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37 卷第 2 期

2024 年 4 月

镇 江 高 专 学 报

Journal of Zhenjiang College
Vol.37　 No.2
Apr.,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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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产业学院是产教融合的新形态,是校企协同育人的载体,建立产业学院是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需

要。 分析产业学院的发展现状、内涵、建设动因及存在的问题,从宏观政策、制度建设、管理模式、运行机制、考核评

价等方面提出产业学院建设路径,从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教材、实践教学、实验实训基地、混编型教学团队、产学研

与社会服务等方面提出产业学院建设内容,着力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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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

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
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为职业教育高质

量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强大动力。 其中针对职

业教育,强调产教融合发展。 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是

职业教育发展的典型特征和核心内容,校企共同培

养适应现代产业发展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是衡量

职业院校办学质量的核心考核指标,也是职业教育

服务社会、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 目前校

企合作大多融而不深,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主体作

用不明显。 为有效解决这个问题,近年来,国家进行

顶层设计,出台相关政策,如 2017 年 12 月 5 日《国
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 (国办

发〔2017〕95 号)提出,引导职业教育资源逐步向产

业和人口集聚区集中,校企合作,设立产业学院;
2019 年 2 月 13 日《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

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发〔2019〕4 号)中《国家

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了产教融合建设要

求;2020 年 7 月 30 日《教育部办公厅 工业和信息

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指南(试
行)〉的通知》(教高厅函〔2020〕16 号)明确产业学

院建设关键要素和建设任务,为推动产业学院高质

量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撑。
产业学院是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载体,建立产

业学院是适应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需要,是
实施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改革的体现。 职业院校应深

化校企合作,整合区域资源,调动企业、行业的积极

性,结合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和产业特点,构建产教融

合协同育人体系和共同体,实现教育链、创新链、产
业链、人才链深度衔接。

众多学者对产业学院进行了大量研究。 崔志钰

等认为,产业学院是由职业院校和具有相当规模的

企业在理念、机制、模式、条件上形成产学研一体化

深度合作、互动双赢的校企联合体[1]。 高鸿等提出

产业学院是一种创新型的产教融合组织形态[2]。
曹福凯等提出,在整合资源中提高产业学院持续发

展能力,规范产业学院科学运行,优化产业学院治理

结构[3]。 刘锦峰等研究了跨境电商产业学院体制

机制建设[4]。 段明从法律、制度、机制、经济、文化

层面分析高职产业学院相关问题,提出治理模式与

实施路径[5]。 聂梓欣等从协调多元力量的利益诉

求、创新立体化的质量评价体系、增强核心竞争力 3
个方面分析构建高职产业学院的模式与路径[6]。
聂伟从理论上厘清产业学院的理论认知,推进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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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企业两种组织形式实体化融合[7]。 李妮娜从全

球化视角下高职院校现代产业学院建设的现状出发

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8]。
以上文献提及了产业学院的校企合作模式,但

各地区产业不同,模式也不尽相同,尤其是经济发达

地区,先试先行,政府有关部门认定了一批产教融合

型企业。 产教融合型企业是区域某一产业的头部企

业,具有一定的规模和代表性,积极与区域内院校合

作,共育人才。
以上文献大多是理论研究,或基于区域产业角

度,区域特征明显,或处于建设初期的探索阶段。 区

域产业不同,管理模式与运行也会存在差异。 产业

学院在本科层次发展迅猛,已有一批被认定为国家

级、省级产业学院;很多专科层次的学校也在建设产

业学院,但没有形成可借鉴的模式,从理论到实践需

进一步探索。
镇江高等专科学校积极探索,专业群对接产业

群,实现人才群、产业群、专业群、岗位群、课程群深

度融合,构建“五群融合”人才培养模式,结合区域

产业特点,建立青云数字、眼视光等产业学院。 笔者

从产业学院建设动因、建设路径入手,提出产教融合

协同育人生态体系模型,构建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共

同体。

1　 产业学院的内涵及建设动因

1.1　 内涵

产业学院是产教融合的新形态,其建立是政策

驱动和新兴产业发展的需要,其发展已呈蓬勃之势。
角度不同,产业学院的内涵表述不同,但其核心要素

和功能定位基本一致,即产业学院是立足区域产业

发展,依托高等院校专业(群)建设的,以高质量人

才培养为主要目标,高校、地方政府、行业协会、企业

机构整合优势资源共同打造的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共

同体。 产业学院的建设主体主要在学校、企业、产业

园区,一般来说,产业学院不是独立法人单位;从联

系程度看,主要有紧密型、松散型;从组织形态看,主
要有实训基地、合作平台、独立办学机构、新型育人

组织等。
1.2　 建设动因

近年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大力发展,但存在一

些问题,如专业设置与区域产业发展联系不紧密,专
业群与产业群对接不紧密,特别是与国家新兴产业、
新技术匹配度不够高;教学内容与岗位需求、技术应

用能力要求有所脱节,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新标

准与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融合不深入。 产业学

院是从规模发展向质量兴校、特色发展转变的典型

教育实践探索,是针对区域产业特点、契合区域产业

发展需求、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载体,是校企合作共

赢的组织形式,在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方面具有巨大

优势。
1) “政行企校” (地方政府、行业协会、企业机

构、高校)多元主体协同共建产业学院,突出企业育

人主体地位,强调企业是至关重要的“一元”。 完善

约束机制,促进企业参与人才培养方案制订、课程开

发、教材编写等,真正实现校企协同育人。
2) 在产业学院建设过程中,高校、企业探索实

施职教集团(联盟)、产教融合共同体等模式办学,
构建育人共同体,丰富产教融合的内涵。

3) 产业学院面向区域产业,加强专业群与产业

群对接、教学内容与岗位要求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

过程对接,提高了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提升了职业院

校服务产业转型发展能力。
4) 产业学院有效实现了“政行企校”共享技

术、人才、信息、资源等,优化了资源配置模式,促进

了教育链、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的有效衔接和深

度融合,推动了产教融合的深度发展。

2　 存在的问题

　 　 1) 制度不落地。 针对保持行业协会、企业机构

参与育人的持续动力和热情,法律层面有相关规定,
但落实不到位。 地方政府也应制定相应的法规[9],
出台相应的资金支持、税收优惠、奖励等政策,保障

企业利益,提高其积极性。
2) 机制不健全。 因为运行机制不健全,参与方

资源整合力度不足,产业学院建设存在一些问

题[10]。 如组织和载体不清晰,长效机制也未建立;
社会服务能力不强,校企互通不畅,专业设置与产业

契合度不高;没有找到利益交集点,激励机制、资源

与利益共享机制不健全,“校热企冷”,教育供给与

产业需求还无法同频共振。
3) 管理不完善。 管理模式和治理架构不完善,

管理模式单一、固化;重视程度不一,造成理事会或

董事会领导的院长负责制在运行中过于形式化、表
面化;受限于主管部门及学校财务、人事制度,混合

所有制停留于表面,产业学院实质性运行很困难;参
与方利益得不到保障。

4) 职能不明确。 在实际运行中,由于机制不健

全、定位不准确等,受各种条件约束,参与方职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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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权利、义务不清晰,造成对利益目标未达成共

识,存在应付、不作为等现象。
在产业学院建设中,校企双方应深入调查分析,

加快政策、理论、模式、运行机制研究,提出行之有效

的办法,突破瓶颈,创新管理模式和运行机制,实现

共赢,促进教育链、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有效衔

接,人才群、产业群、专业群、岗位群、课程群深度融

合,实现人才、技术、设备等资源共享,形成多主体共

建、共管、共用、共享的产教融合协同育人体系。

3　 建设路径

　 　 产业学院是校企融合的共同体,以服务产业发

展为导向,以服务区域产业链的专业群为纽带,推动

企业深度参与协同育人,正逐渐成为产教融合的新

模式和新形态,具有显著的职业教育属性。 职业院

校应探索多主体联合办学、共育人才的模式,建立健

全产业学院管理模式、运行机制,搭建产学研平台,
形成“政行企校”育人共同体,实现人才群、产业群、
专业群、岗位群、课程群深度融合,服务产业、行业、
企业。
3.1　 宏观政策

要发挥校企协同育人作用,确保产业学院行稳

致远,创造社会价值,必须有政策支撑。 国家层面已

出台相关法律、政策,如 2021 年 12 月 31 日《教育部

等八部门关于印发〈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
的通知》(教职成〔2021〕4 号)、2022 年 4 月 20 日颁

布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四

次会议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明确

了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意义和重要性,为职业院校

顺利开展校企合作提供了保障,对企业应承担的社

会责任提出了明确要求。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职业教育法》5 次提到校企合作,9 次提到产教融

合,明确“职业教育实行政府统筹、分级管理、地方

为主、行业指导、校企合作、社会参与”。 2019 年 3
月 29 日江苏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八次会议通过《江苏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

例》。 宏观政策需要尽快落地,地方政府应尽快出

台配套措施,保障校企合作权益。 政府主管部门要

出台相关优惠政策,建立健全合作企业准入与退出、
补偿与激励、配套资金等制度,既为参与企业提供权

益保障,又对参与企业进行一定的约束,引导、规范

产业学院建设。
3.2　 制度建设

不仅要出台宏观政策,明确产业学院的权利和

义务,还要加强制度建设,完善产业学院治理体系,
保障参与方的利益。 在实际操作中,在坚持教育公

益性的前提下,可以将产业学院定性为非营利性、紧
密型校企合作组织,明确产业学院的性质、职责、权
益,让企业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 加强制度建设,如
政府出台《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等,学校出

台《产业学院建设管理办法》《产业教授选聘管理办

法》《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管理办法》《产业学院理事

会章程》等,企业出台《校企合作管理办法》等,组建

多方参与的理事会、专家指导委员会等组织机构,强
调自主管理,突出企业主体作用,发挥企业实践育人

优势,形成制度保障、校企共管、院长负责、专家指导

的管理体系。
3.3　 管理模式

产业学院以培养满足企业需求的高素质技术技

能人才为目标,学校、企业全程参与,投入一定的经

费、设备和人员,达成利益共识。 依托产业学院,企
业获得专门人才,缓解“用工荒”。 但目前产业学院

主体合作大多处于松散状态,管理模式多样,有以企

业为主体的,有以学校为主体的,也有学校、企业

“双主体”的;有混合所有制的,有独立法人的,也有

非独立法人非营利性组织的。 从实际运行来看,职
业院校通常实行校、院两级管理,产业学院大多是作

为二级学院或挂靠在专业相近的二级学院,是非独

立法人机构,需要建立管理机构和专业建设指导机

构,如理事会、专家指导委员会等。
1) 理事会。 理事会一般设理事长 1 名、副理事

长 2~4 名、理事若干名。 理事会主要职责是审议产

业学院理事会章程,审议、决策发展规划及其他重要

事项,管理、监督产业学院日常运行,协调处理产业

学院事务等。 日常管理与运转直接由所挂靠的二级

学院或理事会负责。
2) 专家指导委员会。 专家指导委员会一般采

用校企“双主任”负责制,主要由企业专家、高校学

者、行业专家、产业教授等组成。 企业专家熟悉企业

的岗位需求和业务流程,高校学者熟悉人才培养流

程和课程体系。 专家指导委员会将产业链需求、新
技术、新工艺、新规范、新标准等融入人才培养方案、
专业设置、课程体系,并进行动态调整。

3) 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 组织架构主

要分为 3 级,一般设院长 1 名,由学校分管领导或二

级学院院长担任;副院长 2 名,校企双方各委派 1
名;其他工作人员由参与方共同指定。

4) 相关约定。 参与方以框架协议和补充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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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职能划分、项目管理、年度规划、存档备案、财
务管理、资产管理、方案制订、成果归属、项目考

核、学生管理、学分认定、学生就业、收益分配等

事宜。
3.4　 运行机制

产业学院建设与运行机制密切相关,校企双方

应共建产教融合协同育人长效机制,确保共同建设、
共同管理,资源与利益共享,风险共担。

1) 共建共管机制。 参与方共同投入软件、硬件

设备,共建、共管实验实训实习就业基地、工程技术

中心、研发中心等。 理事会、专家指导委员会负责决

策和发展事务,院长履行管理职能,参与方分工明

确,协同管理,规范运行。
2) 共享机制。 在产业学院建设中,参与方共享

资金、资源、技术、实验实训或研发设备、人员、场地

等,在框架协议或补充协议中需明确投入、分配比

例,确保合法合规。 通过资源与利益共享机制实现

资源利用最大化。 明确参与方的责任与义务、成果

形式、违约责任等,实现共赢。
3) 激励机制。 产业学院建设成果最终体现在

人才培养、专业建设、企业发展等方面[11],建立激励

机制可以激励师生员工认真工作,服务社会,促进区

域经济发展。
4) 交流机制。 参与方定期以理事会商讨和现

场沟通的方式总结、反思各项工作开展情况。 参与

方及时交流人才状况、技术需求、研究成果、课程体

系、专业技能、资源投入、利益分配等,重视校企文化

融合,实现畅通交流,夯实合作基础。
5) 互融机制。 建立良性互融机制,保障行业专

家、企业专家、高校教师形成立体式互动。 教师进入

企业学习专业技术,提升实践能力,学生进入企业进

行情景式实践学习。 行业专家、企业骨干来校授课、
作讲座、交流技术,分享企业产品开发经验,提升学

生认知和实践能力。
3.5　 考核评价机制

形成多元化评价,依据科学方法评价产业学院

建设指标,及时修正,促进产教融合协同育人良性循

环。 同时,制订开放化的评价标准,包括过程性评

价、年度绩效评价标准,调动参与方积极性,探索增

值性评价。 增值性评价主要考量共建产业学院后,
学校在人才培养、专业内涵建设等方面的变化,企业

在产值、降低人力和技术成本等方面的变化。 年度

绩效评价指标主要包括专业共建、资源开发、队伍建

设、基地建设、产学研合作等。 通过产业学院自评,

行业、企业、学校等多方专家评价,获得最终分值,作
为年度绩效评价的依据。

4　 建设内容

　 　 一般来说,产业学院是面向产业群(链)建立

的,从人才培养的角度分析,其专业设置、课程体系、
教学内容、教学场所、考核评价与产业联系密切,具
有明确的产业服务指向,主要针对区域产业群(链)
对应的岗位群设置专业。 结合镇江高等专科学校青

云数字、眼视光产业学院建设实践,产业具体建设内

容如下:
1) 人才培养方案。 基于 “合作共赢、职责共

担”,参与方共同制订、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共同制

订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质量监控标准、实施方

案等。
2) 课程。 参与方共同构建专业课程体系,依据

职业院校专业教学标准,基于岗位工作内容整合教

学内容,以行业、企业的实际项目为教学案例。 开展

“1+X”证书制度工作,将证书内容、要求有机融入课

程体系,优化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
3) 教材。 参与方根据生产实际、岗位要求、教

学需求整合资源,编写教材。 如根据教学应用场景

开发校企合作教材、工作手册式教材、活页式教材

等,收集虚拟仿真案例,并进行数字化改造,形成数

字化资源。
4) 实践教学。 转变教学形态,将实践教学置于

车间、工程技术中心、研发中心等场地,实现生产性

情景式项目教学,如与江苏睿泰数字产业园有限公

司开展数字媒体设计专业的实习实训、实践项目开

发等。 以小班化学徒制、冠名班、订单班等为主要教

学形式,建立厂中校、校中厂等,实现专业与产业对

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教学内容与岗位技能

对接,融入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新标准等内容,
提高学生的职业素养。

5) 实验实训基地。 参与方共建育人所需、教
学想用、研发能用的实训室,企业开发产品所需的

实验室,实现共建、共管、共享,如江苏睿泰数字产

业园有限公司与学校共建校内直播平台,捐赠设

备用于教学和视频制作。 开发校内、校外生产性

实践基地,满足企业生产、研发与学校实践教学

需要。
6) 混编型教学团队。 参与方组建由教师、企业

专家、行业专家组成的混编型教学团队,开展交流学

习、创新创业活动,提升教师业务能力。 企业可以为

·4·



学校提供每年至少 1 个月的师资培训,或集中或分

散,培养产教融合型教师。
7) 产学研与社会服务。 参与方以产业学院为

依托,建立产学研合作机制,利用省级平台申报各级

各类项目,开展科学研究,共同打造创新平台。 企业

为教师转化科研成果提供帮助,校企双方共同为社

会提供技术支持、决策咨询、项目研发等服务,不断

提高产业学院的科研和社会服务能力。

5　 结束语

　 　 产业学院应调研产业需求,整合校企资源,开
设产业转型升级所需专业,与企业共建产教融合

协同育人机制,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促进职

业院校高质量发展。 笔者分析了产业学院的建设

现状、内涵及建设动因,针对产业学院建设中存在

的问题,如制度不落地、机制不健全、管理不完善、
职能不明确等,从宏观政策层面、制度建设、管理

模式、运行机制、考核评价等方面提出建设路径,
如建立产业学院理事会、专家指导委员会、理事会

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等,优化共建共管机制、共享

机制、激励机制、交流机制、互融机制,从人才培养

方案、课程、教材、实践教学、实验实训基地、混编

型教学团队、产学研与社会服务等方面提出具体

建设内容,以期对产教融合协同育人体系构建具

有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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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onstruction path of industrial colleges in vocational institutions
TANG Hongyu, WANG Qi, SHA Ou

(School of Electrical and Information (Transportation), Zhenjiang College, Zhenjiang 212028, China)

Abstract: The industrial college is a new form of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and a carrier for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between colleges and enterprises. Constructing the industrial college is a need of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technical and skilled personnel. This thesis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connotation, motivation,
and problems in the construction of industrial colleges. The construction paths of the industrial college are put
forwar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cro policies, institutional construction, management models, operational
mechanisms, and assessment and evaluation. The construction contents of the industrial college are put forwar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alent training plans, courses, textbooks, practical teaching, construction of experimental and
practical training bases, teaching team of mixed professionals, industry, college and research and social services so
a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talent cultivation.

Key words: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vocational education; industrial college; talent cultivation;
construction 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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