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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從全球範圍來看，當今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在充滿諸多變數的外

部環境中，創新能力和創新生態成為應對「大變局」的關鍵。縱觀國內，受制于

長期以來形成的傳統教育理念束縛，中國高校人才培養模式與企業需求相脫節，

進而導致了人才供需的錯位錯配，嚴重制約著創新型人才培養。為此，中國發布

了《國務院辦公廳關於深化高等學校創新創業教育改革的實施意見》和《國務院

辦公廳關於深化產教融合的若干意見》，搭建產教融合、校企合作平臺。本文基

於以上研究背景，聚焦產學合作協同育人的高校人才培養模式創新方向，及實現

產學合作協同育人長效機制問題，深度解讀產學合作協同育人內涵，以期為高校

人才培養模式創新建言獻策。 

二、產學合作協同育人的涵義及屬性 

(一) 產學合作協同育人的涵義 

產學合作協同育人是教育部針對國際、國內新形勢提出的人才培養新理念，

旨在提升高校人才培養品質，破解長期以來存在的校內外資源隔離、資訊失靈和

供需錯位的矛盾。通過搭建校企合作平臺，實現校內外資源分享和學科交叉融合，

是培養創新型、應用型和技能型人才的重要舉措（李萍、厲虹、王麗婕，2022）。

教育部資料顯示，2018 年產學合作協同育人專案立項 7,377 項，企業提供經費及

軟硬體支持全年累計 75.2 億元，構建了產教融合、校企合作的良好生態（人民

網，2018）。 

(二) 產學合作協同育人的屬性 

中國高校傳統人才培養模式更加注重校內理論教學，普遍存在學生理論基礎

扎實但應用能力弱，教材建設陳舊落後，教學方法單一，人才培養過程處於閉塞

狀態。尤其是近年來，隨著高校新一輪擴招和盲目的學科點申報，導致畢業生就

業較差，校企人才供需錯位矛盾更為顯著（胡伟伟，2022）。而產學合作協同育

人正是針對高校傳統人才培養模式詬病展開的創新型、應用型高校人才培養新理

念，它具有四個顯著特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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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校企合作共建 

產學合作協同育人將以往單一主體人才培養模式，轉變成雙主體和多主體人

才培養模式1，將傳統校內教育與校外實踐相隔離的狀態融合，基本實現企業將

工廠建到高校，高校將教室搬到車間的設想，構建了企業生產與高校教學相融合，

高校人才培養雙主體甚至多主體協同育人的基本模式。 

2. 育人過程共管 

雙主體或多主體協同育人模式打破了傳統高校單一主體育人模式。企業將作

為重要的主體參與人才培養的全過程，對高校人才培養品質承擔一定管理責任。

這種育人過程共管的模式不僅釋放了高校全程育人的壓力，也給予了企業深入瞭

解人才培養的機會，從而更加準確地定位企業所需人才類別。 

3. 成果共用 

產學合作協同育人模式不僅為高校提供了科學研究成果推廣應用的平臺，實

現高效便捷的成果轉化。同時也能將企業生產實踐中形成的技術創新成果、成功

管理案例和研究材料回饋給高校，真正實現資訊共用、成果共用和經驗共用。 

4. 合作育人 

產學合作協同育人凸顯了合作屬性，這意味著高校與企業之間不僅實現了資

源的共用，也達成了人才培養合作，該屬性更加強調了企業主體參與在人才培養

中的重要性。 

三、產學合作協同育人存在的問題 

產學合作協同育人項目得到了全國絕大多數高校的支援，大量知名企業與高

校基本實現了產學合作，協同育人的任務，但也存在以下不足。 

(一) 課程建設滯後，教學方法亟待創新 

隨著產學合作協同育人專案的深入實施，多數高校在實現產學合作和協同育

人方面取得了一定成績，但從整體來看，產學合作協同育人專案目前尚處於探索

階段。高校課程建設並未大範圍同步更新，參與產學合作協同育人專案專業的學

生在考試考評設計等方面，也並未對標完整的評價體系，導致舊的課程建設與新

 

1 指學校依據辦學目標，以培養學生實踐能力為主線，以地方支柱、戰略性新興產業為依託，由

學校與多家企業建立長期穩定的人才培養合作聯盟，學校與企業構成多個教育教學主體,協同

進行應用型人才培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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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育人實踐並存的局面。此外，傳統教學方法仍普遍存在，尤其是教齡較長的教

師線上上線下混合式教學改革中積極性不高，嚴重影響協同育人品質（逯云芳、

洪波，2022）。 

(二) 師資培養滯後，雙師型教師2匱乏 

產學合作協同育人專案的實施需要培養專門的師資團隊，團隊教師不僅應承

擔校內理論教學，還應具備企業生產應用的經驗和技能，而從目前來看，中國高

校教師普遍缺乏企業生產實踐經驗，無法深刻理解產學合作協同育人的精髓。從

長期來看，雙師型教師的匱乏將會是制約產學合作協同育人效果的關鍵（米银俊、

许泽浩，2015）。 

(三) 學科競賽體系滯後，單一主體特徵明顯 

學科競賽是檢驗人才培養品質，提升學生知識和技能應用能力的重要路徑，

雖然高校舉辦的各種學科競賽有企業的支援參與，但從目前競賽的過程設計、評

價標準和成果認定來看，高校被迫成為學科競賽中的單一主體，企業並未承擔主

要責任。這也導致高校各種學科競賽流於形式，競賽成果缺乏應用性和實踐性。 

(四) 課程思政建設3滯後，立德樹人效果不顯著 

產學合作協同育人項目實施理應注重課程思政建設。「立德樹人」是中國在

人才培養過程中的基本要求，「工匠精神」強調的不僅是技術技能的高超，還應

包含其背後蘊藏的精神，只有將課程思政貫穿於產學合作協同育人項目的全過

程，才能培養出高品質的全能型人才。而從當前來看，產學合作協同育人項目更

多將重心放在產學合作中，忽視了協同育人環節。 

四、產學合作協同育人人才培養模式創新 

(一) 強化產學合作，完善課程體系 

傳統課程設計缺乏準確市場定位，與企業生產實踐需求嚴重脫節，數十年沿

襲固有人才培養模式，導致就業率較差的現實。而產學合作協同育人通過強化產

學合作，打通高校與企業之間長期存在的資訊隔離，實現高校課程體系建設與企

 

2 指既具有扎實專業理論知識又具有嫺熟實踐經驗的教師。 
3 其實質不是增設一門課或活動，而是將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融入課程教學和改革的各環節、各方

面，實現立德樹人潤物無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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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生產需求適配，提高人才培養的針對性，注重校內理論教學的同時，強化實習

實踐環節。因此，積極邀請合作企業代表參與課程設計、人才培養方案修訂和學

分評價等環節，提升人才培養模式的科學性和針對性是優化新課程體系建設的關

鍵（许光文、李漫红、于三三，2022）。如北京體育大學結合當前體育行業發展

對人才綜合素質的複合需求，對原有課程結構體系進行了調整，實現了人才培養

方案的修訂（张文毅、高峰、陈岭，2016）。 

(二) 大力推進師資建設，加快培養「雙師」教師 

產學合作協同育人的關鍵在於教師。傳統教育模式下的教師缺乏企業生產實

踐經驗，更精通理論知識。而產學合作協同育人專案推進需要既擅長課堂理論教

學，又具有豐富的企業生產實踐經驗的「雙師」型教師。因此，大力推進師資建

設，加快培養「雙師」型教師是重中之重。從企業方面來看，要積極推進企業工

人進課堂，通過邀請勞動模範和技術能手進課堂，為學生講授實踐實訓課程，提

升學生實踐應用能力，提高人才培養品質；從高校方面來看，要積極引導任課教

師進車間，通過車間學習和實踐活動積累案例素材，提升教師技能，加快推進「雙

師」型教師培養（谷昕、李宝琴、何畅，2022）。 

(三) 以賽促學，以學促建 

從以往的各類學科競賽來看，更多的是高校作為主辦單位，邀請本校專家教

授參與比賽成果評價，忽視了企業的主體地位。而產學合作協同育人項目的推進

可通過與企業合作共同設計參賽內容，打破以往高校單一主體承辦模式，引進「雙

主體」或「多主體」構建比賽評分標準，真正實現以高品質的學科競賽促進教學

創新，提升學生學習積極性，實現「以賽促學」。同理也可通過教學模式的創新

進一步加快學科建設，形成校區合作的良性迴圈（费志勇，2022）。 

(四) 深入推進課程思政建設，提升人才培養的深度 

從課程思政在高校廣泛推進並大力建設的經驗來看，傳統課程思政模式仍停

留在「為了思政而思政」的淺層，並未真正實現思政育人的效果。產學合作協同

育人的思政導向較為鮮明，主要通過課程思政建設提升學生愛國主義精神、敬業

精神和職業素養，即在注重學生生產技能和創新精神培養的同時，還應加快愛崗

敬業精神、勞模精神及職業素養等方面的教育，通過課程思政建設進一步提升人

才培養的深度，確保產學合作協同育人的品質（刘引涛、陈会玲，2022）。 

 



 

 

臺灣教育評論月刊，2022，11（9），頁 32-37 

 

產學分工培育人才 主題評論 

 

第 36 頁 

五、加快產學合作協同育人長效機制建設 

(一) 加快實現教學環節與生產實際相融合 

從目前中國高等教育發展實際來看，實現完全的產學合作協同育人還需較長

時間，而全國高校學科建設均實現與社會企業產學合作協同育人，也需要更多探

索。目前以代表性學科為試點，逐步推進產學合作協同育人，更應加快建立長效

機制，推進教學環節與生產實際相融合，一是要準確尋求合作企業，加快建立校

企合作規章制度，確保協同育人各環節品質；二是要積極探索校企融合的路徑，

加快優化校企合作的對接部分，實現教學與實踐的高品質融合。 

(二) 加快推進校內教學資源與校外生產資源的融合共用 

高校內部具有豐裕的教學資源，擁有大量發明專利和知識儲備，而校外企業

在生產技能和管理經驗等方面佔有資源優勢，因而產學合作協同育人項目的推進

應加快建設互惠共贏的合作平臺，實現企業為高校成果轉化和人才培養提供支

援，高校為企業技術革新和知識輸出提供理論支撐，加快實現校企資源分享。 

(三) 加快推進新工科、新農科、新醫科和新文科交叉融合 

學科交叉融合是高校的內在優勢，也是現實創新型人才培養的重要途徑，學

科之間的交叉融合不僅可以實現學科優勢互補，還能通過知識的交叉融合產生新

的成果。產學合作協同育人項目的實施，更應突出多學科交叉融合的好處，以學

科交叉融合加快校企合作的成果產出。 

六、結語 

產學合作協同育人專案是有效應對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中國當前經濟改革

和社會變遷的需要實施的。從目前來看，全國高校掀起了大力推進人才培養模式

創新的競賽，產學合作協同育人項目實施效果較好，但也暴露了較多現實問題，

其根本解決途徑在於建立產學合作協同育人的長效機制，推動高校人才培養模式

持續創新，唯此才能向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源源不斷地輸送高品質複合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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