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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基于产教融合的应用型本科订单培养机制改革研究与实践 
——以重庆工程学院为例 

◆周小波 

（重庆工程学院  重庆  400056） 

 
摘要：本文以重庆工程学院为例，通过研究其产教融合面临的挑战，订
单培养机制改革的主要做法、取得的成效以及未来展望，形成应用型本

科院校订单培养机制建议，为我国应用型本科院校产教融合订单培养运

行管理提供参考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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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国办发

〔2017〕95 号），指出我国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在结构、
质量、水平上还不能完全适应，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人
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是当前推进人力资源供给侧结
构性改革的迫切要求[1]。为此，如何研究并建立一套符合自身特
色的产教融合体系，是摆在应用型本科高校教育管理者面前急需
解决的问题。 

1.应用型本科院校产教融合面临的挑战 
1.1 稳定的校企合作机制尚未建立 
高校是公共服务性质的非营利机构，而企业以营利为目的，

双方合作乃至融合，需要一个明确稳定的运行机制或模式以实现
共赢[2]。但目前，这样的机制还远没有形成，多数典型校企合作
实例，主要还是靠个人关系和信誉来建立维系，这难以获得稳定、
长效和深入的效果。 

1.2 缺乏优秀的双师型人才 
虽然很多院校早已意识到双师型教师匮乏问题，也采取了一

些措施，但未真正解决师资问题。很多教师仍然用理论教学思路
来实施实训教学，不能主动与企业联合科研或创新教学。而企业
师资又存在理论功底不足，教学经验差的情况，严重制约了产教
融合的深度和广度。 

1.3 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创新力不足，导致校企合作模式
单一，合作内容不深入 

很多高校在企业合作模式方面，主要还是共建实习基地，推
荐就业等，缺乏创新思维，不能大胆探索出新的合作方式，在专
业建设、教学资源建设、教育教学改革、科学研究等方面没有取
得突破性进展[3]。 

2.关于订单培养机制改革的主要做法 
2.1 建立企业选择标准 
首先根据专业特性对订单班行业进行了统筹规划，让学生能

够实现有效分流；其次按照“大品牌、大品类、大平台”标准严
把企业入口关，确保学生能够横向和纵向发展；最后与企业签订
有目标任务，从学生留存率、培训体系、师资配备、产教融合配
合度、安全管理等方面进行约束，确保校企双方形成共识、目标
统一。 

2.2 保障充足师资配备 
一是学院建立以院长作为第一责任人，系主任作为具体负责

人，并按每个订单班配备一名班主任的组织架构，做到管理层级
扁平化。二是企业建立了以人力资源总监或人事行政副总经理作
为第一责任人，门店店长或区域经理作为具体负责人，按照每位
同学一名带训师傅的订单班组织架构，并将订单班学生的留存退
出、职务升迁、学习培训与带训师傅和门店店长、区域经理业绩
直接挂钩。 

2.3 制定学生考核依据 
严格按照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课程体系和订单班培养计划

进行考核。一是建立学分置换机制，根据订单班实习工作内容对
第七学期的专业综合实训课程，按照每周 1 个学分，进行置换；
二是建立学生退出管理机制，学生在第七学期提前退出的，需返
回校内参加专业综合实训学习，同时置换在订单班实习期间的对
应学分。三是建立订单班结业管理机制，结合学校实习管理办法，
通过学院和企业共同考核合格的学生予以结业，学院和企业共同

颁发订单培养结业证书。 
2.4 建立校企沟通机制 
建立有班主任寻访、周例会、月度专题会、高层互访等沟通

机制。一是要求订单班班主任每周全覆盖寻访学生 1 次；二是学
院每周召开院长、书记、实习实训中心主任、学生科长、就业科
长、系主任、订单班班主任、辅导员共同参加的周例会，对本周
订单班运行情况进行汇报、发现问题并解决问题；三是校企双方
共同召开月度专题会，分析沟通订单班实习情况，并就相关问题
交换意见和建议，以寻求资源解决；四是不定期开展校企双方高
层领导互访，就订单班运行重大问题和深度产教融合进行磋商，
确保订单培养长久与高效。 

3.产教融合订单培养机制改革的未来展望 
3.1 共同筹建行业学院、协同制定培养方案 
与三福百货、苏宁易购、永辉超市共同筹建零售行业学院，

开展行业调研，根据行业、企业岗位能力标准，共同设定人才培
养目标和定位，构建理论、实践与素质教育教学体系，编制、实
施人才培养方案，实现人才培养链和产业链对接、专业人才与岗
位需求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学生职前与职后对接，
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   

3.2 共同开展教材建设、教学团队互派交流 
引进订单培养合作企业的真实案例，共同建立校内实训项目

库，实施理论、实训一体化教学。共同编写教材，把企业实际工
作内容和项目流程导入教材，与课程学习的知识点联系起来，实
现“课堂-实训”的紧密连接。同时互相派遣教学团队，实现师
资培训力量深度融合。 

3.3 共商改革教学模式、共创更新课程体系 
校企双方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企业人才需求为基础，共同

更新课程体系，开发课程，同时在教学内容、教材选取、教学方
式及考核方式方面共同商定改革。实现学习领域转换和学习情境
重构，重视学生在校学习与实际工作的一致性，有针对性采取项
目引导的课堂与实习地点一体化等教学模式。 

3.4 共建共享实训基地、齐抓共管学生就业 
校企双方共同建设、共同享有实训基地，采用订单合作人才

培养模式，定期向企业输送市场营销专业人才。同时继续完善订
单班管理组织构架、学分置换管理、学生退出管理、校企双方日
常沟通联络等运行管理机制，推动订单培养机制长效发展，实现
学生优质高效就业。 

3.5 共监共管质量体系、共担共享科学研究 
共同建设教学、实习实训质量管理体系，确保达成知识、能

力与素养目标，满足人才培养需要。共同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申
报纵向科研课题，承接横向合作项目，并共同享有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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