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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示范专业视觉下校企合作联合培养人才的思考与探索

周　玮

四川工商学院　四川成都　611745

摘　要：本文分析了通信工程与北京华晟经世有限公司及上海贝电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联合进行人才培养方式中

的探讨。通信工程专业在应用型和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上做了相应的教学改革和新的尝试，而企业对接，联合式人才

培养和“订单式”培养作为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特征，在本科应用型高校具有可推广性，目前通信工程专业已经完成四川

省省级示范专业验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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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了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为国家的经济发展服务，为四川省的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

结构调整服务，通信工程专业在应用型和技术技能型人才

培养模式上做了相应的教学改革和新的尝试。  

1. 应用型和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的特点  

应用型人才是指能将专业知识和技能应用于所从事的

社会生产实践的专门人才，是熟练掌握社会生产或社会活

动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主要从事一线生产的技术或专业

人才，其具体内涵是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的。  

与其他类型人才培养模式相比，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主要有以下特点：知识结构是围绕一线生产的实际需要设

计的，在课程设置和教材建设等基本工作环节上，特别强

调知识结构适应现代技术的要求，能够很快适应企业的要

求，而相对忽略对学科体系的系统性以及对基础领域的关

注。这种人才的能力体系以一线生产的实际需要为核心目

标，在能力培养中特别突出对基本知识的熟练掌握和灵活

应用。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过程更强调与生产实践的结合，

更加重视实践性教学环节，如实验教学、生产实习等，通

常将此作为学生掌握有关专业知识和集合有关专业技能的

重要教学活动，更加注重与生产企业的合作 [1-2]。  

总之，应用型人才主要是把现有的知识综合应用到社

会生产实践中，由于社会人才需求的“金字塔”结构，对

这种人才有着广泛的需求，在社会工业化乃至信息化的过

程中，大众化高等教育必须重视此人才培养模式。这种人

才需要经历一个复杂的培养过程，因此能反映出一所高校

的办学水平。

2. 结合学院转型发展的新契机，联合企业进行人才培养

为了契合本科应用型高校的人才培养定位，为落实《四

川工商学院“整体转型发展改革”试点项目“一二三行动

计划”》确定的目标任务，根据《关于印发四川工商学院

整体转型发展改革重点项目建设方案的通知》文件精神，

以典型引路，推进学校整体转型改革发展。

2.1 与北京华晟经世有限公司联合进行人才培养

根据《关于组织申报教育部—北京华晟经世 ICT 产教

融合创新基地项目全国第二批合作院校的通知》（教发司

[2016]5 号）要求，在教育行政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在各有

关学校的积极参与下，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委托教育部学校

规划建设发展中心开展 ICT 产教融合创新基地合作院校遴

选工作，按照“院校申报、地方推荐、专家评审”的原则，

综合考虑申报院校基础、建设方案以及专家审核意见，从

各地推荐的 328 所申报院校中共同遴选，确定了安庆师范

大学等 30 所项目合作院校，四川工商学院名列其中，是四

川首个入选本科院校。

2.2 ICT 产教融合基地发展概况

结合我院的人才培养模式定位，通信工程专业的定位

是应用型本科专业；培养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立足四川，

面向西南，服务全国。以“产教融合，理实结合”为特色

培养应用型高级技术人才。为此，与北京华晟经世合作建

立了 ICT 产教融合创新创业基地，基地使用面积约 2000 平

方米，校企双方总计投入 1500 余万元，主要包含 5 间重点

实验室（4G—LTE 移动通信和视频会议实验室、光通信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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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室、数据通信实验室、云计算实验室和工程实训实验室）、

1 间科研办公室、1 间综合会议室、1 间展示大厅和 1 个学

生创新创业空间，另还有两间作为今后校企合作创新基地

使用。作为 ICT 产教融合创新基地的主体，校企双方共建

了北京华晟经世学院。学院已经在 2016 年度开始招生，通

信工程专业（本科）和通信技术（专科）各一个班。为了

突出应用型人才培养特色，制定了校企合作版人才培养方

案，移动通信方向由企业专家和学校老师按照人才培养和

市场需求共同制定。

通过与北京华晟经世合作，联合培养移动通信和云计

算两个方向的 ICT 行业应用型人才，实现产教融合，协同

育人，加速我校向应用型大学建设转型的步伐。学院通过

引入通信和信息行业前沿技术设备、优秀企业师资、企业

管理模式、职业素质培养课程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2.3 实践基地为地方社会和经济服务：

截止目前，该基地接待了，四川大学，电子科技大学

等兄弟高校共计 300 余名学生参加“卓越工程师”实训学

习。实训项目包括通信工程实施、数据通信技术实际操作，

移动通信规划与部署、光传输 PTN 等三门课程。

2.4 积极培养“双师型”教师，企业混编师资团队初见

雏形：

学校结合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

“青年教师教学能力提升计划”“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计划和“教师创新创业教育培训计划”，进行了相关工作。

通过企业课程的学习，学校的教师具备扎实的理论知

识，同时还可以借助企业级设备，进行实验项目教学，为“双

师型”教师的储备增添力量。截至目前，本教研室共有 9

名教师参加北京华晟经世教育合作中心培训，获得了北京

华晟经世网络技术讲师（数据通信方向）、北京华晟经世

网络技术讲师（4G LTE 移动通信方向）、北京华晟经世网

络技术讲师（接入网技术）、北京华晟经世网络技术讲师（PTN

光传输方向）、北京华晟经世网络技术讲师（无线网络规

划与优化方向）的职业资格认证证书。

“双师型”教师的比例大大提升，占专职教师总数的

45%，这个比例随着后期课岗融合的深度推进，比例会持续

上升。

2.5 与上海贝电“订单式”联合企业进行人才培养的思

考和体会

校企合作必须找到双方利益的契合点，做到“合作双

赢”。企业需要源源不断的高素质人才，以适应通信事业

发展的需要，以求在未来的行业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而

学校需要企业提供新的技术、新的设备，进一步提高教学

质量。双方的需求就是校企合作的动力。

在校企合作的过程中，既要勇于创新，又要注重认真

做好每一个步骤。首先，到企业进行考察，保证合作的企

业管理规范、有社会责任感，有一定规模；其次，签订校

企合作框架协议，确定合作关系；再次，就“贝电”卓越

工程师试点班这项具体的合作项目签订协议；最后，每个“贝

电”卓越工程师试点班的学员与企业签订协议。签订一系

列的协议，使每项工作都有书面依据，保证了合作各方的

权益。在校内，我们加强请示汇报工作，做好教学

计划，在积极推进教学改革的同时，注重规范教学管理，

保证教学质量。

校企合作“订单式”培养是教学改革的新生事物，它

涉及企业、学校、学生三方利益，首先我们要提高认识，

把握机遇，创造条件，实现校企合作。对学生，我们可促进、

鼓励、教育、帮助，不能包办代替。对企业，我们也需要

找准利益的契合点。

实践证明，不管是北京华晟经世有限公司还是与上海

贝电合作，我院这种“订单式”的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

是双赢之举，它既增强了办学活力和实力，提高了办学水

平和教育质量，又直接解决了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为企业

提供了高质量的人力资源，将我院的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落到了实处，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做了贡献。

3. 改革的成效：

校企合作改革成效显著，通过与行业领先企业的紧密

协作，课程内容与市场需求实现了精准对接，学生的实践

技能和创新能力得到了大幅提升，毕业生就业率和企业满

意度均有所提高，同时，教师的专业发展和教学方法也得

到了加强和创新，这些成果不仅增强了学校的教育竞争力，

也为地方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持
[3-4]。

在校企合作课程改革的成效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以下

几个显著的成果：

3.1 课程内容与行业需求对接：通过与中兴通讯及上海

贝电实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合作，通信工程专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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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内容得到了及时更新，确保了教学内容与行业最新技

术发展同步。这种对接使得学生能够学习到最前沿的技术

和应用，提高了他们的专业竞争力。

3.2 实践教学能力提升：校企合作模式下，学生有机会

参与到真实的工程项目中，这种“订单式”培养模式使得

学生的实践操作能力得到了显著提升。学生不仅能够理论

知识将应用于实际工作中，还能够在企业环境中学习和解

决问题，这种经验对于他们的职业发展至关重要。

3.3 师资队伍专业化发展：通过与企业的合作，教师

有机会参与到企业的实际工作中，获取宝贵的实践经验。

这种“双师型”教师的培养模式，使得教师能够将最新的

行业知识和技术带回课堂，提高了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学习

效果。

3.4 学生就业率提高：校企合作模式下，学生在毕业前

就已经接触到了潜在的雇主，这为他们提供了更多的就业

机会。根据数据显示，通信工程专业的毕业生就业率在过

去几年中稳步提升，许多学生在毕业前就已经获得了工作

机会。

3.5 企业满意度增加：企业对于校企合作培养出的学生

表示满意，因为他们能够快速适应工作环境，减少了企业

的培训成本。这种合作模式为企业提供了高质量的人力资

源，同时也为学校赢得了良好的声誉。

3.6 教学改革的推广性：通信工程专业在校企合作方面

的成功经验已经被推广到其他学院类似专业和课程中。这

种模式的推广不仅提高了整个学院的教学质量，也为其他

教育机构提供了可借鉴的案例。

3.7 区域经济发展贡献：通过培养出符合地方经济发展

需求的应用型人才，通信工程专业为四川省乃至西部地区

的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这些毕业生在中小微企业中发挥

着重要作用，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

综上所述，校企合作课程改革在多个方面取得了显著

成效，不仅提升了教育质量，也为学生的职业发展和地

方经济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IP 组网技术》课程的

考核方式改革取得了显著成效，不仅提高了学生的综合

素质和就业竞争力，还为通信工程教育领域提供了有益

的经验和启示。未来的建设方向将继续加强师资队伍建设，

以赛促学，引入思政元素，创新考核方式，以实现更高质

量的教学成果 [5]。

4. 改革工作存在的问题和整改措施

4.1 宣传力度不够

作为通信类的院系应该多走访企业和兄弟院校，请企

业导师来基地授课，同时让更多的兄弟院校中通信类专业

的学生来基地实践实习，发挥好为地方经济服务的作用。

4.2 走访、联系企业不够

应该更多地和企业联系，加强校企合作。可以以学科

团队的形式进入企业，找出课程或课程群与对应岗位对接

的关系，让学生明确学完相应课程所具备的相关工作能力，

使其不再迷茫，明确学习目标。基地实验课操作的设备就

是企业商用机，学生毕业之后进入企业，无须再过多培训，

这将会为企业节约成本，带来效益，而我们的学生则更具

市场竞争力，双赢的局面是我们要实现的目标。

4.3 教师到相关行业、企业挂职锻炼的机会少

要成立师资混编队伍，仅仅去参加企业培训学习不够，

还得创造机会进入企业挂职锻炼，顶岗实习。作为本科应

用型高校教师，不仅要有深厚的理论知识，还得有丰富的

项目工程实践经验。良好的师资是教学的关键，而本科应

用型高校要想办出特色，必须有一支“双师型”的教师队

伍来应对瞬息万变的就业市场需求。企业导师请进来，学

校教师走出去，这都需要学校的大力支持，为专业发展提

供平台。

4.4 人才培养方案不够完善

我们应与企业、行业专家一道，将市场急需的人才提

供给校企合作单位。让我们的人才培养紧跟市场需求，与

时俱进地进行课程教学改革，以及人才培养模式的更新。

结 语

无论是与企业联合进行人才培养，还是“订单式”定

制班，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这种新的人才培养模式都是地

方本科新建院校转型改革发展的出发点和突破口，也是彰

显本科院校应用型办学特色的一张名片。作为四川省本科

应用型示范专业，通信工程专业将继续坚持学院“升硕建大”

的总体思路，结合自身专业特色以及校企合作对口单位，

大胆地进行教学改革，锐意创新，培养出有就业竞争力和

有持续就业能力的人才，面向西部地区，立足四川，为中

小微企业的发展和进步服务，为创建省级品牌专业和省级

一流专业做好铺垫工作。



教育发展研究 7 卷 3 期
ISSN: 2661-3573(Print); 2661-3581(Online)

173    

参考文献：

[1] 夏明忠 . 新建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对策及实

践——以西昌学院为例 , 中国教育报 [J],2015.7

[2] 张海波 , 等 . 民办高校电子商务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研究 [J]. 产业与科技论坛 ,2015(11)：124-125.

[3] 黄兴帅 . 地方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方案的设计与实

现途径 [J] 安庆师范学院学报 ,2008(9)：30-33.

[4] 熊斌 , 胡雁 . 民办本科高校产教融合特色发展模式

探索 [ 门 . 民办本科院校办学特色的探索与实践 [C].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7.

[5] 吴涛，彭文红 . 产教融合视角下的新时代高职电子

商务专业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 . 林区教学 [J].2025（03）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u3gpgSR0TKda2rHbyW8jHKtMi_PHhVTQAmAgPChzHlRYrFTUnIMO0kTPEkNuPV0P-RYc9pOHlUzklZSq010aKcbvhKUgXXPhRoPGJjStOkssJhI_oRnr4w==&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https://kns.cnki.net/kcms2/author/detail?v=u3gpgSR0TKda2rHbyW8jHKtMi_PHhVTQESLG9TGvbywRHYi-_zQKuM55w9weMhkMs2ZrFWJRUtloryKoIrkUeTpCGEwyeGa7jY5uO63Thb0bBphIRIGqqvBpTtodE38f&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