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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办高等教育产教融合发展现状

从2010 年开始，为了减少教育和产业的脱离，缓解地方

普通本科高校的发展困境，政府开始积极倡导应用型本科高校

重视产教融合，产教融合是应用型本科高校培养高质量人才的

必然选择，是高效整合教育、人力、产业、社会等资源的有

效途径。

表 1  2012-2021 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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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1可以看出，从2012年至2021年我国高校总数量从2442

所增加到3012所；其中本科高校从1145所增加到1238所；高职

（专科）高校从1297所增加到1486所；其中中央部门办学高校

2012年是113，2015年是118所，而2021年为114所，数量变化

极小。

从2015 年后，国家对产教融合越来越重视，国家层面出

台的相关政策明显增多，产教融合发展由浅入深逐渐成为各级

政府、高校、产业界致力推进的重要工作，随着产教融合工

作的推进，其发展逐步深入从制度上升到了国家战略层面。推

动应用型本科高校产教融合发展，是满足社会进步顺应时代发

展要求的必然，从国家层面讲是贯彻落实政策文件的需要，从

高校层面讲是培养高质量应用型人才的需要，从社会层面讲是

满足社会经济转型发展的需要。

到2022 年，学校和企业的合作形式呈现了多样化的发展，

全国已经形成了1500 多个职业教育集团的形式，涉及到了4.5

万余个成员单位，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专业特色的教育

教学模式。世界500 强企业中，有175 家企业参与职业教育集

团化办学。

在这些众多的产教融合平台中，民办高等教育学校虽然也

有参与，但是无论是在合作的企业数量上，还是在合作的内容

上都要比公办高等教育学校的少，表3和表4中排在前10的典

型案例中，仅有1 所民办高校，民办高校在促进产教融合的过

程中，还是任重道远的。

高等教育学
校（所）

普通本科学
校（所）

高职（专科）
学校（所）

中央部门办校高等
学校总数（所）

2012年 2442 1145 1297 113

2013年 2491 1170 1321 113

2014年 2529 1202 1327 113

2015年 2560 1219 1341 118

2016年 2596 1237 1359 118

2017年 2631 1243 1388 119

2018年 2663 1245 1418 119

2019年 2688 1265 1423 118

2020年 2738 1270 1468 118

2021年 3012 1238 1486 114

数据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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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民办高等教育产教融合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民办高等学校办校的时间较短，还没有形成明显的个体特

色，整个市场对其的认识不够，了解也不够。随着发展的需

要，民办高等教育开始转型，开始注重学生素质的提高，产

教融合是发展的重要环节。但是在促进素质提升的过程中，存

在着很多的制约因素和问题。

2.1 企业层面，企业参与的积极性不高

产教融合需要双向的合作，而产教融合需要培养的经费

也很多，尤其是作为民办学校，由于被社会的承认度不高，对

学生的认知度可能性也低，再加上民办高等教育经费有限，在

合作的众多企业中，还是以规模小的企业居多。而且，合作的

形式都只是停留在表面，邀请企业人员在学校给学生讲几次

讲座、进行简单的合作交流等肤浅的形式。而且学生的实习也

大多都是较短的时间，站在企业的角度，扰乱了企业本身的生

产环节，降低了效率。因此，企业在这一方面都是表现的

被 动 。

2.2高校层面，合作内容不够深入，教师实践能力偏弱

在众多的文献调查中，发现多数高职院校所谓的校企合作

就是找几家企业，签订一个所谓的校企合作协议，真正如何实

施校企合作也是留在表面上面，实质的内容没有，学校和公司

的合作也是曹曹敷衍了事，更多的偏向于合而缺少“做”。而

且在教学环节中，教师大多都是直接从学校到教学岗位，没有

企业经验，也没有实际的操作过程。所以，所有的教学都是

停留在理论上的。这种理论性的教学教出来的学生也都是缺乏

实践经历的，所学的理论知识在实际中也应用的少，也降低了学

生的学习积极性。

2.3政府层面，支持体系不够完善

虽然国家对于产教融合非常重视，出台了很多的文件。但在

产教融合的推进过程中，学生交替过程中学生交替过程中没有明

确的身份文件，导致学生管理出现漏洞。教师在企业任职的过程

中，也存在很多问题，比如：挂名单位是老师自行联系的，没有

正式的文件。这些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之一是从政府层面没有相

关法制、政策、平台的支持。

民办高等教育虽然有政府拨款，但是更多的资金来源还是

源于企业本身，数量有限，而且各经费项目中没有产教融合相

关项目的专项经费。经费的不足也导致产教融合推行做不到

实处。

3 　提高民办高等教育产教融合的相关对策

3 .1 企业层面，提高主动意识，改变观念

企业需要明确在产教融合中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要充分发挥

自己的作用，要不断创新、不断提升，打造产教融合型企业，为

进一步做好产教融合工作、建设教育强国贡献力量。

2021年产教融合典型案例名单中，山东经贸职业学院入选，

学校与海城邦达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产学研结合为发展道路，创

新了产学研一体的专业教学改革；完善“仿真+全真”的实践教

学体系，该生产实训基地，年产值约2000余万元人民币，月均

单量1.3万单，学生的加入让公司的业绩提高了50%。公司也为

学生提供了10万元的奖学金，同时，学生参加2020年度全国职

业院校关务技能网络竞赛中，获个人一等奖2项，二等奖5项等。

共同联合开发的捷报通关系统，有效的降低了申报的差错率。这

一典型案例，被多家媒体进行宣传报道，也引来了同类职业高

等院校的参观学习产生了积极的社会影响。

企业要吸收这些典型的案例经验，要不断把好的项目成果

和形式，积极的与学校合作，而不是单纯的局限于“合”。

要把培养人才的方案落实到实处，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才才是符合

社会发展需要的。只有双方积极的配合和融合，才能转变传统的

观念，把人才的培养模式由被动变主动，人才培养的目标和效

果，才能更加符合社会发展的需要，才能更加的贴合市场，迎合

市场的需要。作为企业和学校都要充分利用自己的优点，在产教

融合中发挥好自己的特长。

3.2高校层面，深入校企合作，提高师资力量

首先，要进一步解放思想，进行改革创新。高校在产教融合

过程中，要加深自己对该概念的理解，要利用各自学校的特色，

把学生实习的内容和形式都进一步的丰富，要符合自己的办学特

色，也要符合学生实习的需求，更要能够为企业创造收益。

其次，在课程设置方面，学校要依据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

要设置符合区域经济发展的专业，这样不仅能够为地区经济发展

做贡献，更能够提高学生毕业后工作的几率。比如山东经贸职业

学院，依托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将以往的“2.5+0.5”的学程

模式，改为“2+0.5+0.5”，即增加了半年的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

跟岗学习，在实训基地进行报关单填制、通关单审核、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操作等。也增加了半年的毕业顶岗实习，全面改变了传

统的教学模式，对该学院现有的实践教学环节进行了完善和

补充。

最后，在师资力量培养方面：学校要根据专业的需要，选取

教师到对应的企业岗位上实习和实践。并要对到岗的老师进行职

业补贴，这样才能提高教师在实践中的积极性。

3.3政府层面，要完善政策立法，发挥政府职能

政府作为产教融合的主体之一，应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政

府作为产教融合不可或缺的一环，要尽量做好各个环节的政策立

法，为产教融合的顺利推进，服好务。更要协调好地方政府各个

环节之间的关系。

加强统筹领导，主动协调好政府的发改、教育、财政等部门

统筹校企合作的规划、资源配置、教育教学改革、实习实训基地

建设、师资培养等工作。政府在编纂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的时候，

也要把产教融合的发展理念融入到规划中，规划校企合作领域和

发展方向。在深化产教融合过程中，政府可以利用自己的行政公

权，依法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形成互惠共赢机制提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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