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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等教育产教融合质量对于完善产教融合体系进一步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具有重要意义。产教融合质量涵
盖教育与产业深度结合、科教融汇有效性、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等７个方面，主要特征有专业与产业需求紧密对接、课程与
教学内容具有实践导向等。通过分析高等教育产教融合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运用多种研究方法，构建包含３个一级因
素（治理、生成、水平）及３０个二级因素的指标体系，并通过信效度分析验证问卷的有效性和可靠性。为提升产教融合质
量，从顶层设计、治理结构、人才培养质量、教学改革经费投入等１０个方面进行产教融合质量对策分析。提出强化战略
规划系统性、优化政策环境与资源配置、深化产学研用融合创新、拓宽国际合作与交流渠道、加强质量监控与持续改进、

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与文化环境等提升策略，以确保产教融合项目的持续优化和长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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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社
会对于高素质技术技能应用型人才的需求日益增

长。作为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高等教育

特别是地方本科院校与高职院校的教育质量直接

关系到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与潜力［１］。在

这一背景下，产教融合作为一种创新的教育理念

与模式，日益受到关注与重视［２］。产教融合不仅

能够有效整合教育资源与产业资源，促进教育与

产业的深度融合，还能够提升人才培养的针对性、

实效性和适应性，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多元化需

求。然而，当前地方本科院校与高职院校在推进

产教融合过程中，仍面临诸多挑战与问题，产教融

合质量参差不齐。这其中涉及政府、高校、企业、

行业等多个层面的因素，涵盖政策环境、资源配

置、合作模式、师资队伍、课程体系等多个方面。

因此，系统研究高等教育（地方本科院校与高职

院校）产教融合质量的影响因素，对于提升产教

融合质量、优化人才培养模式、促进经济社会可持

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１　高等教育产教融合质量的内涵要义和
主要特征

１．１　高等教育产教融合质量的内涵要义
产教融合指的是教育与产业深度融合，通过

学校与企业、行业之间的深度合作，共同参与人才

培养全过程。这种融合不仅体现在教学内容与产

业需求的对接上，更在于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

学资源等多方面的深度融合。地方本科院校与高

职院校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产教融

合的质量直接关系到人才培养的效果和社会服务

的能力。产教融合是一个涉及政府、高校、企业、

行业等多元主体的复杂系统，各主体在产教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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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共同推动产教融合质

量的提升。政府通过制定政策、提供资金支持等

方式引导产教融合的发展；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

主体，负责教育教学活动的组织和实施；企业作为

人才需求方，为高校提供实践教学基地和就业机

会；行业则通过制定职业标准和参与人才培养，确

保人才培养的方向性和针对性。

产教融合质量的内涵是指产教融合在人才培

养质量、科研创新质量、社会服务质量等方面的效

果。人才培养质量方面，要求培养出既具备扎实

理论基础又具备较强实践能力的高素质技术技能

人才［３］，能够迅速适应产业发展需求，成为推动

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科研创新质量方面，

鼓励高校与企业、行业合作开展科学研究和技术

创新，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４］，推动产业

升级和经济发展。社会服务质量方面，通过提供

技术咨询、培训服务、文化传承等多种形式的社会

服务，满足社会对高等教育的多元化需求，提升高

校的社会影响力和信誉度。产教融合质量的提升

是一个持续优化的动态过程。随着科技的不断进

步和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产教融合的内容和形

式也要不断进行创新和完善。高校应密切关注产

业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变化，及时调整专业设置

和课程体系，优化人才培养方案，确保人才培养与

社会需求的高度契合。同时，还应加强与企业、行

业的沟通与合作，共同探索新的产教融合模式和

路径。

高等教育（本文特指地方本科院校与高职院

校）产教融合质量的内涵要义在于通过教育与产

业的深度融合，实现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建立具

有系统性和长效性的合作机制，促进教育与经济

社会的协调发展，提升人才的国际竞争力。一是

教育与产业的深度结合。产教融合的核心在于促

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

接［５］，使教育更好地适应产业发展的需求，为产

业提供高素质的实用型人才。二是科教融汇的有

效性。科教融汇强调科学研究、科技创新与教育

教学的有机融合，旨在将科研成果和科技创新的

理念、方法、资源等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提升教

育的科学性和创新性。三是人才培养模式的创

新。产教融合要求建立需求导向的人才培养模

式，通过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等方式实现人才培养

的社会化、市场化，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效率。

四是产教融合的系统性和长效性。产教融合不仅

仅是单个项目或活动的合作，而是构建系统的合

作机制和长效的合作关系，确保教育与产业的持

续互动和共同发展。五是多方参与和资源共享。

产教融合需要政府、企业、学校、行业等多方参与，

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形成协同育人的良好

生态［６］。六是教育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产教

融合有助于推动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通

过教育培养满足社会和产业发展需求的人才，同

时促进教育自身的改革和创新。七是国际化视

野。全球化背景下，产教融合还应关注国际合作

与交流，引进国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和实践经验，提

升人才培养的国际竞争力。

１．２　高等教育产教融合质量的主要特征
高等教育产教融合质量的主要特征可以归纳

为以下几点。一是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的紧密对

接。首先，高度契合性。地方本科院校与高职院

校的专业设置紧密对接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

升级的需求，确保专业方向与产业发展趋势一致。

这种对接不仅体现在专业名称上，更深入到课程

体系、教学内容和实践环节等各个层面。其次，动

态调整。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变化和市场需求的

持续更新，高校能够灵活调整专业设置和招生规

模，确保人才培养的时效性和针对性。这种动态

调整机制是产教融合质量的重要保障。二是课程

体系与教学内容的实践导向。首先，理论与实践

并重。产教融合要求高校在课程体系构建上注重

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既强调理论知识的学习，

又重视实践能力的培养。通过引入企业真实案

例、项目和技术标准，使教学内容更加贴近产业实

际。其次，强化实践教学。高校通过增加实践教

学环节比重、建设校内外实训基地、开展校企合作

项目等方式，强化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实践教

学不局限于实验室和模拟环境，更要深入企业一

线和生产现场，让学生亲身体验产业运作过程。

三是“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首先，双素质要

求。产教融合对师资队伍提出了“双师型”素质

要求，即教师应该既具备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又

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行业背景。这有助于提升

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效果。其次，多元化来源。

高校积极引进企业专家和技术骨干担任兼职教师

或客座教授，同时鼓励专任教师到企业挂职锻炼

或参与企业项目研发。这种多元化的师资队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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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有助于促进产学研深度融合和协同创新。四是

多方协同的合作机制。首先，多元主体参与。产

教融合涉及政府、高校、企业、行业等多方主体。

各方在共同愿景和目标下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

形成多方协同的合作机制。这种合作机制有助于

整合各方资源，共同推动产教融合质量的提升。

其次，利益共享与风险共担。在产教融合过程中，

各方主体应秉持利益共享和风险共担的原则，建

立长效稳定的合作机制。通过明确各自的权利和

义务，确保合作关系的持续性和稳定性，从而推动

产教融合质量不断提升。五是持续优化的质量保

障体系。首先，质量监控与评估。高校应建立健

全产教融合质量监控与评估体系［７］，对产教融合

的全过程进行实时监控和定期评估。通过收集和

分析相关数据和信息，及时发现和解决存在的问

题，确保产教融合质量的持续改进和优化［８］。其

次，反馈与调整。根据质量监控与评估结果以及

市场需求变化等信息反馈，高校应及时调整专业

设置、课程体系、教学内容和实践等关键环节，确

保人才培养质量与社会需求的高度契合。这种反

馈与调整机制是产教融合质量保障体系的重要组

成部分。

２　高等教育产教融合质量的主要影响
因素

在深入探讨了高等教育产教融合质量的内

涵、特征及重要性之后，要有效提升产教融合质量

就必须明确并深入理解其背后的主要影响因素。

２．１　明确高等教育产教融合质量主要影响因素
的研究方法

在探讨高等教育产教融合质量的主要影响因

素时，调查方法至关重要。一是文献研究法。通

过查阅学术论文、政策文件、研究报告等资料，了

解产教融合质量影响因素的研究现状和理论基

础。这有助于明确研究的方向和重点，为后续的

研究工作提供理论支持和分析框架。二是问卷调

查法。问卷调查是收集大量数据和信息的有效手

段。在设计问卷时，应围绕产教融合质量的主要

影响因素，设计科学合理的问题和选项。可以设

计开放性问题和封闭性问题，以全面了解参与产

教融合各方的意见和建议。同时，为了确保问卷

的有效性和可靠性，需要进行预调查和信度效度

检验。三是访谈法。访谈法可以弥补问卷调查的

不足，通过深度访谈关键人物（如高校领导、企业

负责人、行业协会专家等），获取更有深度的、具

体的信息。访谈可以围绕产教融合的实际操作过

程、遇到的问题、改进建议等方面展开，为分析影

响因素提供第一手资料。四是实地考察法。实地

考察是了解产教融合实际情况的重要途径。通过

参观高校的教学设施、实训基地，以及企业的生产

现场、研发中心等，可以直观地感受产教融合的质

量和效果。实地考察还可以与访谈相结合，深入

了解产教融合的具体操作和存在的问题。

２．２　针对高等教育产教融合质量主要影响因素
的调查分析

在阐述了高等教育产教融合质量的内涵要义

及特征之后，课题设计了问卷进行调查分析，并对

问卷进行了信效度分析，力图揭示对高等教育产

教融合质量有影响的因素。

２．２．１　调查问卷的设计
调查问卷包括三个部分。一是产教融合单位

信息部分，包括学校名称、所属地区、学校类型

（地方本科院校／高职院校）等。二是参与人员信
息部分，包括受访者的职务、职称、专业领域等。

三是产教融合质量的主要影响因素部分，基于前

述文献研究、专家调查访谈，本研究构建了高等教

育产教融合质量影响因素的二级体系，主要包括

产教融合质量治理、产教融合质量生成、产教融合

质量水平３个一级因素。其中，产教融合质量治
理包括定位与目标、内部治理结构、外部治理环境

等３个二级因素；产教融合质量生成包括人才培
养模式与方案、产教协同育人、人才培养质量保

障、专业体系建设、课程教材资源共建、实践教学

体系、国际交流合作、教育教学改革、经费投入保

障、教学条件建设、协同创新制度、协同创新项目、

协同创新平台、协同创新成果、协同成果转化、人

才服务、科技服务、社会服务等１８个二级因素；产
教融合质量水平包括教师数量结构、教师发展机

制、教师能力水平、思想道德、能力素质、就业质

量、认可度、满意度、影响力等 ９个二级因素。３
个一级因素共有３０个二级因素，设计如表１所示
的３０个正向问题。
２．２．２　调查问卷的信度分析

通过信度分析可以验证调查量表内部各题目

之间的一致性，以及整体量表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本研究共有１５１个受试者参与了调查。量表中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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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３０个测量项目。运用 ＳＰＳＳ进行分析得到
Ｃｒｏｎｂａｃｈ＇ｓα系数为 ０．９８８。通常认为 α系数在
０．７以上就表明量表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而
０．９以上则表明量表的内部一致性非常高。因
此，信度分析的结果表明，该量表各个项目之间具

有很高的内部一致性，在测量其所要测量的概念

时，各个项目之间是相互一致和稳定的。

２．２．３　调查问卷的效度分析
通过效度分析可以评估调查量表是否真正捕

捉到了高等教育产教融合质量主要影响因素的核

心内容，以及这些测量指标之间是否存在逻辑上

的一致性。课题组运用 ＳＰＳＳ进行效度分析的项
目、因子分析和共同度等数据如表１所示。

表１　高等教育产教融合质量主要影响因素及其效度分析

一级维度之一：产教融合质量治理

题号 二级维度 含义 因子１ 因子２ 共同度

Ｑ１ 定位与目标
学校产教融合办学定位清晰，发展目标和专业人才培养目标明确，具有

产教融合发展的顶层设计理念与思路
０．５５ ０．５８ ０．６４１

Ｑ２ 内部治理结构
学校产教融合内部治理结构合理，治理体制制度完善，治理能力与水平

较高
０．６４ ０．５５ ０．７０６

Ｑ３ 外部治理环境
政府、企业、行业等支持参与学校治理的体制机制比较完善，在学校治理

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０．８４ ０．２８ ０．７８７

一级维度之二：产教融合质量生成

题号 二级维度 含义 因子１ 因子２ 共同度

Ｑ４ 人才培养模式与方案 学校建立了多元化的符合区域产业发展需要的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 ０．７２ ０．５３ ０．７９７

Ｑ５ 产教协同育人 学校建立了产教协同育人机制且执行效果良好 ０．７７ ０．５１ ０．８５４

Ｑ６ 人才培养质量保障
学校建立健全产教融合质量监测与评价体系，人才培养质量得到持续性

提高
０．８５ ０．３１ ０．８２０

Ｑ７ 专业体系建设
学校着力提升专业体系与产业体系匹配度，建立了专业动态调整机制且

执行效果良好
０．７７ ０．４６ ０．８０１

Ｑ８ 课程教材资源共建 校企共建课程教学资源，共同开发的课程与教材覆盖学校所有专业 ０．７４ ０．４８ ０．７７６

Ｑ９ 实践教学体系 学校产教融合实践教学体系完善，执行效果获得企业一致肯定 ０．８１ ０．４８ ０．８８０

Ｑ１０ 国际交流合作
学校积极参与“一带一路”沿线等国家相关企业职工培训、技术合作等且

取得良好效果
０．７３ ０．４６ ０．７４７

Ｑ１１ 教育教学改革
学校产教融合教育教学改革成效突出，涌现出一大批高质量教研教改

成果
０．７４ ０．５２ ０．８２６

Ｑ１２ 经费投入保障 政府、学校、行企、社会的多元化投入已成为学校经费的重要来源 ０．７５ ０．４３ ０．７４３

Ｑ１３ 教学条件建设
产教融合的教学条件（校外实习基地、产业学院、产教融合体等）持续完

善且在人才培养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０．６８ ０．５７ ０．７８１

Ｑ１４ 协同创新制度 学校建立了完善的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的协同创新机制及管理制度 ０．８０ ０．４７ ０．８５１

Ｑ１５ 协同创新项目 校企合作开展高水平项目研究且科教融汇成效良好 ０．７５ ０．５２ ０．８３１

Ｑ１６ 协同创新平台
校企共建了一批协同创新平台（联合研究中心、工程技术中心等）且运行

效果好
０．７０ ０．５４ ０．７７４

Ｑ１７ 协同创新成果
校企合作产出了一批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技术发明、工艺创新、产品开发

等成果
０．７６ ０．４４ ０．７７２

Ｑ１８ 协同成果转化 校企合作研究成果转化产生了良好效益 ０．８０ ０．４５ ０．８４２

Ｑ１９ 人才服务 学校为国家战略、区域经济发展、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重要的人才支撑 ０．５１ ０．６６ ０．７００

Ｑ２０ 科技服务 学校成为当地企业技术革新、产品开发的重要合作伙伴 ０．７３ ０．４９ ０．７８５

Ｑ２１ 社会服务 学校成为当地企业技术培训、信息资源、文化建设的重要合作伙伴 ０．５４ ０．６５ ０．７１１

一级维度之三：产教融合质量水平

题号 二级维度 项目 因子１ 因子２ 共同度

Ｑ２２ 教师数量结构 学校“双师型”教师结构、比例合理，兼职教师数量充足 ０．５４ ０．６７ ０．７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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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２３ 教师发展机制
学校建立有专门的教师发展中心，且在教师专业化发展、企业兼职教师

教学能力提升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０．５３ ０．７０ ０．７６８

Ｑ２４ 教师能力水平
学校专任教师、企业兼职教师的能力水平能满足学校发展和人才培养的

需要
０．３９ ０．８３ ０．８３３

Ｑ２５ 思想道德
社会普遍反映学校培养的学生思想素质高，具有较好的工匠精神、职业

精神
０．４０ ０．８３ ０．８５６

Ｑ２６ 能力素质 学生在技能大赛、学科竞赛中获得多个省级以上的竞赛奖项 ０．３０ ０．８６ ０．８３６

Ｑ２７ 就业质量 在同类院校中，学生就业率高，就业质量好 ０．３６ ０．８３ ０．８１３

Ｑ２８ 认可度 学校产教融合在区域内乃至全国具有较高的社会声誉 ０．５７ ０．６７ ０．７７０

Ｑ２９ 满意度 用人单位满意度、学生对母校的满意度、教师的满意度均比较高 ０．５４ ０．６９ ０．７６５

Ｑ３０ 影响力
省域媒体、全国性媒体能持续性报道学校的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协同创

新成效
０．５９ ０．６８ ０．８０８

－ 主要参数

特征根值（旋转前） ２２．３５ １．２７ －

方差解释率％（旋转前） ７４．５１％ ４．２４％ －

累积方差解释率％（旋转前） ７４．５１％ ７８．７５％ －

特征根值（旋转后） １３．２０ １０．４２ －

方差解释率％（旋转后） ４４．００％ ３４．７５％ －

累积方差解释率％（旋转后） ４４．００％ ７８．７５％ －

ＫＭＯ值 ０．９６３ －

巴特球形值 ６５６３．８８９ －

ｄｆ ４３５．０００ －

ｐ值 － －

　　（１）因子１和因子２的贡献。因子１和因子
２共同解释了大部分方差（旋转后分别为４４．００％
和３４．７５％），表明这两个因子在产教融合中起着
重要作用。多数项目在因子１和因子２上都有较
高的载荷，说明这些项目在产教融合中都是关键

要素。

（２）关键项目识别。在因子１上载荷较高的
项目包括Ｑ３、Ｑ４、Ｑ５、Ｑ６、Ｑ７、Ｑ９、Ｑ１４、Ｑ１５、Ｑ１６、
Ｑ１７、Ｑ１８等，这些项目主要涉及外部治理环境、
人才培养模式、产教协同育人、人才培养质量保

障、专业体系建设、实践教学体系、协同创新制度

及项目等方面。在因子２上载荷较高的项目包括
Ｑ２４、Ｑ２５、Ｑ２６、Ｑ２７等，这些项目主要涉及教师能
力水平、学生思想道德和能力素质、就业质量等

方面。

（３）共同度分析。大部分项目的共同度都较
高（＞０．７），说明这些项目在产教融合中具有较高
的重要性和一致性。

（４）特征根值。旋转前，因子 １的特征根值
为２２．３５，因子２的特征根值为１．２７。特征根值表
示因子对原始数据的解释能力，特征根值越大，表

示该因子对原始数据的解释能力越强。旋转后，因

子１和因子２的特征根值分别为１３．２０和１０．４２。旋
转后的特征根值更加均衡，说明两个因子对原始

数据的解释能力更加接近。

（５）方差解释率。旋转前，因子 １的方差解
释率为７４．５１％，因子 ２的方差解释率为 ４．２４％。
方差解释率表示因子对原始数据变异的解释程

度，方差解释率越高，表示该因子对原始数据的解

释能力越强。旋转后，因子１和因子２的方差解
释率分别为４４．００％和３４．７５％。旋转后的方差解
释率更加均衡，且两个因子的累积方差解释率仍

为７８．７５％，与旋转前相同。
（６）ＫＭＯ值和巴特利特球形值。ＫＭＯ值为

０．９６３，接近１，说明原始数据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巴特利特球形值为６５６３．８８９，ｄｆ为４３５．０００，ｐ值
未给出但通常应小于显著性水平（如０．０５），表示
原始数据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性，适合进行因子

分析。

综上，效度分析的结果表明，该问卷的 ３０个
项目可以较好地被两个因子所解释。大部分项目

的共同度较高，说明这些项目与两个因子的关联

度都较强。旋转后的因子分析结果显示，两个因

子的特征根值和方差解释率更加均衡，且累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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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解释率与旋转前相同，说明旋转后的因子结构

更加合理。ＫＭＯ值和巴特利特球形值的结果也
支持进行因子分析。因此，可以认为该问卷具有

较好的结构效度，能够较好地测量其所要测量的

概念。由此，得出３０个高等教育产教融合质量的
影响因素。

２．３　针对高等教育产教融合质量影响因素的对
策分析

在全面剖析了高等教育产教融合质量的主要

影响因素后，针对这些因素采取有效的对策，是提

升产教融合质量的关键所在。一是顶层设计与战

略规划方面，针对 Ｑ１（定位与目标），应进一步明
确和优化学校产教融合的办学定位、发展目标和

专业人才培养目标，确保顶层设计理念与思路的

先进性和可行性。制定长期和短期的产教融合发

展规划，确保各项措施有序实施。二是治理结构

与治理环境方面，对于 Ｑ２（内部治理结构）和 Ｑ３
（外部治理环境），应继续完善学校产教融合的内

部治理结构，提升治理能力与水平，确保产教融合

工作的顺利进行。加强与政府、企业、行业的合

作，构建更加完善的外部治理环境，形成多方共治

的良好局面。三是人才培养质量与专业建设方

面，针对Ｑ４至Ｑ９（人才培养模式与方案、产教协
同育人、人才培养质量保障、专业体系建设、课程

教材资源共建、实践教学体系），应持续推动多元

化的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建立健全质量监测

与评价体系，提升专业体系与产业体系的匹配度，

并加强课程教材资源的共建和实践教学体系的完

善，确保人才培养质量的持续性提高。加强学生

思想道德和能力素质的培养，提高学生的就业竞

争力和社会适应能力。积极参与国家战略、区域

经济发展和社会服务，提高学校的社会声誉和影

响力。四是教育教学改革与协同创新方面，针对

Ｑ１１至Ｑ１８（教育教学改革、经费投入保障、教学
条件建设、协同创新制度、协同创新项目、协同创

新平台、协同创新成果、协同成果转化），应不断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保障多元化经费投入，完善教

学条件，并建立健全产教融合、科教融汇的协同创

新机制及管理制度，推动高水平研究项目和平台

建设，促进研究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加强协同创

新平台的建设和运行管理，确保校企合作产出高

质量的学术研究和技术创新成果。积极推动校企

合作研究成果的转化和应用，产生良好的经济和

社会效益。五是经费投入与保障方面，建立多元

经费投入机制，确保产教融合项目的持续性和稳

定性。鼓励政府、学校、行企、社会等多方投入，形

成经费来源的多元渠道。不断完善产教融合的教

学条件，如校外实习基地、产业学院等，确保人才

培养质量。校企共建课程教学资源，共同开发课

程与教材，提高教学内容的实用性和针对性。六

是社会服务与人才支撑方面，对于 Ｑ１９至 Ｑ２１
（人才服务、科技服务、社会服务），应继续为国家

战略、区域经济发展、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人才支撑

和科技服务，成为当地企业技术革新、产品开发的

重要合作伙伴。七是教师队伍建设方面，针对

Ｑ２２至Ｑ２４（教师数量结构、教师发展机制、教师
能力水平），应优化“双师型”教师结构和比例，加

强教师发展中心的建设，提升专任教师和企业兼

职教师的能力水平。八是学生全面发展方面，对

于Ｑ２５至Ｑ２７（思想道德、能力素质、就业质量），
应注重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工匠精神和职

业精神，提升学生的能力素质，确保学生就业率

高，就业质量好。九是社会声誉与满意度方面，针

对Ｑ２８至Ｑ３０（认可度、满意度、影响力），应持续
提升学校在区域内的社会声誉和影响力，提升用

人单位、学生和教师的满意度。十是国际交流与

合作方面，对于 Ｑ１０（国际交流合作），应积极参
与国际产教融合项目，特别是与“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的合作，提升学校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

３　提升高等教育产教融合质量的策略
在提出了一系列旨在提升高等教育产教融合

质量的对策建议之后，为了确保这些建议能够得

到有效实施并取得预期成效，需要进一步探讨落

实这些对策建议的推进策略及其具体方法和路

径。通过强化战略规划的系统性与执行力、优化

政策环境与资源配置、深化产学研用融合创新、拓

宽国际合作与交流渠道、强化质量监控与持续改

进机制、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与创新文化环境等提

升策略，进一步提升高等教育产教融合质量，推动

高等教育与行业产业的深度融合和协同发展。

３．１　强化战略规划的集成创新与执行力
首先，构建动态调整机制。在跨部门协调机

制的基础上，增加动态调整机制，根据产业发展趋

势和技术变革，定期更新产教融合战略规划，确保

战略的前瞻性和适应性。其次，实施项目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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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产教融合目标细化为具体项目，每个项目明确

责任人、时间表和预期成果，通过项目管理工具进

行跟踪和评估，从而提高执行效率。再次，强化绩

效考核。建立战略执行的绩效考核体系，将产教

融合成效纳入学校和企业负责人的绩效考核指

标，确保战略规划的有效落地。

３．２　提升政策环境与资源配置的灵活性
首先，设立政策创新试验区。围绕产教融合

政策创新开展试验，先行先试新的政策、制度和模

式，为全面推广积累经验。其次，建立资源配置市

场化机制。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通过招投标、项目

合作等方式，优化教育资源和产业资源的配置，提

高资源使用效率。再次，拓展多元化融资渠道。

在政府投入和社会资本之外，探索利用国际金融

组织贷款、外国政府赠款等多元融资渠道，支持产

教融合项目。

３．３　深化产学研用融合创新生态系统建设
首先，建设产教融合创新生态链［９］。围绕产

业链、创新链构建产教融合生态链，促进高校、企

业、科研机构、政府等多方主体的深度融合和协同

创新。其次，强化知识产权保护与成果转化。完

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建立科技成果快速转化机

制，鼓励高校和企业共同申请专利，共同开发新产

品。再次，打造产教融合品牌。通过举办产教融

合论坛、展会等，打造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产教

融合品牌和项目，提升国际合作与竞争能力。

３．４　拓宽国际合作与交流渠道的深度与广度
首先，建立国际产教融合联盟。与国际知名

高校、企业、科研机构等建立长期合作关系，共同

成立国际产教融合联盟，推动全球范围内的资源

共享和合作。其次，推进国际化人才培养。加强

与国际教育机构的合作，共同开发国际化课程，推

动学生互换、教师互访等交流项目，培养具有国际

视野和跨文化交流能力的复合型人才。再次，参

与全球治理。积极参与产教融合的全球治理，如

国际标准制定、国际项目评估等，提升我国在国际

产教融合领域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３．５　强化质量监控与持续改进机制的闭环管理
首先，建立数据驱动的质量监控体系。利用

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建立产教融合质量

监测数据库，实现数据的实时采集、分析和反馈。

其次，强化项目的持续改进。根据质量监控结果，

定期发布质量报告，针对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持续

改进项目，确保产教融合质量的持续提升。再次，

建立质量激励机制。将质量监控结果与资源配

置、项目审批等挂钩，对表现优异的单位和个人给

予表彰和奖励，激发各方提升质量的积极性。

３．６　营造鼓励多元参与的良好社会氛围与创新
文化环境

首先，构建产教融合命运共同体。通过政策

引导、舆论宣传等方式，增强社会各界对产教融合

的认同感和参与度，形成政府、学校、企业、社会共

同参与的产教融合命运共同体。其次，培育创新

文化。鼓励高校和企业建立创新文化，营造敢于

创新、善于创新、乐于创新的良好氛围，激发师生

的创新精神和创业热情。再次，强化社会责任与

可持续发展理念。将社会责任和可持续发展理念

融入产教融合的全过程，推动高校和企业在追求

经济效益的同时，关注社会公益和环境保护，实现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赢。

４　结语
本文系统论述了高等教育产教融合质量的内

涵、特征及关键要素，如教育与产业深度结合、科

教有效融合、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等，总结了专业设

置与产业紧密对接、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实践导

向等核心特点［１０］，采用多种研究方法，构建了产

教融合质量影响因素的二级体系，验证了调查问

卷的信效度，提出了提升产教融合质量的十大对

策，涵盖顶层设计与战略规划、治理结构与环境优

化、人才培养与专业建设、教育教学改革与协同创

新、经费保障、社会服务与人才支撑、教师队伍建

设、学生全面发展、社会声誉与满意度提升、国际

交流与合作加强等方面。同时，为确保产教融合

项目持续优化与长期发展，本文提出了分阶段实

施、政策激励、产学研用紧密合作、拓宽国际视野、

加大宣传力度、建立评估反馈机制等策略。新质

生产力发展背景下，课题组将结合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的新形势、新机遇与新挑战，持续关注产教

融合动态，探索产教融合新机制、新模式与新路

径，助力高等教育可持续发展、内涵式发展和高质

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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