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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评”政策下数字化产业学院高质量专业建设的途径
李志谦

（佛山高明技师学院，广东 佛山 528500）

摘要：本文针对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不深入的现状，借力“产教评”政策，以数字化产业学院为例，探讨企业如何深度参与人才培养

的全过程，学校如何抓住“产教评”的政策优势开展高质量的专业建设，为社会输出符合企业要求的合格人才，解决数字化制造下催生

的新岗位人才缺失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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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制造引领了工业 4.0 技术高速发展，学校培养人才的

速度、专业建设的速度远远滞后于企业的用工需求；针对企业用

工需求和社会人才质量错位的问题，“产教评”政策能很好地实

现深度产教融合、学岗直通。数字化产业学院中引入“产教评”

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从面上为学生高质量就业开辟了有效途径，

高质量的专业建设离不开行之有力的政策支撑，“产教评”模式

是实现政、校、企三方共赢的模式。

一、“产教评”技能人才培养模式的实质是深度产教融合

“产教评”技能人才培养模式是广东省人社厅 2023 年提出的

一项激活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的政策，旨在解决数字化制造下

企业招不到符合要求的员工的问题，被称为“三方九出八共”的

人才精准培养模式。三方指的是政府、企业、学校，九出指的是“龙

头企业出标准、出岗位、出师傅，院校出学生、出教师、出教学

资源，政府出政策、出资金、出管理”，八共指的是“校企共同

制定培养标准、共同制定评价标准、共同招生招工、共同开发课程、

共同培训、共同评价、共同激励、共同管理”。

这一模式精准解决了企业用工难的问题，特别是数字化制造

下催生的新技术对应的新岗位；“产教评”培养下最终与学生签

订了劳动合同的企业，省政府按人数给予补贴，从而在根本上解

决了校企合作过程“校热企冷”的问题。“产教评”技能生态链

下的企业分为龙头企业、骨干企业、链主企业、链员企业，从社

会的角度是为产业链培养人才，不是单纯针对某个企业培训员工；

学校抓住链主企业的用工难点，共同建立产业学院，与链员企业

形成就业岗位群，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过程，这是产业学院运

作避免有名无实、企业功能缺失的突破口。

从学校的角度，产业学院的建立是为了深度产教融合、企业

参与全过程育人，“产教评”的“八共”正好解决了这一问题；

产业学院最终输出的是对接行业需求的人才，职业教育高质量人

才的培养靠高质量的专业建设实现。

二、数字化制造产业链中的企业如何在产业学院的专业建设

中发挥作用

在制造业当家，数字化当红的今天，数字化、智能化制造让

传统工作岗位的数量、技术发生了颠覆性变革，职业学校的人才

培养没有企业深度参与，不可能为实施了数字化转型的企业培养

出符合要求的 IT、OT、CT、DT 人才，产教融合单靠学校根据企

业的利益点拉动显得乏力，在“产教评”技能人才培养模式下企

业可以多层次、多角度参与人才培养过程。如图 1 所示，企业参

与产业学院人才培养过程的形式是多样化的，但离不开日常的教

学管理。

图 1 企业在产业学院专业建设过程的作用

（一）校企为主，结合行业标准建立考评指标

按照“三方九出八共”，在企业学习的学生不是单纯的以学

徒制方式培养人才，学校与企业要互派师资参与教学，培训结束

实施考核时，考核标准首先是以对接“产教评”的企业的岗位标

准为基础建立，在此基础上再对接产业链的行业标准进一步细化，

学校以教育管理的角度对考核指标进行完善。只有校、企、行要

素完整的考评标准，才是“产教评”的考核标准。

（二）专业改革中发挥专业所在产业链的企业作用

按照技工院校的办学要求，需定期召开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

校企合作委员会以不断获取企业、行业、教育一线的技术和信息，

让人才培养方案不断修订、完善以跟上时代发展的需要。建立了“产

教评”关系的企业必须是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的核心成员，是共

建课程的金砖伙伴。

（三）“产教评”的合作企业为培训的学生提供用工岗位

在“三方九出八共”中，“九出”包括了企业出岗位，这是“产

教评”政策能实现精准育人的关键要素，岗位的数量、工作内容

由企业制定，学校要根据企业的岗位群去归纳典型工作任务，确

定代表性学习任务（课程内容）。在定向培养“产教评”的学生

群体时，企业可以为该群体提供见习、实习、跟岗的课程，最终

提供就业岗位，这样学生可以渐进式地认识合作企业的企业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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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模式、岗位技术，让最终的上岗顺理成章。

（四）校企共建企业课程和学校课程

“产教评”下的人才是产业链的人才，一个专业面对一类岗

位群培养社会人才，学校要发挥自己在课程建设、教学管理的优

势，企业要发挥自己行业技术、生产管理的优势，校企双方确定

学生在校内要完成的基础课程和在企业要完成的定向岗位课程，

这样才能让“产教评”成为真正的产教融合。学校课程的实施要

有企业技术人员参与，参与方式可以是实训指导、企业管理宣讲、

生产工艺教学；学生到企业完成企业课程时，必须有学校教师参

与到学生生活管理、教学管理过程，弥补企业教学方法单一、学

生管理等同员工管理的问题。

三、学校端如何借力“产教评”政策实现数字化产业学院的

高质量专业建设

（一）师资要跟上企业的技术步伐

当前的数字化制造技术，不只是信息化、自动化两化融合的

技术，边缘计算、数字孪生、MES 系统、SCADA 数据集成、AI 决策、

大数据挖掘、区块链等新技术的涌现，让数字化制造的岗位不是

向细分发展，而是向综合发展；这导致了实施数字化制造的企业

需要的岗位技术人员是综合型的人才，知识结构单一的学生难以

在“产教评”下的数字化制造企业立足。

学校课程的实施主要依靠校内教师实现，教师若脱离数字化

制造的新技术闭门造车，不改革课程体系和课程内容，就会造成

学校课程对接不上企业课程。教师是专业建设的核心要素，因此

教师要沉下心来不断学习数字化的新技术，切实通过企业实践提

升自己，学校要把师资培养放在专业发展的首位，为教师企业实

践提供资金、时间、组织的支持。

（二）实现课程与数字化、智能化制造深度对接

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方案是根据当地的产业链就业岗位群去

制定的，典型工作任务来源于企业，与数字化制造相关的专业（如：

电气自动化、智能制造、数字孪生、工业视觉、工业机器人、工

业互联网）必须深入数字化制造企业开展企业、行业调研，更新

典型工作任务和代表性工作任务，把数字化、智能化制造的技术

与传统课程融合，并开设适应新就业岗位群的专业课程。这是高

质量专业建设的重点内容，也是利用数字化产业学院的运作模式，

让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过程的方式之一。

（三）严格考评环节，引入淘汰机制，分层次就业

“产教评”的培养对象是经过初步面试、考核确定的培训对

象，但不是所有进入“产教评”培养项目的学生就有了就业岗位，

要在培养过程和培养结束时设置多道考核关，把企业标准引入学

校课程、企业课程，数字化制造中就业的人才是“产教评”技能

人才培养体系中优中选优的人才，被考核淘汰的培养对象，学校

再安排到产业链中的对口企业进行跟岗实习。

数字化制造催生的 IT、OT、CT、DT 岗位技术人才，按国家

的八级工标准可以划分为初、中、高三个水平层次，“产教评”

遴选出来的就业人员可以根据水平跳级评定水平和划定工资等级，

企业根据考核结果决定是否以岗定人、签订劳动合同。分层就业

可以让培养质量层次化，不是一味最求高端就业，把高质量就业

定义为“高薪”就业；只要学生就业岗位对口、有职业上升渠道、

工资水平达到本岗位的社会平均水平就是高质量就业了。

（四）教学模式与管理模式要跟上现代产业的要求

数字化产业学院是与数字化、智能化制造进行深度产教融合

的教学组织模式，没有与企业管理相接轨的教学管理模式和课堂

实施模式，没有进行工学一体化课程建设，则不可能建设出高质

量的现代化专业。

教学管理模式一方面是做好管老师的工作，另一方面是做好

管学生的工作；类似于企业的生产管理，教师的绩效奖励制度要

与学生的就业质量（对口就业率、流失率）挂钩，教师的个人业

务能力提升要有考核制度，特别是对数字化新技术的掌握要有明

确的学习指引和考核制度；学生的管理要从学生的毕业条件入手，

在毕业条件把企业岗位能力、职业素养要求融入其中，落实在德

育考核和课程考核中。

课堂教学模式要不断推进工学一体化课程模式，从学岗直通

的角度把教学组织模式与工作模式、企业管理模式最大程度靠近，

让学生在完成学习任务的过程获得正确的技术思维、工作思维、

工作方法，形成良好的职业习惯和职业素养。

（五）实施“产教评”人才培养过程拒绝中介机构介入

“产教评”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只有政、校、企三方，没有中

介机构的存在，当前一些中介机构为了借政策的热度，以培养“产

教评”产业链的人才为旗号，与学校开展校企合作，把选出的学

生派到链主或链员企业实习，这些机构最终获得了政府补贴，不

负责学生的最终就业，对学生的高质量就业完全没有保障。只有

学校直接与拥有就业岗位存量的企业开展“产教评”合作才能有

最终的高质量人才输出。

四、小结

数字化产业学院的专业是适应制造业数智化转型而新设或改

造升级的专业，要实现该专业群的高质量建设，离不开深度产教

融合。学校借力“产教评”政策，与企业以“三方九出八共”开

展精准人才培养，通过提升师资数字化技术水平，把企业管理和

新技术融入课程、融入数字化产业学院运营，以高质量的专业建

设带动高质量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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