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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共同体合作育人新范式的研究与实践 ①

———以长沙学院为例

匡希龙，韦成龙
（长沙学院 土木工程系，湖南 长沙４１０００３）

摘　要：长沙学院作为地方新建本科院校，以多元化的社会需求为导向，通过“主动参与”同企业及政府深度融合，
协同合作育人。以此促进校企、校地合作培养，合作就业和合作研究，构建了校企双边协同合作育人新范式并初见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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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才培养是高等教育的本质要求和根本使命。提升
人才培养质量，必须坚持育人为本，加强优质教学资源建

设，创新协同育人机制，形成高等学校各自的人才培养特

色［１］。长沙学院将校企协同合作育人作为应用型人才培

养的重要途径，以政府参与和指导下的校企合作为平台，

以校企双边共赢为动力，以科技攻关为桥梁，以专业对口

就业率作为民生工程，从广度和深度上加强与企业的密

切交流，致力于校企协同合作教育。为此，长沙学院专门

成立了长沙市推进校企协同合作委员会，并建立了推进

校企协同合作联席会议制度，以此促进校企、校地合作培

养、合作就业和合作研究，从而构建校企协同合作育人新

范式。

１　校企协同合作的内在关系
校企协同合作是科学技术和高等教育发展到一定阶

段的产物，是对传统的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发展［２］。高等

教育已进入新时代的大众化教育阶段，高校就必须兼顾外

部社会，必须走出高等教育的“象牙塔”并与塔外力量协同

合作，在合作互动中获得发展的资源和办学的理念。

近年来，企业与高校的合作关系在拓展研发领域、课

程开发与学科及专业共建、改进合作方式等方面都有了

明显进展，并对高校的教学理念、学科专业建设、课程开

发、学习方法等带来了新的变化［３－４］。

１．１　基于科学技术研发的合作模式
包括由应用型研究向基础性研究的拓展及由单一项

目合作向多领域、多目标拓展。企业与高校有着不同的

价值观，现代经济理论认为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的责

任，高校则肩负更多的社会责任，因而企业的投入更多的

在应用研究领域，学校的重点偏重于基础研究领域。但

是，应用研究领域必须建立在基础研究领域之上，也就是

说学校为企业提供科技支撑，企业为学校的科研向生产

力转化提供必备条件。另外，传统的企业与高校的合作

研发往往局限于项目本身，目前，这种单一项目的合作模

式正逐渐向多领域、多目标的合作模式发展。

１．２　基于专业人才培养的新型合作方式
在企业与高校的合作中，企业应积极主动协助学校，

改造和完善学校的不利条件，营造适应企业发展的外部

环境，既是处于市场经济竞争环境下企业自主发展的需

要，也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需要。由于企业更清楚最

新科学技术的发展需要什么样的学科知识与技能，把企

业的最新技术与需要提供给学校，并深入学校的科学领

域，共同制定适合需要的专业教学计划，更新教学内容，

企业与学校成了教育的供应者与顾客。

２　国内校企协同合作存在的问题及原因
尽管国内许多新建本科院校在校企协同合作的各个

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一些“瓶颈”问题还有待解决，

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２．１　校企协同合作深度不够
企业与学校合作的愿望不强，不能形成有效的校企

合作共同体。这样，校企合作就容易出现流于形式和表

面化，深度合作的问题一时难以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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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新建本科院校办学历史短，专业建设和学术研

究成果积淀少，加之学校校企协同合作运行机制不完善

或执行力度不够，影响了教师主动为社会服务的积极性，

导致其科技攻关和社会服务的能力不强，不能很好的为

企业解决技术难题，校企双方诉求难以产生共鸣，因此，

很难找到学校与企业合作的切入点；同时，学校用于学生

实践能力培养的经费也不足。这样，学校对校企合作可

能不是出自于内心驱动，或者有校企合作的愿望但学校

又缺乏资金，导致校企协同合作落实不到位。

２．２　少数专业缺乏与企业的实质性合作
政府和企业参与校企协同合作教育的积极性不高，

使部分专业尤其是文科类专业缺乏课题来源，一定程度

上影响了教师主动开展校企协同合作教育的热情，因此，

学校与政府及校企、校地构建校企协同合作教育平台的

工作做得还不够，其措施的执行力也不强。此外，学校对

人才培养的措施主要是理论课程与实践课程的教学，而

与企业开展产学研培育应用型人才的工作尚处于探索阶

段，所涉及的专业面十分有限。

２．３　忽视企业的利益，影响企业合作的积极性
校企合作中，往往更多的是从学校角度出发，缺乏对

企业利益的考量。因此，学校仍处于合作的主导地位，企

业处于“配合”的辅助地位。加之，由于培养对象的身份

是学生，毕业后的走向未定，企业投入不见得能得到直接

回报，所以合作企业大都缺乏热情。利益最大化是企业

的必然追求，在人力资源利用方面也是如此。由于校企

合作中企业的利益主体地位难以保障，企业与学校之间

缺乏直接利益的兼容，致使合作过程中校企之间缺少互

惠互利的合作基础。

３　校企协同合作育人的举措及成效
为有效解决上述突出问题，当地政府、企业、学校三

者必须协调一致，缺一不可。我们从当地政府的层面加

强对区域高教的统筹规划以扶植校企合作，从行业或企

业层面注入资金或购置设备真正支持校企合作，从学校

层面充分发挥自身的科研攻关优势全方位服务校企合

作。通过校企协同合作，当地政府从中获得本地区社会

经济持续高效发展态势，企业从中获得对口的优秀人才

资源和技术服务，学校从中获得更多的优质教学资源和

科研课题，学生从中获得更多的就业机会和更好的就业

岗位。

长沙学院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目标，先后与多家企

业合作共建了“中联班”“三一班”“远大班”“山河班”“软

件工程（服务外包）专业班”“卫星导航认证课程培训

班”，并吸引企业投资１０００多万元参与实验室建设。近
五年来，学校共培养了１．５２万名本科毕业生，其中５１％
以上面向长沙就业。

３．１　以共建实践教学基地为平台，扩展教育教学资源
学校与长沙高新技术开发区、长沙经济技术开发区、

浏阳国家生物产业基地等三大园区签订了产学研战略合

作协议，建立覆盖各学科、各专业稳定的校外实习基地９９
个，其中国家级实践育人基地１个、省级优秀实习基地１０
个，校级优秀实习基地７个。

例如学校本着校企双边共赢的原则，吸引企业为校

内实验实训中心的功能提质改造注入资金。国家级实践

育人基地———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投资

近５０万元，在各分公司培训部为学校提供了各种企业的
相关实物设备；湖南省高校“水产生物工程饲料”校企协

同合作示范基地———湖南九鼎科技（集体）有限公司投资

７５万元，建立了“水产生物工程饲料工程技术中心”；上海
智翔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４５０．７５万元，为机电与
通讯工程实训中心购买了软硬件设备；长沙市月亮星数

码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投资１２０万元，建立了动漫 ＭＩＣ苹
果实验室；安博教育集团投资２００多万元，与学校共同建
设了７个实验室；长大公路检测中心先后投资４００万元购
置仪器设备，一方面为土木工程学生的开放性实验提供

必要的设备和实验场所，共享教学资源；另一方面，为教

师提供横向课题，提升教师的科研能力和社会服务水平。

３．２　以提升创新创业能力为目的，共同培养应用型人才
一方面，学校各教学系部专门成立了专业建设咨询

委员会，聘请企业专家作为各专业建设咨询委员会的委

员，共同制度人才培养方案，研讨并参与专业建设，共同

开展教学改革。例如学校先后与湖南九鼎科技（集体）有

限公司、长沙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湖南路桥

建设集团公司、北京安博在线软件有限公司（服务外包方

向）等众多国内外知名企业签订合作协议，企业从应用型

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双师型教师团队的建设、能力课程

与工学结合特色教材的开发、实习实训基地的长效运作

等方面主动参与专业建设，合作培养应用型本科人才。

另一方面，对接企业，开办富有企业特色的专业班级

或多元化的课程培训班，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创新创业能

力。例如学校先后与三一重工、中联重科共同开办了“三

一班”“中联班”。再如学校与国防科大卫星导航定位技

术工程研究中心联合开办“卫星导航认证课程培训班”，

首批培训学生３０名。上海智翔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为学校提供培训就业项目，并经学校认可后可作为学生

的学分课程，即校企“课程置换”。学校引进安博教育集

团“职业素养提升”及职业能力测评项目（ＣＣＥＰ），并将该
项目融合到“企业文化与职业素养培养”课程教学中，与

安博教育集团工程师合作编写教材４本，已出版教材２
本：《Ｃ语言程序设计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Ｃ语言
项目化实践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内部讲义 ２本：
《ＮＥＴ前沿技术》《ＷｉｎｄｏｗｓＰｈｏｎｅ应用开发》。软件工程
专业的改革引起了社会与新闻媒体的关注，《中国教育

报》《湖南日报》进行了专题报道。学校以校企协同合作

基地作为实操场所，提升学生的动手能力，培育学生的创

业意识。比如，湖南九鼎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建立的“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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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物工程饲料工程技术中心”，承担了大学生开放性实

验项目１０多项，３０多名学生参加大学各类科技创新大
赛，获得了长沙市大学生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２项，三等
奖１项。再如中联重科班学生的《新型全方位水剂喷射
灭火器》获第十二届“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

作品竞赛“二等奖”及湖南省第四届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

制造大赛“一等奖”，《全自动玉米脱粒机》获中南地区港

澳特区第五届大学生机械设计制造创新大赛“二等奖”。

另外，学校还与１０多家校友创办的企业签订“创业实训
基地协议”，为创业学生提供实践平台。近年来，参加各

类创业实践的学生达１０００多人，有３８个创业团队获得
创业富民资金１５７余万元。
３．３　以服务地方经济为出发点，协作开展科技攻关

为了加强科研成果的推广、应用和转化，更好地服务

于地方建设和社会发展，学校出台了《长沙学院关于推进

产学研结合，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暂行办法》及相关的

奖励措施，充分调动了老师科研攻关的积极性。近３年
长沙学院共承担了１６项科技攻关的横向课题，实现科研
产值５５２万元。例如，我校潘怡博士的“湖南省物价局实
时价格监测采价分析系统项目”获得 ４６２．７５万元的资
助；郭清泉教授申报的“２０１２年长沙市科学技术年会主会
场”项目获得长沙市２０１２年科学技术普及立项，获得２２
万的资助经费；张世英教授承担的“Ｔｉｏ２／粉煤灰复合材料
修复污染农田技术研究”工作，经省国土资源厅立项并提

供经费资助１２万元；根据宁波高博科技有限公司与我校
签订的校企合作协议，该公司每年向我校支付１０万元用
于对公司的产品改进和提升；根据中国科学院国家授时

中心与长沙学院签订的技术开发委托合同，我校黄飞江

老师的“基于空间导航信号的时频性能分析”项目获得５
万元的资助；我校张建社教授获得湖南省教育厅环洞庭

湖专项经费３万元的资助。
３．４　创建校企协同合作就业机制，提高专业对口就业率

学校依托长沙市六大产业集群（工程机械、汽车及零

部件、家电、电子信息、新材料、中成药及生物医药），以骨

干企业为支撑，建立校企协同合作就业机制，拓宽就业渠

道，以提高专业对口就业率作为民生工程，减轻社会及家

庭压力。比如，学校依托国家级实践育人基地———长沙

中联重工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出台了适应该公司的

就业机制，使本专业学生进入中联重科的人数年年攀升。

专业对口就业率明显提高。再如，学校依托湖南九鼎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建立的“水产生物工程饲料工程技术

中心”，根据企业需求，修订了生物工程人才培养方案，开

设了生物营养方向课程，培养水产生物营养与饲料工程

人才，基地接受６５人次开展实习、实训，择优录用２１名学
生就业。此外，学校与国防科大卫星导航定位技术工程

研究中心联合开办“卫星导航认证课程培训班”，首批培

训的３０名学生全部被长沙市３家对口企业以高薪“一抢
而空”。

总之，校企协同合作，一方面为学校科研工作者走出

课堂、走进企业，服务地方经济，提升科研能力、专业建设

能力、课程开发能力提供了平台；另一方面，也为学生实

习和就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大大拓展了学校的科技创

新和社会服务舞台，也扩展了教育资源。与此同时，学校

将成为合作企业的战略推动者和技术人才培养的基地，

不但要为企业的战略服务、培养人才、储备人才，还要变

个人学习为组织学习，将学生个人经验物化为企业独有

的知识体系，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校企双边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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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潘懋元．产学研合作教育的几个理论问题［Ｊ］．中国
大学教学，２００８（３）：１５－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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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校对　谢宜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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