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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协同体系下创新型管理类专业⼈才培养模式研究 

葛  璠 

摘要  “产教融合、产学研⼀体化”是当今⾼校⼈才培养的重要思想。通过产教融合、校企联合培养，学

⽣经过实际的专业⼯作环境的锻炼，综合素质和就业竞争⼒得到提⾼，学校和企业实现“双赢”。基于“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的创新型管理类专业⼈才培养模式研究将使创新型管理类⼈才不仅局限于其专业⽅向，更是在

不断的拓宽其专业领域，符合社会与学校的发展趋势。通过改⾰⼈才培养⽅案，优化专业和课程体系，采取

多元化创新创业教育内容，推进实践教学，打造实践创新平台，搭建以能⼒提⾼为本位的产教融合培养机制，

为创新型管理类专业⼈才培养提供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  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  创新性管理类专业⼈才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的实施意见》（国办发〔2015〕36 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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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教

育部⾼等教育司组织有关企业⽀持⾼校共同开展产学合作协同育⼈项⽬。根据《教育部⾼等教育司关于公布

有关企业⽀持的产学合作协同育⼈项⽬申报指南（2019 年第⼀批）的函》要求，笔者在单位⽀持下向企业提

交项⽬申请，有关企业对申报项⽬进⾏了遴选并向社会公⽰。2019 年 12 ⽉ 19 ⽇，《教育部⾼等教育司关于

公布有关企业⽀持的 2019 年第⼀批产学合作协同育⼈项⽬⽴项名单的函》公布，笔者申请的创新创业教育改

⾰类项⽬“校企协同体系下创新型管理类专业⼈才培养模式研究”获批，项⽬编号为 201901022064。应《产教

融合研究》杂志邀请，现将有关申报⽂件进⾏整理，形成本⽂。 

⼀、项⺫相关背景和基础介绍 

产教融合是创新教育的孵化器，校企合作是创新型管理类专业⼈才培养的重要途径。通过对近⼏年的就

业情况以及形势进⾏数据对⽐与分析，并且对毕业⽣就业单位进⾏实际调研后发现，⼤部分单位对⾼校学⽣

的创新能⼒、实践能⼒都有更⾼的要求，以此来衡量⾼校的学⽣培养质量。“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才培

养模式不仅仅对学⽣影响甚⼤，也对⾼校教师的教学素养进⾏了提升，改变传统的固有化理论教学模式，通

过校企联合培养，⼤⼤提⾼学⽣的动⼿能⼒，开阔学⽣的创新思维，同时推动了企业的创新发展。通过双重

机制的改变，⾼校以及企业建⽴了紧密的合作关系，⾼校影响企业的发展，企业也同时需要学校能够源源不

断的注⼊新鲜⾎液。基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创新型管理类专业⼈才培养模式研究将使创新型管理类⼈

才不仅局限于其专业⽅向，更是在不断的拓宽其专业领域，符合社会与学校的发展趋势 

创新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九⼤报告把“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纳⼊“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组成部

分，并强调“创新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撑”。我国产业创新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存在⼀些问题，

制约着该产业的进⼀步发展，其中，⼈才匮乏问题尤其是在产教融合背景下创新型管理类专业⼈才缺乏更为

突出。本课题⼒争通过调查、分析和研究，充分展⽰产业创业形势下当前的⼈才需求现状，梳理⾼校⼈才培

养存在的弊端，提出具有可⾏性、前瞻性的加强创新型⼈才培养的具体措施，为⾼等学校更新⼈才培养理念、

改⾰⼈才培养制度等提供理论依据和具体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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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特⾊与创新 

1．⾼校要充分发挥创新型管理类专业⼈才培养主渠道的功能，采取有效措施完善⼈才培养模式。要健全

学科体系，主动对接市场需求，准确把握市场需求，精准定位⼈才培养规格和⽬标；合理设置产业创新相关

专业，细化培养⽅向，突出⾼校⾃⾝优势；合理优化课程，设置覆盖多学科的综合性和交叉性课程；培养学

⽣创新意识，注重学⽣的实践能⼒培养等。 

2．加强产学研平台建设，深化产学研合作，通过项⽬引领，推动⾼校与产业创新相关研究所合作建⽴校

外⼈才培养和培训基地。积极联系国内外创新实践项⽬，与企业合作，⼀⽅⾯为企业培养员⼯，另⼀⽅⾯为

学⽣提供宝贵的实习机会，以校企双赢的合作⽅式联合进⾏创新型管理类专业⼈才培养。积极邀请国内外管

理⽅⾯的专家、企业家，到⾼校开设产业创新管理讲座，参与管理专业的科研与学术活动，拓宽学⽣的视野，

弥补⾼校教师实践经验不⾜的短板。 

3．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加⼤投⼊⼒度，积极引进产业创新⽅⾯的教师，尤其是有相关从业经验的教师，

同时增加学术访问的名额和资⾦⽀持，⿎励本校相关专业教师采⽤学术访问的⽅式，进⼊国内外管理类专业

学科较强的⾼校进⾏学术交流和学习；⿎励教师以攻读在职硕博研究⽣、申请博⼠后的⽅式继续深造，提升

⾃⾝的科研创新能⼒，拓展科研视野；⿎励教师组建研究团队、建⽴产业创新研究中⼼，积极申请承担国家

级、省级、社会或企业的产业创新相关课题，对于实现⽴项的较⾼⽔平的研究课题给予经费奖励。 

4．本研究设想以调查研究为基础，着⼒构建加强创新型管理类专业⼈才培养的体制机制框架，研究中注

重点线结合、点⾯结合，系统提炼⾼校创新型管理类专业⼈才培养的⽀撑要素，深⼊分析促进各要素充分发

挥积极作⽤的着⼒点，⼒争在体系建设的⼴度、⽀撑要求研究的深度以及相关措施可⾏性、前瞻性等⽅⾯有

⼀定创新和突破。 

三、项⺫建设⺫标 

本课题紧密跟踪产业创新发展趋势，以产业创新与其他产业深度融合发展为切⼊点，调研分析创新型管

理类专业⼈才队伍现状、产业创新融合发展对专业⼈才尤其是创新型管理类专业⼈才的需求以及⾼等学校创

新型管理类专业⼈才的培养现状，厘清产业创新⼈才需求与⾼等学校⼈才培养之间的⽭盾，据此提出具有可

⾏性、前瞻性的⾼校创新型管理类专业⼈才培养模式改⾰⽬标和路径。 

四、项⺫建设内容和实施路径 

党的⼗九⼤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明确“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动⼒，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的战略⽀撑”。创新事业和产业创新已被提升到国家硬实⼒的空前⾼度受到重视。本课题坚持以经济建设和国

家战略及社会发展需求为主导⽅向开展科学研究，⼤⼒倡导把“论⽂写在产品上、研究做在项⽬中、成果转化

在企业⾥”，深化创新型管理类专业⼈才培养合作机制，拓展创新型⼈才培养基地，积极推进学校科研⼯作更

加贴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第⼀线。 

1．加强对管理在新形式发展趋势的研究，加强管理类专业⼈才由资源型转向社会型、环境型的内涵研究，

结合“数字管理”对⼈才培养的要求，从理论上研究新形式下社会、经济对“创新型管理类专业⼈才”要求的内

涵，研究针对培养⽬标的⼈才成长规律和培养体系的内在联系，进⼀步清晰创新型管理类专业⼈才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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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的理论体系和主线。 

2．与企业共建实习实践基地，联合培养⼈才。实习实践基地，是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教育的重点，对于

这种合作⽅式，⽬前在⾼等院校⾥是最常见的，具体做法是与相关企事业单位建⽴产学研基地，校企双⽅根

据各⾃的⾃⾝条件进⾏优势互补，互惠互利，共同培养学⽣的创新能⼒和实践能⼒。企业为⾼校提供学⽣实

践的场所，⾼校为企业提供⼈⼒⽀持和技术⽀撑，只有产教深度融合，⾼校与企业建⽴长期友好合作关系，

才能培养出满⾜企业和社会需求的⾼质量⼈才，从⽽推动⾼校和企业的良性发展。 

3．⾼校与企业联合建⽴研发中⼼，攻克技术难题，实现成果转化。对于⾼校⽽⾔，科研项⽬来源于⽣产

实践中遇到的瓶颈，同时科研成果要能服务于企业，转化为实际⽣产⼒，才能体现科研成果的价值。⾼校与

企业联合，并且进⾏专业对接，可以及时发现企业存在的技术难题，由企业提供相关科研经费⽀持，学校提

供⼈才技术⽀撑，通过这种合作模式，可以使校企双⽅各取所需，互利共赢。⼀⽅⾯，可以促进⽼师不断更

新知识，及时掌握专业前沿，有利于科研能⼒的提⾼；另⼀⽅⾯，由于学⽣能够在校期间参与科研项⽬，提

供给学⽣⼴阔的施展才华的舞台，锻炼学⽣的创新能⼒和科学思维能⼒，并能取得丰硕的成果。 

4．教学⽅法和教学⼿段的配套改⾰，基本做到专业基础课程的教学多媒体化，加⼤信息量、启迪思维、

培养创新思维。 

5．将创新型管理类专业⼈才的对创造学知识的学习和在核⼼课程中如何进⾏创新教育以及改善⼈才培养

的环境有机地结合起来，加强实验教学与实践教学在创新型管理类专业⼈才培养中的作⽤，将创新教育、创

新思维贯穿于培养全过程，积累创新⼈才培养的教学运⾏规律。  

6．改⾰教学管理体制和学⽣管理体制、改⾰考试⽅式和对学⽣的评价⽅法，建⽴起适应于学⽣个性发展、

因材施教和创新培养的体制和运⾏机制。 

五、项⺫预期成果 

本项⽬预期成果共四项： 

1．产业创新经过近年来的⾼速发展⼰成为我国新的经济増长点，今后的持续发展离不开⼈⼒资源的⽀撑，

但⽬前创新型管理类专业⼈才缺失已成为制约产业融合发展的瓶颈之⼀。⾼校作为培养、输送创新型管理类

专业⼈才的“基地”，其教育体制应该根据产业“⼤融合”的特点做出相应调整。因此，对⾼校的培养模式进⾏研

究，探寻我国创新型管理类专业⼈才资源不⾜的根本原因，是为我国今后产业创新发展提供充⾜的⼈才储备

的重要举措。 

2．充分认清创新型管理类专业⼈才需求，找准管理类学科在课程设置、师资队伍、教材选⽤以及实践能

⼒培养等⽅⾯存在的问题，是对⾼校创新型管理类专业⼈才培养的深⼊反思，对于⾼等学校对接产业需求培

养合格⼈才是迫切⽽且必要的。 

3．对于即将就业的学⽣，通过本课题研究帮助学⽣了解⽬前创新型管理类专业⼈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及缺失，明确个⼈能⼒与创新型管理类专业⼈才相关单位需求之间所存在的巨⼤差距，及时查缺补漏，找准

今后的从业⽅向，增强实践能⼒以满⾜市场需求，有利于提⾼学⽣的就业成功率。 

4．综合以上内容撰写⾼等学校创新型管理类专业⼈才培养模式研究综合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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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项⺫实施计划 

1．本课题研究周期计划为⼀年。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1）初期准备阶段（2019 年 11 ⽉⾄ 2020 年 1 ⽉）：通过调研相关学校和企业对创新型管理类专业⼈才

的需求，搜集⽂献资料，对资料进⾏梳理分析，设计问卷和访谈刚要。 

（2）中期研究阶段（2020 年 2 ⽉⾄ 2020 年 4 ⽉）：结合学校和企业培养要求，编写培养⽅案和实施⼤

纲，同时分析现有创新型管理类专业⼈才培养模式问题和⽭盾点。 

（3）总结报告阶段（2020 年 5 ⽉⾄ 2020 年 10 ⽉）：整理课题研究成果，撰写创新型管理类专业⼈才培

养模式的研究报告，准备课题验收。 

2．阶段性⽬标 

2020 年 1 ⽉：⾼等学校创新型管理类专业⼈才培养现状分析； 

2020 年 4 ⽉：创新型管理类专业⼈才培养必要性分析； 

2020 年 10 ⽉：⾼等学校创新型管理类专业⼈才培养模式研究综合性报告。 

七、经费使⽤规划 

序号 项⺫类别 费⽤（元） 
1 资料数据采集费 10000.00 
2 差旅费 调研费 10000.00 
3 专家咨询费 3000.00 
4 印刷费 2000.00 
5 其他 5000.00 

总计 30000.00 

⼋、结语 

本项⽬以产业创新与其他产业深度融合发展为切⼊点，调研分析创新型管理类专业⼈才队伍现状、产业

创新融合发展对专业⼈才尤其是创新型管理类专业⼈才的需求以及校创新型管理类专业⼈才的培养现状，厘

清产业创新⼈才需求与⾼等学校⼈才培养之间的⽭盾，通过改⾰⼈才培养⽅案，优化专业和课程体系，采取

多元化创新创业教育内容，推进实践教学，打造实践创新平台，创新型管理类专业⼈才培养提供参考和借鉴。 

编辑：孙强 

 

基⾦项⺫  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项⽬（201901022064）：校企协同体系下创新型管理类专业⼈才培养模式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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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education and research" is an important 

thought in talent training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and school-

enterprise joint training, students' comprehensive quality and employment competitiveness are improved through the 

practice of the actual professional working environment, and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are also "win-win". The research 

on the cultivation mode of innovative management talents based on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school-

enterprise cooperation" will make innovative management talents not only limited to their professional direction, but 

also continuously expand their professional fields, in line with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society and school. Through 

the reform of the talent training program,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professional and curriculum system, the adoption of 

diversified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content, the promotion of practical teach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a practical innovation platform,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production-teaching integration training mechanism based 

on the improvement of ability, for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management professionals to provide reference and 

reference. 

Keywords: the fus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university-enterprise cooperation; innovative management 

professiona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