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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双一流”背景下高校加强校企合作的必要性 
刘高锋  朱姝源
中央财经大学  北京   100081

【摘要】在“双一流”背景下，加强校企合作对高等教育的发展意义重大。“双一流”建设是我国高等教育发展
的重要方向，高校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就是创新，不断的加强特色专业的设置，努力形成“学校、行业、企业”三
者有机结合的联动机制，与区域经济产业发展相结合，依托学校优势，瞄准产业前沿，加强与企业联系，促进学
校“双一流”建设发展。文章尝试对校企合作的机制进行探讨，对“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加强校企合作的必要
性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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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简称“双一流”，

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国务院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新时

期，“双一流”建设对高等教育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机

遇和挑战。为了更好的实现向应用型学校的转变，使教

育教学改革不断深化，认真推进学校的内涵式发展，针

对学校人才培养，学科建设进行特色发展、创新发展，

本着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紧紧围绕“双一流”建设、“转

型升级”这一发展目标，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对

学校加强校企合作，整合社会资源，努力提升高校办学

水平，增强社会影响力，促进学校发展等几点分析，结

合本人的工作经验提出一点浅薄的看法。

1校企合作模式浅析
校企合作最早出现在 19世纪的德国和美国。当时，

德国校企合作模式又叫做双元制 ( DualesSystem)教

育，双元即指学校和企业，学校主要负责专业技术知识

的传授，企业主要负责学生的技能实训。美国校企合作

模式称为“合作教育”( Co-operativeEducation)模式，

该模式是由高校自发发展起来的，其主体主要四学校、

雇主和学生，美国政府在“合作教育”实施过程中并不

扮演特定角色，只是按情况给予政策上的支持。这种教

学理念是比较实际的，随着我们国家现代化教育发展不

断的深入壮大，高等教育发展十分迅速，与此同时，校

企合作的重要性也日益凸显出来。总的来说，我国高等

教育的校企合作进展还是比较良好的，但是随着社会经

济不断的发展，企业发展也随着时代的进步提出不同的

新要求，在学校“双一流”建设的关键期，学校必须要

对接社会发展需求、行业企业发展需要，立足行业发展

前沿，加强校企合作能力，实现“共赢”发展。

2高等教育实施校企合作模式的必要性
2.1高校发展的要求

首先，从高校人才培养的职能角度来讲，学生是学

校的主体。学校通过与企业加强合作，建立大学生实习

实践基地，学校推荐优秀毕业生进入企业开展实习实训，

通过课堂教学与实习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加强学校人才

培养，提升学生实践能力、工作能力、适应能力，同时

在学生深入企业发展第一线，认真了解企业新的技术和

工作流程，对提升我校人才培养能力，提升社会影响力，

助力学校“双一流”发展意义重大。

其次，从高校科学研究的职能角度来讲，学校拥有

较强的师资优势和科研优势，教师是学校科研发展的主

体力量。加强校企合作，深化学校与企业联系，立足企

业行业发展需求，结合学校优势，开展科学研究，努力

提高学校教师的科研能力，提升学校科研水平。校企合

作还能促进教师不断的学习专业知识，走在行业发展的

最前沿，还能有机会接触生产或者工作的第一线，认真

的了解企业新的技术，新的工作流程等等，形成适合学

生的培训以及实操讲解。

再者，高等教育最为关键的就是形成自己的特色学

科，加强学科建设也是提升我校与其他兄弟院校的社会

竞争力、影响力的关键举措之一。地方经济各有特色，

从这一点来说，发展学校特色专业非常有必要加强校企

合作。学校和企业通过不断的进行信息沟通与更新，确

定符合地方特色产业或者说行业需求量、缺口最大的人

才培养与输送模式，共同设计、优化学校学科建设，打

造特色学科，培养一批适合行业企业发展前景需求、具

有实际操作、能直接投入到一线生产工作的应用型人才。

最后，校企合作能够促进高校的可持续发展。在学

校 “双一流”建设的关键之年，在形成学校特色专业

的过程中，大力发展学校科研工作，促进学校内涵式发

展，做到可持续发展，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紧跟社

会经济发展变化和深入了解行业发展方向和前景。因此，

学校要积极与政府对接，与企业互通，与企业建立密切

联系，加强校企合作，增强学校办学实力、促进人才培

养、提升科研水平、加强社会服务，从而扩大学校社会

影响力，提升学校知名度，坚持可持续发展。

2.2企业经济发展的需求

新时期，高等教育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不断增

强，具有“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

创新”的职能，这也决定了高校的发展既需要服务于社

会经济的发展。首先，从学校人才培养的角度来看。学

校加强人才培养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适应新时期社会经

济发展的需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企业行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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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也在不断的升级转型，想要实现更好的生存以及发

展，就要不断的增加人才的输入，尤其是随着企业不断

的扩大，产业线不断的升级，一线的生产以及工作人才

缺口一直是持续的，企业必须稳定劳动力资源，那么来

自学校的人才输入是非常优质的来源。只有加强校企合

作，密切学校与企业联系，结合学校人才优势，立足行

业发展前沿，才能培养适合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型人才。

其次，从高端人才培训的角度来说。企业员工是企

业的发展的重要主体，企业的向好发展离不开企业员工

工作能力和自身素质的不断提升，因此，企业的发展需

要不断加强企业员工的专业能力提升和素质能力的增

强。加强校企合作，利用高校的师资优势和学科优势，

对企业员工开展短期高端人才培训，帮助企业解决企业

员工专业能力不够、管理能力不足等问题，从而更好地

保障企业健康发展，在不影响企业工作效率的情况下对

企业的整体学历水平进行更新换代，促进企业的整体实

力提升。

3在“双一流”背景下进行校企合作的举措
多元化的校企合作是高校发展的一条重要策略，对

学校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有重要意义。加强

校企合作，密切学校与企业联系，立足行业发展前沿，

通过在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等方面的合作，

推动了学校的建设发展，同时也在业务创新、成果转化、

组织管理、咨询服务、行业影响等方面为合作方提供强

有力的支持，促进学校“双一流”建设发展，实现共赢。

3.1建立校企合作动力机制

在“双一流”建设过程中，校企合作动力机制建立

是非常重要的，虽然校企合作是双向的，但是触发学生

动力的主体一定是高校，这种模式的本质也就是作为一

种学习和工作相结合的上课形式来对学生进行培养。在

我看来企业的盈利特性决定了对合作教育的局限性，对

于学生培育教育这方面起到的作用是不大的，换句话说

很多刚毕业或者没毕业的学生非常懵懂的进入某个企业

进行工作，美其名曰是为了学习“经验”，但是这种局

限性就造成了公司并不能实现完整的“教育”功能，所

以学校培养就十分的重要，校企合作动力机制首先学校

要选取一个合适的项目，或者对项目进行优化，变成对

学生更为适合的课程设计，这一方面既能不偏离企业的

需求，还能够做到与企业理念相同。其次学校在校企合

作动力机制中扮演的一定是学生的“动力”，可以尝试

以测评，测验的形式对学生到企业进行学习打分，借此

来督促学生。

3.2强化学校与企业之间的理念

想要更好的实现“双一流”的校企合作，学校与企

业之间一定要保持理念上的统一，尤其是民办院校更需

要把校企合作当成培养本校高素质人才的基本道路，例

如可以聘请企业成长导师带学生；同时，在平时课堂上

对学生的管理也要不断与合作的企业相靠近，而企业也

需要不断的与学校沟通，提出对人才的需求，这样才能

培养企业想要的人才，双方互惠互利。

3.3优化课程合作模式

我们以前总是称作为“订单模式”，但是这并不能

满足企业发展的实际需求，要切实从合作企业创新的角

度对课程教学内容进行调整和创新，可以按照专业课程

教学活动的现实需求，开展学校和企业深度合作。在课

程教学活动的过程中，合理安排学校教育教学活动和企

业实习实训的时间，在交替融合教学中优化人才培养工

作的综合效果。总的来说就是注重课堂的教学与实际的

相结合，塑造更好的企业型需求人才。

4 结束语
校企合作要坚持“以服务求支持，以合作促发

展”的工作宗旨，秉承“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协同创新、共谋发展”的工作理念，紧密结合学校

“双一流”建设目标，在服务、合作、发展中整合

资源，涵养财源，通过建立开放共享合作机制为社

会资源的聚集提供优质平台，实现学校发展同社

会需求的紧密契合，不断完善与相关行业企业密

切合作的模式，促进学校“双一流”建设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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