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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目前产教融合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了广东省特色产教融合长效机制建设的必要性，在全面分析

广东省本科高校产教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广东省特色产教融合长效机制建设的方案和实施路径；依托

广东省现代产业学院(机器人)的建设实践，开展了广东省特色产教融合改革的长效机制探索，同时检验

了新型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机制和培养路径的有效性。 
 
关键词 

广东省特色，产教融合，长效机制，实施方案，人才培养机制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on the Long-Term 
Mechanism of the Integration of  
Characteristic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n Guangdong Province 

Jingde Huang1, Chenyu Li2 
1School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Zhuhai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Zhuhai Guangdong 
2School of Computer, Zhuhai Colle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Zhuhai Guangdong 
 
Received: Feb. 21st, 2024; accepted: Apr. 18th, 2024; published: Apr. 28th, 2024   

 
 

 
Abstract 
In response to the main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this pa-
per analyzes the necessity of constructing a long-term mechanism for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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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ducation with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in Guangdong Province. Based on a comprehen-
siv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n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in 
Guangdong Province, a plan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 long-term mechan-
ism for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with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in Guangdong 
Province are proposed; Based on the construction practice of Guangdong Modern Industry College 
(Robotics), a constructive exploration of Guangdong Province’s characteristic industry education 
integration reform has been carried out,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new industry education inte-
gration talent training mechanism and path has been tes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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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目前，我国已拥有全球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 4600 余万人，普及化水

平进一步巩固和提升，多样化、个性化、学习化、现代化等普及化阶段的发展特征更加显著。应用型高

校在全国本科院校中占据了“半壁江山”，而产教融合是深化应用型高校办学模式和高质量发展的必然

选择，亟须研究长效的产教融合机制，才能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建立产业链办学的创新发展

路径，打通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最后一公里”。当前产教融合面临着很多现实问题，如产教融合合

作广度不够、程度不深、合作共赢的长效机制并未稳定建立等 [1]。为解决上述问题，产教融合必须坚持

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绩效导向，从过去产教合作、工学结合的育人模式，发展成为产业与教育融合发

展的重要理念，让学生真正通过实习实训锻炼，掌握真技能、形成真本领，紧紧抓住教育、市场、产业、

应用等环节，在培养学生真本领、掌握真技能上下功夫。随着工业 4.0 产业发展趋势，德国技术技能型

人才和应用型人才培养在全球范围内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也为我国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制造业转

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借鉴。亟须解决如下问题： 
1) 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是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主要模式，现有“产学研用”合作中存在着企业缺乏产教

合作动力、高校缺乏双师双能教师、专业服务产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契合度不高等问题 [2]。必须

通过构建产教“双主体”共建机制，建立以学生为中心、面向产出的人才培养模式，解决企业办学源动

力的问题。 
2) 应用型本科高校一般为地方新建本科院校，存在办学历史较短、基础条件和师资队伍薄弱、固有

办学模式僵化等问题。必须重构课程体系、激活学生科技创新意识，解决传统人才培养模式难以适应新

兴产业对毕业生的实际需求、产出目标与新兴产业发展需求脱节、课程教学以知识传递为主、能力培养

不足等问题。 
3) 与“双一流”院校相比，应用型本科院校生源质量及综合素质相对不高、评价体系不完善。必须

构建应用创新能力评价体系，确保知识能力素质协调发展，妥善解决人才培养过程中知识、技能、创新

等认知能力与情感、意志、素养等非认知能力的全方位发展性评价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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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特色产教融合长效机制建设的必要性 

2.1. 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 

广东省智能制造发展规划(2015~2025 年)明确指出，2025 年全省制造业全面进入智能化制造阶段，

基本建成制造强省。2020 年 5 月 20 日，《广东省人民政府关于培育发展战略性支柱产业集群和战略性

新兴产业集群的意见》为全省战略性产业集群发展绘出了“双十计划”路线图，意见明确了产教融合长

效机制在“双十计划”中的地位和作用。珠海市“4 大主导产业 + 3 大优势产业”集群发展计划进一步

延链补链强链。上述广东省和珠海市的战略性布局均表明：建设完善的产教融合长效机制，围绕产业链

优化专业布局，构筑相关产业领域的先发优势，不但是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和服务粤港澳大湾区经济发

展的智力源泉，也是助推广东省和珠海市产业聚集群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2022 年 6 月 27 日，珠海科技学院校长刘鸣在《南方日报》着重谈到“作为地方性、应用型高校，

珠科顺应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结合学校理工科为主的鲜明特色，构建产教融合人才培养体系，输出

高素质的创新性、应用型人才，为地方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发展作贡献”，引起了广泛关注。刘鸣

校长指出，“学校以专业为导向，注重理论知识与行业实践的有机结合，积极推动构建产教深度融合协

同育人平台，充分发挥企业资源优势、政府政策优势和联系纽带作用，深入开展校地企合作。” 
基于此，本项目深入推进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纵深化发展，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充分体现合作企业

参与专业建设的价值，促进创新创业教育，培养精通高端制造专业知识、理论联系实际、具有科研创新

意识、专业行业相通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为建立适合广东省和粤港澳大湾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

特色产教融合机制提供科学依据，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和应用型高校的学科建设也具有积极意义。 

2.2. 科学技术价值的体现 

应用型高校的办学定位，必须立足产业需求 [3]。因此，建立“产教双主体”的产教融合机制的科学

技术价值在于推动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融合发展，走出应用型高校产业链办学的创新发展

之路，更好地服务区域经济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同时，由于深入开展产教融合是培养应用创新人才的必

经之路，产教融合机制的优势和特色体现在科学协调具有不同价值体系的高校和企业之间的利益问题，

激发产教双主体的专业建设活力，促进资源共享，双向驱动专业建设与产业升级。其创新特征具体表现

在以下 3 个方面： 
1) 创建共建共管共享共赢的“产教双主体”共建机制。该机制是深入开展产教融合的必经之路，旨

在探索具有不同价值体系的高校和企业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激发产教双主体建设活力，实现资源共享，

双向驱动专业建设与产业升级。 
2) 创建知识传授、能力培养和价值塑造“三位一体”的应用型人才核心能力培育体系。重构“产教

合作核心课程群体系”促进协同培养，搭建“实践平台体系”强化学生创新型应用能力，打造“竞赛联

动模式”提高工程实践能力，形成“科创教育体系”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跨界思维能力。 
3) 创建“四评融合”的应用型人才核心能力评价体系。针对具有广东特色的产教融合机制，建立全

过程形成性评价方法、课程终结性评价方法、创新能力评价方法及思政教育评价方法，面向产出提供从

课程过程学习、课程目标达成、自主设计创作到价值塑造的全价值链成长评价。  

3. 特色产教融合长效机制的建设方案 

我们以广东省现代产业学院(机器人)建设实践为例，逐层递进开展特色产教融合长效机制及其评价方

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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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面临的主要问题 

“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是应用性、创新型人才培养的主要模式，现有“产学研用”合作中存在着

企业缺乏产教合作动力、高校缺乏双师双能教师、专业服务产业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契合度不高等

问题；同时在专业建设能力、人才培养质量、促进高质量就业等方面也面临诸多问题。广东省作为制造

业集中的前沿阵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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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当前推进粤港

澳大湾区人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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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经济

转型升级、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具有重要意义。针对当前应用型本科高校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暴露出的

系列矛盾问题，如校企对产教融合态度冷热不均、合作周期短暂、合作广度不够、程度不深等，产教融

合、合作共赢的长效机制不稳定，探究如何结合区域特点，构建产教融合的长效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

意义和借鉴意义。 

3.2. 产教融合调研方案 

应用创新型人才是建设创新型国家、发展现代产业的重要动力 [4]。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

和国外高新技术封锁，亟须解决高端制造业人才供需错位问题。我们聚焦广东省本科高校产教融合中的

突出问题，聚焦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短板，坚持需求导向、问题导向、效果导向，制定了全面调研

广东省本科高校产教融合现状和存在问题的实施方案，见图 1。在分层次、有目标的调研基础上，结合

不同学科、不同区域和不同类型高校特点，为形成科学的产教融合长效机制共建方案奠定理论基础。 
 

 
Figure 1. Implementation plan for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图 1. 产教融合调研方案 

3.3. 产教双主体共建方案 

应用型本科院校是区域经济发展催生的产物，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是应用型本科院校的职责和使

命 [5]。经过系统调研和论证，我们结合广东省高等教育专项规划课题研究内容，我们依托广东省现代产

业学院(机器人)，建立了“共建、共管、共享、共赢”的产企双主体机制，共同实施联教联训联考的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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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人才培养机制，共建方案见图 2。其融合机制的优点主要体现在产教共建活动方面，如校内邀请企业

专家进课堂、行业大师任导师，举办三维数字化创新设计赛、机器人对抗赛、汽车建模赛等赛项，提升

学生实践技能；校外联合机器人、智能制造等龙头企业举办优选赛，通过比赛选拔“3 + 1 订单班”，赴

企业完成最后一年的企业课程学习和顶岗实习，创新产教双主体办学新模式；鼓励机器人征途创客空间

自主遴选优秀成员参加互联网+、挑战杯和国家级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等活动，保持学生参赛活力。 
 

 
Figure 2. Co-construction plan for industry and education as two main bodies 
图 2. 产教双主体共建方案 

 
2018 年学校与 ABB (珠海)就机器人产业学院的建设达成战略框架协议。双方就产业学院建设工作进

行了全面合作，包括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构建产业学院的课程体系、共建实验室、合编教材、开展项目

合作、师资交流培训、开展迷你订单班以及共建产学研实习基地等方面，有效满足了华南地区白色家电、

电子制造、汽车和食品等领域对机器人技术人才快速增长的市场需求。 

4. 特色产教融合长效机制的实施效益 

4.1. 学科专业建设效益 

产教双主体秉持“面向产业、服务产业、引领产业”的理念，坚持“共建、共管”的原则，把学科

专业建在产业链上，通过持续加强产业学院的长效合作机制，提升创新性、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 
1) 学科建设助推了机器人产业学院健康发展。坚持学科建设是机器人产业学院内涵发展与核心竞争

力提升的关键，先后与吉林大学、华南师范学联合培养专业硕士学位研究生，奠定了产教双主体高层次

办学的学科基础，2021 年机器人产业学院立项广东省现代产业学院，在人才梯队、创新平台、技术服务

能力建设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不断推进机器人产业学院和企业生产效益的高质量发展。 
2) 专业建设提升了机器人产业学院综合实力。贯彻专业建设对提高机器人产业学院的知名度和办学

效益的重要作用，机器人产业学院的依托专业得到了迅猛发展，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入选国家级一流

本科专业建设点、广东省特色专业、广东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和电子

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入选了广东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人工智能与机器人微专业的开设，全方位充实

了机器人产业学院的专业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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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教学资源建设效益 

为检验共建方案的有效性，我们依托广东省现代产业学院(机器人)坚持“共建、共管”的原则，合力

开展了师资、课程、平台、基地等教学资源建设。 
1) 师资力量。构建了产业背景厚重、双师双能型的教学团队。大幅提升了企业教师占比，目前产业

学院企业教师占比近 50%，同时拥有学科大赛评委、省教指委委员等专家骨干；先后获得中国产学研合

作创新成果二等奖、全国教学大赛优秀奖、省级特等奖等教学奖励。 
2) 课程品牌。产教双方致力于精品课程建设，《机械制造技术》《机械制图Ⅱ》《操作系统》先后

被认定为广东省一流本科课程；《工程图学》和《制造技术基础》被评为广东省精品课程；《可编程控

制器》获得广东省在线教学优秀课程一等奖。 
3) 创新平台。近 5 年先后产教双主体以推进产业发展和人才培养质量为己任，合作建设了广东省智

能视觉精密检测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珠海市智能视觉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珠海市工业设计与模具制造公

共创新实验室等。 
4) 实训基地。为提升实践教学基地软硬件水平，产教双主体立足校内建设了“教育部机器人创新训

练实训室”“广东省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工业机器人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等；校外依托共建企业的优

势资源建设了 2 个省级大学生实践教学基地和 1 个广东省大学生科产教融合实践教学基地。 

5. 结束语 

针对产学合作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一系列矛盾问题，如浅层次问题集中表现为校企对产教融合态度冷

热不均、合作周期短暂、合作广度不够、程度不深等方面，深层次问题体现在缺乏产教融合、合作共赢

的长效机制或机制不稳定等方面。本文结合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社会发展特点，提出了广东特色产教融合

长效机制的构建方法和运行机制，并基于机器人产业学院检验了特色产教融合长效机制的建设效益，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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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人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迫切要

求具有重要意义，对新形势下全面提高应用型本科高校教育质量、扩大就业创业、推进经济转型升级、

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也具有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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