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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学院赋能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

演进及其途径
乔 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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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产业学院作为近年来新兴的科教产教融合平台，既是教育功能的承载者，也是人才培养和科技

创新高地的承担者，基于产业学院赋能区域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战略的实践演进，从一体化交汇点的

角度，分析产业学院赋能教育、科技、人才的适切性，找准赋能途径，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开

辟新领域新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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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大力推进现代产业体系建设，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坚持教育强国、科技

强国、人才强国建设一体统筹推进。产业学

院作为近年来新兴的科教产教融合平台，集

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专业教学、企业服务

等功能于一体，是教育、科技、人才的聚合

高地，既是教育功能的承载者，也是人才培

养科技创新高地的承担者。产业学院着力培

养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新型劳动者队伍，

孕育智能、绿色、高效的科学技术，加快科

技成果落地转化，致力打通教育、科技、人

才循环通路的卡点、堵点，实现三者有效贯

通、融合发展、良性循环，为教育、科技、

人才一体化开辟了新领域新赛道。

一、产业学院赋能教育、科技、人才一

体化战略发展的现实演进

（一）产业学院赋能教育科技人才事业

是新时期国家发展的现实需要（1978-2011

年）

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经济、社会领域发

生巨大变化，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

新时期。1988 年 9 月，随着“科学技术是第

一生产力”和“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提出，

通过教育塑造人才资源提升科学技术水平，

愈发对经济建设起到重要作用。1995年，在

《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中，首次

提出科教兴国战略，并在同年召开的全国科

学技术大会上，明确科教兴国要坚持教育为

本，把科技和教育摆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

要位置。自此，科教兴国战略成为加速全社

会科技进步和教育发展的重要国家战略，为

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建设和发展提供强劲动

力。2002年，《2002-2005全国人才队伍建设

规划纲要》中正式提出大力实施人才强国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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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强调人才强国战略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战略选择。2007 年，国家将科教兴国

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人才强国战略明确

为三大国家基本战略，并写入党章和十七大

报告。之后相继颁布系列重大战略规划，进

一步明确了我国在科技进步、教育改革、人

才发展方面的行动路径[1]。这一时期，我国

从国家发展战略需求，统一谋划、顶层设计，

出台系列政策明确了教育、科技、人才在社

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中的发展方向与联动

定位，促进教育、科技、人才事业在各自领

域获得较快发展。但三者并未走上融合发展

之路，教育、科技、人才事业发展相互割裂

依然严重，各项工作尚未形成合力，优质资

源难以在独立赛道之间形成有效配置，平行

发展制约协同效应，人才供给侧与产业需求

侧不匹配、科研成果转化率低等问题频出，

亟需多主体协同发力、整合多种资源、重构

知识体系，形成产学研用深度融合实体解决

这些重大而复杂的“超科学”问题[2]。

为落实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培养

符合经济建设发展的产业人才，解决企业需

求与高校人才培养脱节问题，“产业学院”应

运而生。1988 年，覃晓航在一篇针对广西民

族高等教育发展的文章中，首次提出要根据

当地经济发展需要创办一所“产业学院”[3]。但

这里的“产业学院”并非现在我们所熟识的产

业学院，实质上是职业技术学院[4]。随着《职

业教育法》《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

等国家政策法规相继出台，公办职业学校与

企业合作办学，形成前校后厂（场）、校企合

一的办学实体，兼具教学、经营、社会服务

等功能，推进“产学研”一体化，成为产业学

院的萌芽形态[5]。2006 年，浙江经济职业技

术学院与浙江物产集团联合创建了物流产业

学院和汽车后服务连锁产业学院[6]。这是产

业学院作为产学研结合组织实体的第一次出

现，超出了狭义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

合作的范畴[4]，发挥了产学研合作的整体规

模效应,以互动和双赢为模式，推动着校企双

方在深层次的共同发展[7]。

（二）产业学院赋能教育、科技、人才

一体化战略发展是新时代强国建设的必然选

择（2012年至今）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我

国以建设创新型国家为目标，对教育、科技、

人才工作顶层设计、全面部署，使三者在全

领域、各要素上逐步形成了更为深入的融合

关系，正式进入一体协同发展阶段。党的十

八大指出“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

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

的核心位置”，强调要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将“创新驱动”的这一理

念引入“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框架中。

党的十九大强调“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优

先发展教育事业”“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加快

建设人才强国”，将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

战略，确定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需要坚

定实施的重大战略。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战略，这既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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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对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是对未来

发展的深远谋划，为新时代教育科技人才事

业发展指明了方向，开辟了三者一体化融合

发展的新征程。

在新发展格局下，“畅通教育、科技、人

才的良性循环”[8]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

亟需培养高素质应用型、创新型、复合型的

急需人才，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人才支撑。

依托新兴科教产教融合平台产业学院，优化

人才培养模式，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

战略发展开辟了新赛道。近年来，我国多次

出台政策文件，大力推进依托产业学院建设，

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紧密

结合，为当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

注入新动能。2017年，国家出台《关于深化

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鼓励企业依托或者联

合职业学校、高校设立产业学院，这是首次

在国家政策文件中提出“产业学院”。此后教

育部等部委相继颁布《关于加快建设发展新

工科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 2.0 的意

见》、《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

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关于教育支持社会

服务产业发展、提高紧缺人才培养培训质量

的意见》等文件均提及依托面向产业急需建

设与行业企业等共建共管的现代产业学院，

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快培养产业紧

缺人才。2020年，教育部等部门联合印发《现

代产业学院建设指南（试行）》，提出“以区域

产业发展急需为牵引，面向行业特色鲜明、

与产业联系紧密的高校，重点是应用型高校，

建设一批现代产业学院。”[9]首次以国家政策

性文件明确了产业学院的功能和性质，以及

在人才培养模式、专业建设质量、校企合作

课程、实习实训基地、高水平教师队伍、产

学研服务平台、管理体制机制七个方面明晰

了具体建设任务，为今后产业学院的建设发

展指明方向、规范路径，标志着产业学院建

设进入国家级示范项目推动的新阶段。2021

年，《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

见》中提出“推动校企共建共管产业学院、企

业学院，延伸职业学校办学空间”[10]。2022

年，教育部关于印发《绿色低碳发展国民教

育体系建设实施方案》，提出建设一批绿色低

碳领域现代产业学院，培养绿色低碳发展领

域的高层次专业化人才。同年，教育部办公

厅等四部门印发《关于加快新农科建设推进

高等农林教育创新发展的意见》，指出“瞄准

农林区域产业发展需求，以应用型高校为重

点，支持建设一批农林类现代产业学院。”[11]

创新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协同育人模式，着

力加强学生实践能力培养，培养一批适应性

强、高素质的复合型农林人才。党的二十大

召开以后，国家接续出台系列重大文件，大

力加强了高等教育依托产业学院培养各行业

产业急需人才力度。2023年，教育部等五部

门印发《普通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调整优

化改革方案》，强调在行业特色鲜明、与产业

联系紧密的高校建设 300 个左右现代产业学

院，推动专业性（行业特色型）高校进一步

提高特色化办学水平。同年，教育部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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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发《关于开展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的通知》，

提出通过中职、高职（含职教本科）学校、

普通本科等学校，建设产教融合实训基地，

校企共建产业学院，打造一批兼具人才培养、

创新创业、促进产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功能的

市域产教联合体，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

业链、创新链紧密结合。

随着国家系列重大文件政策出台，产业

学院建设在全国各省市取得很大进展。2021

年，教育部联合工信部启动了首批现代产业

学院建设工作，立项 50 个国家级现代产业学

院。东南部沿海省市紧跟国家步伐，率先开

展了国家、省级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截至目

前，广东已有 50 所本科高校主动对接省内支

柱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共建有 285 个产业

学院，成立现代产业学院发展联盟，发布《高

质量建设现代产业学院的共识（广东共识）》，

打造现代产业学院的“广东品牌”。江苏、上

海、浙江、安徽四省共同举办长三角现代产

业学院建设高峰论坛，成立长三角现代产业

学院协同育人联盟，目前加入联盟的长三角

区域本科高校已达 110余所[12]。2021年起，

教育部在中西部高校布局建设一批现代产业

学院，共建共享优质教育、科研、人才资源。

宁夏面向自治区“六新六特六优”产业人才需

求，组建电子信息、装备制造、葡萄与葡萄

酒等 16 个现代产业学院，年招生规模达 1 万

人[13]。贵州省以校企“双元”育人为着力点，

大力支持校企共建二级产业学院，培养产业

急需人才 7000余人，推动职业教育与本土大

型国有企业、当地园区联盟联结，实现职业

教育与省内主导产业、城乡融合发展联袂联

动[14]。

一直以来，产业学院以培养推动新质生

产力发展的新型劳动者为核心，整合校、企、

行、政等多主体资源，以国家战略支柱产业

和新兴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致力将人才培

养与行业产业向深层次融合，培养了大批产

业发展急需的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人才，

有机衔接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

加快智能、绿色、高效的科技成果落地转化，

为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人

才和智力支撑，赋能国家科技事业、教育事

业、人才事业取得显著成效，成为新时代科

技、教育、人才一体化战略高质量发展的必

然选择。

二、产业学院赋能教育、科技、人才事

业一体发展的适切性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是中国式现代

化建设、国家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命

题，三者协同推进新质生产力发展，形成高

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需要教育、科技、人

才良性循环。当前，高校作为教育教学、科

技创新、人才培养三项工作的聚集地，仍存

在教育、科技、人才工作发展脱节的现象，

部分高校“重科研、轻教育”，在职称评定和

人才选拔的重要环节一味追求科研业绩，而

忽视教师教育教学能力的提升，无法打造高

质量“师资”支撑教育功能，培养的学生也就

不能满足社会科技发展的需要，进而引发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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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难、就业差等问题；也有部分教师在科研

上选择“躺平”，“教师不搞科研，就没有自己

的观点，也就不会选择正确的教学内容”，就

无法了解最前沿的知识、理论、技术、成果，

面对企业抛来的问题无力解决、培养的学生

与社会需求脱节。这些教育、科技、人才不

平衡发展的问题，直接制约教育、科技、人

才三者有机结合、衔接互促、良性循环，亟

需能够平衡推进教育教学、科技创新、人才

培养工作的实体平台，耦合资源、打通堵点，

让各项优质资源在各环节间顺畅流动，为发

展一体化战略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产业学院作为一种新型的科教产教融合

教育实体，集聚高校、政府、企业等多元力

量共建共享，面向国家产业发展需求，高校

与行业企业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

系、方式方法、保障机制，通过校企导师联

合授课指导，提升学生解决生产实际问题能

力与创新能力，增强教育教学实战性，培养

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型劳动者。产业学

院培养的学生毕业后可直接留用企业，参与

企业技术研发与生产营销，同时，企业依托

产业学院引入高校科研成果和科研人才，建

立产业研究院、联合实验室等科研平台，加

速企业技术攻关与高校科研成果实地转化，

形成师生共同服务现代产业发展局面。打通

教育培养人才，人才驱动科技的循环通路。

同时，依托产业学院，将产业技术最新研究

成果及时引入教学过程，修订原有课程、教

学方法中的不适合经济产业发展的部分，提

升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适应性，促进科技反

哺教育，继而培养人才的良性循环。依托产

业学院构建创新生态系统，打造教育、科技、

人才一体发展的“栖息地”，通过人员流、知

识流、物质流在教育、科技、人才间动态交

换、畅通流动，实现教育、科技、人才三者

良性循环、一体融合发展。

图 1 产业学院赋能教育、科技、人才

一体循环发展

三、产业学院赋能教育、科技、人才一

体化战略发展途径

产业学院集聚政府、高校、企业多元主

体联合发力，向产业学院持续输送人力、资

金、信息、知识等“能量”，保障专业教育实

战化、人才培养复合化、科技转化高效化，

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赋能增效。

（一）面向教育强国建设，打造育人高

地。教育是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的先导和基

础，是创新型国家“生产”经济社会发展急需

人才的重要途径。产业学院坚持育人为本，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以强化学生职业胜

任力和发展潜能为目标，培养符合产业高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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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发展和创新需求的高素质人才，推动产业

转型升级、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通过深化产

教融合、校企合作，“引企入教、引企入校”，

与企业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

方式方法、保障机制等。围绕国家和地方确

定的重点发展领域，着力打造特色优势专业，

实现多专业交叉复合，推动专业集群式发展。

以项目制为导向开展实践教学，创新政企学

研合作模式，打造面向国家产业发展需求的

实践教学和实习环境，促进课程教学对接技

术发展、人才培养融合产业需求，提升学生

解决生产实际问题能力与创新能力，破解人

才培养供给侧与产业发展需求侧的结构性矛

盾，切实增强人才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适应

性。

（二）面向科技强国建设，构建创新平

台。科技创新是教育生产和人才创造的“水

源”,是加快经济产业创新发展的“催化剂”。产

业学院作为产学研深度融合平台，坚持“四个

面向”，以区域产业发展需求为导向，整合高

校与企业双向科技资源，依托产业研究院、

联合实验室等科研平台，围绕产业技术创新

关键问题开展协同创新，充分发挥各自优势，

校企联合开展科技攻关、成果孵化等工作，

实现高校应用科学研究成果有效转化落地，

直接服务现代产业体系发展，提升产业创新

发展竞争力。推动科教产教融合，将最新研

究成果及时引入教学过程，促进科学研究与

人才培养紧密对接，提升产学研协同服务产

业能力。打通纵向创新链，构建横向交叉链，

推进教育链、人才链与创新链、产业链加速

衔接，服务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15]。

（三）面向人才强国建设，实现人才富

集。人才是科技创新和教育现代化的重要资

源，是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科技自

立自强的强劲动力。产业学院聚焦人才工作

顶层设计，健全人才培养、引进、使用、流

动机制，优化人才培养模式，推进人才培养

供给侧与社会发展需求侧精准对接，富集发

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急需的人才

资源。打通高校企业人才双向流通渠道，通

过产业学院引进产业发展急需高层次人才，

共建一批教师企业实践岗位，加速技术攻关

与科研成果实地转化；选聘行业、企业业务

骨干、优秀技术和管理人才到高校担任企业

导师，开展校企导师联合授课、联合指导，

推进教师激励制度探索，打造专业性、职业

性的高质量复合型教学团队。瞄准与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的结合点，不断优化专业结构、

改革教学方法、更新课程内容，完善产教融

合协同育人机制。

基金项目：河北省创新能力提升计划

2023 年度软科学研究专项“区域产业学院赋

能河北省科技教育人才一体化发展战略研究”

（项目编号：23557625D，主持人：乔潇）；

2024 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利

益相关者视域下产业学院社会认同度的提升

策略研究”利（项目编号：202402167，主持

人：乔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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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dustrial college as the emerging science and education industry fusion platform in

recent years, is not only the carrier of education function, is also the undertaker of talent training

an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highland, based on industry college can assign the practice

of regional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lent integration strate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gration intersection, analysis of industry college can assign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lent fitness, can assign way, for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talent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open up new track.

Key words: Industrial college; empower;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nd

tal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