产业学院。依据产业学院管理办法，以强化学生职业胜任力

和持续发展能力为目标，创新协同育人的培养模式，打造了“课程内容与技术发展衔接、教学过程与生

产过程对接、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融合”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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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industrial college is an innovative move to deepen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enterprises, promote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industry and education, and solve 
the problem of mismatch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of higher education. 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development needs of new energy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
tries in the local region, actively connects with the government and military enterprises, carries 
out the internal organization reconstruction of the school, establishes the new energy industry 
college on the basis of in-depth cooperation in teaching and research. In accordance with the 
management measures of industrial colleges, and with the goal of strengthening the vocational 
competen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bility of students, the training mode of cooperative 
education is innovated, and a new situation is created, which is “the connection between curricu-
lum content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the connection between teaching process and produc-
tion proces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talent training and industrial dem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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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建设产业学院的意义和政策引领 

在新技术革命和知识经济蓬勃发展的新时代，高等院校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输送了大批高素质毕

业生，为现代产业体系的发展壮大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由于体制机制等多种因素的存在，人才培

养面临严峻挑战，传统工科的人才培养模式，在结构、质量、技能等方面不能完全适应产业需求侧，仍

然存在“两张皮”问题。西方发达国家在教育改革发展中进行了大量的校企合作实践，探索出很多卓有

成效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教育模式。他们的经验表明，产教融合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必然，通过与所在

区域的产业合作，集中力量开展应用研究，强化技术开发及成果转化，可以有效支撑区域技术创新和社

会进步，实现人才培养、科技开发和社会服务等三大智能的协同并进[1] [2]。 
2017 年 12 月 5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7) 95 号)，明

确指出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是当前推进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的迫切要求，对新形势下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扩大就业创业具有重要意义。为扎实推进新工科建设

再深化、再拓展、再突破、再出发，协调推进新工科与新农科、新医科、新文科融合发展，全面提高人才

培养能力，2020 年 7 月，国家教育部、工信部联合印发的《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指南(试行)》的通知(教高

厅函[2020] 16 号)决定在特色鲜明、与产业紧密联系的高校建设若干与地方政府、行业企业等多主体共建

共管共享的现代产业学院。这一系列政策的出台，标志着我国产教融合已进入深化改革实施的阶段[3]。 
《江苏省教育厅关于推进本科高校产业学院建设的指导意见》(苏教高[2020] 1 号)以推进高等教育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推动全省高校主动适应区域经济社会与产业发展新需求为指导思想，要求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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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依托省品牌专业建设工程，创新多元办学体制，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探索建设以高校为主导，

地方政府积极参与，高校、产业领军企业或行业协会为共同办学主体的现代产业学院，促进人才培养供

给侧和产业发展需求侧结构要素全方位深度融合，为汇聚发展新动能、推动江苏高质量发展走在前列、

建设“强富美高”新江苏提供科技与人才的有力支撑[4] [5]。 

2. 盐城工学院建设产业学院的必要性 

盐城工学院作为教育部“卓越计划”高校、教育部首批“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高校，坚持走与

行业、区域融合发展之路，在产教融合背景下，紧扣契机，校地、校企共建现代产业学院，推进传统工

科专业的改造升级，正是学校为贯彻国家有关战略要求，主动适应和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扎实推进“新工科”建设再深化的重要举措。 
一、地方新能源产业快速发展亟需高校协同参与 
新能源产业是江苏发展基础良好、发展优势明显的新兴产业，新型电力装备产业集群是江苏重点培

育打造的面向全球的先进制造业集群。江苏省有近千公里的海岸线，风电产业是助推沿海地区发展的重

要动力。按照国家能源战略布局，江苏全面建设以海上风电为主、总容量超过两千万千瓦时的“海上风

电三峡”，盐城作为主战场，已形成海上风电全产业链，成为全国风电设备研发、装备与制造的中心，

是国家海上风电重点布局区域。为了进一步打造设计研发、装备制造、建设安装、运维服务为一体的“千

亿元级”产业基地，盐城面临推动新能源产业集中连片开发、打造高端产业集群、加强创新能力建设和

加快服务体系建设等四大重点任务，需要专业优秀人才和行业关键技术支撑。盐城工学院是盐城地区唯

一以工为主的本科高校，盐城新能源产业的发展亟需高校技术与人才支持。 
二、高校工程教育教学改革亟待政校企深度合作 
盐城工学院是国家“十三五”产教融合发展工程项目百所应用型高校，多年来一直坚持以人才培养

为根本、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积极探索产教融合工程教育改革。早在 2005 年就与西门子公司合作推进工

程教育改革，并被西门子公司誉为“全球教育合作的典范”；近年来学校与国内外知名企业联合共建了

优集学院、新能源产业学院、悦达汽车学院、卓越环保学院等产业学院，主要围绕专业的培养面向、培

养规格、办学模式等层面，探索传统工科专业改造升级的路径与“新工科”建设的重要内容。学校聚焦

人才培养目标、专业课程体系、人才培养模式、协同育人效能，积极实践产业学院建设路径，通过重组

课程体系、改革教学内容、跨学科跨专业培养产业急需的工程技术人才，在地方行业企业的深度融合中

完成传统工科专业的改造升级。 

3. 新能源产业学院的建设目标 

盐城工学院在充分论证基础上，与盐城市政府、大丰区政府、国家电投集团江苏电力有限公司、华

能江苏能源开发有限公司、江苏金风科技等联合共建新能源产业学院，2019 年 9 月正式挂牌成立。新能

源产业学院以江苏新能源发展急需为牵引，整合资源，构建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的工程人才培养体

系，探索政校企多元协同育人机制，打造集人才培养、技能培训与技术研发为一体的实体平台，满足地

方新能源产业发展急需。 
新能源产业的发展要求毕业生既要具备传统机械、电气类专业必备的知识、能力与素质，又要精通

风电产业的设备生产、装备控制和海上维护等要领，还要了解新能源行业技术前沿和发展趋势，具有初

步的技术开发、组织管理以及深度学习能力。因此新能源学院的发展定位为：1) 产业人才培养，面向长

三角区域，以提升工程实践能力为导向，按照“新能源+”专业的模式，跨学科、跨专业培养新能源风电

产业高水平应用型人才；2) 产业技能培训，立足盐城地方，开展新能源企业从业人员的在职教育与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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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重点是开展海上风电运维技术与管理培训，提高从业人员能力素质；3) 产业技术创新，汇聚科研

力量，推进革新产业发展中的关键技术，特别是海上风电控制和海上风电装备的应用性研究，为长三角

新能源及其相关产业快速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4. 创新产业学院的人才培养模式 

新能源学院坚持技术研发与人才培养并重，以科研支撑教学，以教学提升科研。学院根据地方产业

特色，聚力海上风电产业领域，对其关键环节和核心技术进行科技攻关，同时面向风电产业开展高层次

工程人才培养和高素质技术人员培训。所有技术研发和人才培养，都依托合作企业在真实环境中实现，

打造面向风电全产业链的集技术研发与人才培养一体化的产教融合发展平台[5]。 
新能源学院坚持“能力导向，多元培养”的理念，重点围绕“产教融合、跨学科培养”，优化课程

体系，创新“面向产业、对接企业，校地联合，知行耦合”(“两业两合”)人才培养模式，培养面向风电

及其相关产业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一、面向产业：按照“新能源+”专业的建设模式，优化专业课程体系。面向长三角地区新能源产

业的发展，特别是盐城风电产业的发展，按照“新能源+”专业的建设模式，优化调整专业建设方案，在

专业设置方案与申报新专业过程中，充分听取地方政府、新能源行业骨干企业的意见和建议，设置新能

源产业链发展中关键技术的相关专业。 
目前我校进入新能源学院的专业有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智能装备与系

统、自动化。围绕培养高素质的新能源产业“卓越工程师”，修订了人才培养方案，将掌握新能源工程

领域特别是风电方面的相关知识，以及具备解决新能源一般工程实际问题的初步能力，作为人才培养的

重要目标，在课程体系中增加新能源转换与利用原理、新能源装置及系统运行技术、风能、海上风电技

术等方向的课程。 
二、对接企业：对接新能源产业的“企业标准”，调整教学内容增强教学队伍。依托合作企业，按

照企业技术需求、研发目标、工程教育认证标准对原有的专业教学内容进行调整与改革，联合开发新能

源发电、新能源装备制造、施工、运行维护等方向的专业课程，将风电与光伏产业的最新技术、工艺以

及行业标准等“产业基因”融入理论教学内容，并注重引入校企合作案例，形成课程内容与企业需求相

对接的优势，优化基础技能、专业训练、综合运用，促进人才培养过程与企业生产过程的有效衔接。 
同时鼓励专业教师与企业技术专家在风力、光伏发电原理、发电装置及系统、装备运行及维护等技

术方面合作编写教材，同时整理汇编以培养实践能力与创新能力为导向的实验讲义和培训资料。目前已

出版了《海上风电场施工建设》《海上风电场开发概述》《风力发电机组的控制技术》《新能源企业基

础理论》等多部教材。 
打造高素质、强能力的“双师型”教学团队，是产业学院建设的关键点。新能源学院采取校企人才

“双向”流动机制：合作企业的技术专家可以担任企业导师，还可以柔性引进为兼职教授，担任学院的

课程教师，然后依托学校的教师培训与发展中心，对他们进行授课培训，提高教学能力；学校的专业教

师可以申请进入企业，担任技术顾问，充分利用企业的各类平台，参与企业技术改造、项目研发工作；

企业也可以对专业教师开展工程实践技能培训，提高专业教师的实践经验和工程能力，大幅度增强了教

学队伍对人才培养的服务能力[4]。 
三、校地联合：借鉴“3 + 1”工程教育改革经验，设置企业学习环节。借鉴教育部“卓越计划”试

点专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在“3 + 1”工程教育改革中取得的经验，采取分段培养方式，对进入新

能源学院的专业，与合作企业协同，设置独立的企业培养方案，增设企业培养环节；在国家级“海上风

电及装备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和“国家火炬盐都输变电装备特色产业基地”建立 2 个实习实训中心，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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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五大风电产业园建立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在金风科技公司建设专门校区，配置办公场所、食堂宿舍，

配套建立“企业导师”制，要求学生在产业学院合作企业或者产业相关其他企业，至少累计完成 1 学年

的企业学习过程，以此提高学生的工程实践能力。 
企业校区的实践教学注重强调提升学生的工程创新意识和生产实践能力。实践教学过程中，学生进

入企业生产第一线，熟悉产品开发与生产运行过程；在企业的实践教育基地，企业导师讲授现行的生产

工艺技术，融入风电安装、机组调试、应急救护等企业实训内容，指导学生完成面向企业生产实际的项

目前沿分析、运行方案设计、技术改进讨论、阶段调试研究、维修技能训练、实践成果总结，培养学生

的企业体验感与实践操作技能，实现理论内容与实习资源的创新融合，课堂教学与车间实习的深度结合。 
四、知行耦合：实施“项目 + 顶岗”预就业计划，创新实践教学形式。将风电产业的新技术、新

工艺、新装备引入实验、实践性课程，课程中尽量取消演示性内容，尽可能减少验证性环节，最大程度

地开设综合性、设计性内容；课程体系在时序设计上与新能源企业生产流程相一致。秉持工程教学理念，

加强新能源领域综合实践项目设计，灵活使用案例探究、开放项目等多种教学方式，以此激发学生学习

兴趣，引导学生参加创新社团、大创项目、学科竞赛，积极加入专业教师的团队，参与科研实践，让学

生尽早了解新能源项目，尽早进入实验室开展可持续课题研究。企业导师也可以围绕新能源装备设计、

制造生产、安装使用、维护保养等工程问题提出实践项目，专业教师共同参与讨论、指导，学生自主选

择，分方向学习理论知识并到真实环境下实践与探索，最终按照项目要求提交相关成果；最后校企双方

结合学生在项目中的理论收获和实践付出进行评价考核。 
完善学院的“预就业”实践模式，要求大三学生按照“双向选择”的原则与合作企业或新能源产业

上下游相关企业签订“预就业”协议，将风、光发电中整机性能、机械性能、电气性能、可靠性方面的

工程实践问题作为课程设计课题，围绕企业实际问题确立毕业设计的“项目”，在“顶岗”实践过程通

过“项目绑定”完成课程设计、毕业设计[4]。 

5. 前景展望 

新能源行业涉及领域宽泛，风电产业发展需要集发电技术、高端装备、自动控制、新型材料等不同

学科专业方向的复合型工程技术人才，传统的工科专业很难胜任。新能源学院打破学科专业的壁垒，实

行“新能源+”专业的培养模式，结合对传统的机械类、电气类专业的改造升级，以新能源行业的最新“元

素”嫁接传统工科专业，实现面向风电产业的复合型工程人才的培养。目前，这种模式已经纳入学校“新

工科”建设的整体方案，其效果与示范效应即将显现。 
新能源学院 2020年获批江苏省重点产业学院建设点，成为江苏省首批 15个省级重点产业学院之一；

2022 年获批成为全国首批 50 家现代产业学院之一。新能源学院将根据教育部关于现代产业学院建设和

江苏省教育厅关于推进本科高校产业学院建设的指导意见，进一步推进产业学院建设，坚持政校企深度

合作，紧贴新能源行业，特别是海上风电产业，立足盐城地方，面向长三角区域，积极辐射周边省市，

努力把学院建设成为以风电产业的相关专业为主、跨学科专业培养的特色鲜明的产业学院，力争把学院

打造成为东部沿海地区的新能源行业人才培养高地和风电产业技术创新服务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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