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 —

政 策 研 究
党委政策研究室 第 15 期 2022 年 9 月 29 日

深化产教融合协同育人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产教融合。党的十九

大报告明确提出深化产教融合重大改革任务。高校深化产教融合

协同育人，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是

推动高等教育创新发展、培养卓越拔尖人才的战略举措，也是服

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

一、政策参考

深化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改革，发挥企业重要主体作用，

促进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结构要素全方位融合，培养大

批高素质创新人才和技术技能人才。

支持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加强学科、人才、科

研与产业互动，推进合作育人、协同创新和成果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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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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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改革。健全需求导向的人才

培养结构动态调整机制，建立紧密对接产业链、服务创新链的学

科专业体系。探索产教融合深度发展体制机制创新。完善现代学

校和企业治理制度，积极推动双方资源、人员、技术、管理、文

化全方位融合。

——国家发改委等六部门《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

方案》（发改社会〔2019〕1558 号）

鼓励校企合作联合培养。支持相关高校与国内能源、交通和

建筑等行业的大中型和专精特新企业深化产学合作，针对企业人

才需求，联合制定培养方案，探索各具特色本专科生、研究生和

非学历教育等不同层次人才培养模式。

——教育部《加强碳达峰碳中和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体系

建设工作方案》（教高函〔2022〕3 号）

二、理论观点

把就业作为高等教育结构调整重要内容。引导高校重点布局

社会需求强、就业前景广、经济社会发展需求旺盛的专业，同时

又是人才缺口的学科专业。对就业率过低、多年持续不适应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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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的要及时调整，研究适合经济社会发展、适合学生全面成长

的学科专业，着力完善人才培养质量与就业市场、经济社会发展

需求相契合的教育结构和教育体系。

——教育部部长 怀进鹏

校企协同要做到相互促进，地方、企业与高校在科技、人才、

资源等方面的需求必须高度契合，比如地方的优势产业与高校派

出的学科要方向契合；产业发展急需的人才与高校输出的人才要

层次契合；地方和企业提供的各种资源，包括科研条件、项目、

经费等，与高校人才培养的短板要供需契合。

——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教授 任其龙

三、实践探索

1.西安交通大学以中国西部科技创新港为载体，深度融入社

会与科技前沿。与行业龙头企业建立校企联合实验室，与世界顶

尖学术机构建立国际联合研究平台，学生在校内接触最前沿科技。

密切关注国家和社会需求，构建开放的研究平台，强化与社会、

企业结合，加强学科交叉融合；物理空间和内涵建设面向社会开

放，学生在开放的环境中学习、研究，加深对社会、企业的了解。

2.浙江大学以浙江工程师学院为试点，成规模、成机制产教

融合培养卓越工程师。与政府合作创办全国首家研究生培养层次

的工程师学院——浙江工程师学院，实行校内外双导师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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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师授课、企业项目实践、国际院校交流实习和国际双学位合

作培养等，优秀毕业生可同时获得学历、学位和工程师职称证书。

四、有关建议

1.构建适应社会需求的学科专业体系。以就业为导向，加快

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推进人才培养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优化人才

培养类型结构，大力培养急需紧缺人才，着力培养满足国家发展

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高素质人才。

2.推进校企合作多方协同育人。发挥大学理事会、电力行业

卓越工程师培养校企联盟等平台作用，与能源电力企业共同设计

培养目标、制定培养方案、实施培养过程，用好行业企业优势人

才培养资源，在产学深度融合中提升学生实践创新能力。

3.打造实践型特色鲜明的教师队伍。将行业特色融入教师职

业发展全过程，支持在职教师定期到行业企业实践锻炼，引进行

业一线技术和管理人才，探索具有学校特色的教师成长体系，促

进师资队伍与行业实践交叉渗透、相互融合。

4.建立产教融合发展导向的评价体系。制定以实践创新能力

为导向的学位申请要求和培养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强化分类培养

和分类评价，支持学生实习实践、创新创业，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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