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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地方应用型高校是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主力军，其为地方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

才提供重要支撑。本文以辽宁科技大学为例，针对当前部分地方高校人才培养在服务地方经济过程中存

在的问题，基于“校城共融”理念，从转变观念、深化产教融合、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等方面提出优化完

善地方应用型高校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举措，以更好地与地方产业深度融合和对接，形成共生共享生态

圈，助力全面提升应用型人才服务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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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ocal applied universities are the main force in cultivating applied talents. It provides important 
support for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nd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applied talents. Taking Liaoni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an example, 
this article addresses the issues that currently exist in the process of talent cultivation in some local 
universities when serving the local economy.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university-city integration”, 
it proposes measures to optimize and improve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and applied talents in 
local applied universities by changing concepts, deepening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
tion,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faculty, in order to better integrate and connect with 
local industries, form a symbiotic and shared ecosystem, and help comprehensively enhance the 
ability of applied talents to serve reg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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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5 年，教育部、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印发的《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

导意见》指出，推动转型发展高校应把办学思路转到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

应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增强学生就业创业能力上来，从而全面提高学校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创新

驱动发展的能力[1]。2021 年，发展改革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的《关于印发〈“十四五”

时期教育强国推进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提出，要促进高等教育资源布局优化调整，有效提升高等教

育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引领能力[2]。这一系列制度为地方高校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实现“校

城共融”提供了行动指南和根本遵循。“校城共融”是新时代高校与城市共同发展，推进地方经济发展

的重要途径。所谓“校城共融”是指地方高校与所在城市，包括政府、企业等，充分发挥各自资源优势，

通过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共同合作、融合发展，以实现价值共融、利益共生、发展共赢，为地方发展提

供有力支撑[3]。 
地方应用型高校依托地方办学，与地方经济社会特别是地方产业发展具有互相影响、互相促进，双

向、双赢的关系[4]。一方面，地方应用型高校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与科技支撑。人才培养是

高校的基本职能之一，地方应用型高校可以根据地方经济发展需要优化专业学科布局，培养高素质专业

化人才，为地方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奠定人才保障[5]。同时，地方应用型高校能够利用自身的理论优势和

研究优势等，助力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推动地方的经济进步、社会的和谐发展，发挥自身的优势和服

务价值[6]。另一方面，地方经济发展反哺并带动地方应用型高校高质量发展。高校的建设与发展依赖地

方发展情况，地方政府和企业参与到高校教育教学和科研活动中，可以深化校企合作，形成产学研用一

体化的创新体系，并为高校学生提供实习实践和就业机会，提高人才培养质量[7]-[9]。同时，地方政府可

以为高校提供有利的政策、资源与平台，通过加强政策引导和支持、建立长效机制等，促进地方产业与

高校的深度融合和协同发展[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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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应用型高校是应用型人才培养的主力军，其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的中坚力量，最重要的职责在于

为地方经济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教育支撑，在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上承担着重要任务和使命[11]。
在国家战略引领下，地方应用型高校应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学校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能力，探索

出一条“校城共融”的发展之路。 

2. 高校人才培养在服务地方经济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2.1. “校城共融”理念认识不足 

一是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意识不强。社会服务是现代大学的重要职能，然而部分高校对社会服务的重

视程度不够，没有树立主动为地方发展服务的理念，融入地方发展的意识较弱，不能有效地为地方发展

提供知识、技术和决策等方面的参考服务。二是服务地方经济发展认识偏差。部分高校盲目学习国内一

流大学的发展模式，为了实现跨越式发展，发展规模速度过快，急于在不同领域、不同层次广泛开展社

会服务，而忽视自身发展基础和社会对人才需求的特点，脱离了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从而

导致高校与地方经济社会未能实现良性互动发展[12]。 

2.2. 产教融合不够深入 

2.2.1. 专业设置与地方产业发展错位 
部分地方应用型高校在专业设置时未能充分考虑地方产业的发展趋势和实际需求，导致所设专业与

地方主导产业、支柱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发展需求不匹配。高校与地方政府、企业之间的信息沟通不畅，

缺乏有效的合作机制，使得高校难以及时了解地方产业发展的最新动态和需求变化。部分高校可能更倾

向于设置一些传统或热门专业，而忽视了对地方产业发展具有支撑作用的专业建设。 

2.2.2. 课程体系与地方产业衔接错位 
高校的专业理论课程体系往往具有一定的稳定性和滞后性，一些新兴技术和产业趋势未能及时纳入

课程体系中，未能及时跟上产业发展的步伐，难以迅速适应地方产业的发展需求。在实践课程中，受经

费等因素影响，导致部分高校实验室、实验设备、实习实训基地数量不足，功能不完善，不能完全满足

专业教学需求。部分高校实践教学体系不完善，未能按照新工科专业人才培养要求科学设置实践课程，

缺少符合现代经济体系下的教学实践背景，导致学生缺乏必要的实践经验和技能，实践教学无法有效对

接行业和社会需求[13]。 

2.2.3. 校企合作流于形式 
部分地方应用型高校积极开展了校企合作探索，取得了初步成效，但是基于校企、校地深度合作的

体系尚未形成。高校与企业之间往往存在合作形式单一、合作内容肤浅、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不

高、缺乏长期稳定的合作机制等问题，同时校企之间在专业共建、课程开发等方面还不够深入，使得产

教融合流于形式，未能更好地培养助力地方产业发展，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14]。 

2.3. “双师双能型”师资队伍较为薄弱 

拥有一支高素质的“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是深化产教融合、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关键所在。当前，

部分地方应用型高校存在“双师双能型”教师数量不足，结构不合理等情况。高校在人才招聘过程中更

加注重高学历人才及科研成果，导致部分教师从高校读书到高校任教，缺乏在行业企业的工作经历和工

程经验，专业实践教学能力较低。加之学校对“双师双能型”教师的培训和发展重视不足，导致教师的

职业发展和能力提升受到限制。这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和教学实践水平，难以满足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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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型人才培养的需求[15]。 

3. “校城共融”背景下服务地方经济的人才培养模式对策 

3.1. 转变传统观念，立足实际需求 

高校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两者之间的关系并非单向给予，而是互利共赢的关系。作为地方高校，“地

方性”是学校生存和发展的基础。鞍山是东北地区最大的钢铁工业城市、新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中国

第一钢铁工业城市，有着“共和国钢都”的美誉。辽宁科技大学是鞍山地区唯一一所以工学为主，多学

科协调发展的省属本科高校。学校始终不断加强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意识，积极转变办学思路，依托区域

产业优势，紧紧围绕地方性、应用性、服务性三个基点，优化完善地方高校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

深化产教融合，以技术专业为纽带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教育链融合。充分利用学校自身独特

优势，通过多维度、深层次的互动合作，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参与经济社会建设，更好地服务和融入

新发展格局，提升服务社会的力度、深度、广度。例如学校通过与鞍山钢铁集团、鞍山经济开发区管委

会等企事业单位深入对接，基于鞍山实际情况，从钢铁加工、装备制造业、精细化工和现代服务业等多

方面与本地产业深度融合，形成良性互动关系，为鞍山经济发展培养所需的高质量应用型人才。 

3.2. 深化产教融合，加强人才培养 

3.2.1.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学校以地方产业发展为导向，建立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及时调整专业设置，充分发挥优质企业的带

动作用，邀请行业龙头企业、优质企业参与专业的建设，以提高人才供应与地方产业需求的匹配度。坚

持以校企协同育人为核心，以产教融合为主线，构建“六共同”建设主线，通过“共同制定培养目标、共

同设计课程体系、共同开发优质教材、共同组织教学团队、共同建设实践平台、共同评价人才培养质量”，

深度融合校企优势资源，打造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的育人体系。通过引企入校和引教入企的方式，形成

校企协同育人的人才培养模式。通过实施订单式、现代学徒制等定制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满足企业的

人才需求。 

3.2.2. 优化课程设置 
一是积极开展校企合作共建课程资源库建设。学校积极搭建资源库数据平台，遴选产教融合类优质

课程，推动校企协同育人体系的高质量建设。截至目前，学校正在更新建设的校企合作共建课程资源库

拟上线课程百余门，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中“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类项目 100 项。二是

持续推动专业理论课程与时俱进。通过出台《本科教材建设工作三年行动计划(2023~2025 年)》，鼓励校

企紧密结合行业企业的生产实际，将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新规范等编入教材，引入行业前

沿信息和企业生产实际等内容，共同开发出具有特色的校企合作教材，适应地方产业的发展需求。学校

要求每个专业都要开设 1~3 周创新创业专题，内容围绕学科前沿及企业技术发展的最新动态，让学生了

解本专业及相关领域的学科最前沿情况，培养和训练学生创新创业意识与创新创业能力。三是进一步加

强实践教学管理。2022~2024 年，学校已连续三年逐年加大资金投入力度，用于全校新建、改扩建实验室

及实验仪器设备购置，不断提高实践教学水平。强化实践教学环节，积极推进实验和实训教学改革，增

加实践教学比重，要求理工类专业实验实训实习等实践类环节的学分比例要达到 30%以上，文科类专业

实验实训实习等实践类环节的学分比例要求不低于 25%，学生在校期间参加实验实训实习等实践类环节

的时间累计达到 1 年，进而提高学生实践能力，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转型需要。 

3.2.3. 加强校企合作 
一是不断加强校外实践基地建设。根据不同专业和学科的特点，有目的、有计划、有步骤地选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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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相应实践教学条件的单位建立校外实践教学基地，确保每个专业均应建立数量充足、相对稳定的校外

实践教学基地。开展多维度、多层次合作，将基地建设成为产、学、研结合的重要场所，积极探索实践教

学改革的新模式。截至目前，学校与行业企业共建校外实践基地 410 个、省级校外实践基地 10 个。二是

积极推动现代产业学院建设。紧紧围绕《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指南(试行)》七项建设任务，积极开展校级、

省级现代产业学院建设。对获批的各级各类现代产业学院划拨专项建设经费，明确组织结构、定位分工

职责、搭建制度体系、完善校企共建课程资源、强化工程实践赋能力度，确保产业学院输出的人才既能

够充分内化理论知识，又能够娴熟驾驭实践技巧，以强大的学习能力和应用能力，应对新环境，实现自

我价值。以现代产业学院为依托，加强实践育人体系建设，充分利用校内外资源，建设满足实践教学需

要的实验实习实训平台，开发一批实习实践岗位，培育一批创新创业项目，进而更好地对接社会需求。

截至目前，学校认定校级现代产业学院 11 个，获批省级现代产业学院 10 个、工信部专精特新产业学院

1 个。三是持续推进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建设。将产学合作成果更好地内化到人才培养过程中，鼓励教

师积极申报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辽宁省高质量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等，将其作为省级教学

研究与改革项目列入评聘考核和绩效考核指标当中，激发教师申报和建设项目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进而

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同步拓展，使人才培养更好地对接社会需求。截至目前，学

校获批教育部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413 项、辽宁省高质量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 55 项。 

3.3. 加强“双师双能型”师资队伍建设 

一是坚持“引进来”与“走出去”双向并进。教师的教学水平和实践能力直接影响着育人质量，对于

“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建设更应该注重教师队伍人才的引进和培育。通过刚性、柔性，统一标准或一

人一议等个性化、多途径的方式，引进已经在行业、企业深耕数年、已经具有丰富实践经验、资深工程

经历的工程师、教师到校任教，建设专兼职相结合的校企双元师资队伍。同时，学校鼓励本校教师“走

出去”，通过出台《“双师双能型”教师认定办法》《教师进修培训管理办法》等文件，鼓励专业教师到

企业挂职锻炼或顶岗实践，选派专业教师进入企业学习，深入生产一线，了解企业最新的生产和工艺流

程，多承担企业课题，积累实践工作经验。二是加强实践教学梯队建设。以教学能力、实践能力兼备，实

践教学经验丰富的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为引领，通过团队“传帮带”作用，快速提高青年教师的实践

教学水平与能力，进而提高“双师双能型”教师占比。截至 2023 年，学校承担教学任务的教师 1455 人，

其中双师双能型教师 379 人，具有工程背景的教师 497 人，具有行业工作实践背景的教师 539 人，来自

非高校类单位的外聘教师共 341 人。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业务精良、适应需求的“双师双能型”

高水平教师队伍基本形成。 

4. 结束语 

培养高素质专业化的应用型人才，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是地方应用型高校的使命与责任。为了更好地

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学校应基于“校城共融”理念，紧密结合地方行业发展现状、趋势和经济发展需求，

坚持与地方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的办学理念，积极促进、深化产教融合，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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