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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大方向和总原则，而产业学院是实现产教融合的一种重要组织

形式，我们在长期实践过程中摸索建立了一种以核心企业为运营主体，依托重点园区，联合政府、行业

协会、各大中小企业和本专科院校的产业学院创新模式。这种模式可以有效链接高校和区域政府主导的

产业园区，解决当地政府医药产业孵化中的用人问题，为园区和周边企业输送合格的高技能人才，为政

府的医药产业政策、产业孵化提供人力要素支撑；同时有力促进学校的模块化课程体系和师资建设以及

学生的高质量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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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s the general direction and general principle of voc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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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talent training, and the industrial college is an important organizational form to achieve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we have explored and established a core enterprise as the 
main body of operation, relying on key parks, joint government, industry associations, large and me-
dium-sized enterprises and the college of the industrial college innovation model. This model can ef-
fectively link the industrial parks led by universities and regional governments, solve the employ-
ment problems in the incubation of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provide 
qualified high-skilled talents for the park and surrounding enterprises, and provide human element 
support for the government’s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policies and industrial incubation; At the same 
time, it will vigorously promote the school’s curriculum system and teacher construction, as well as 
the extensive and high-quality employment of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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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产教融合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战略选

择，是职业教育发展的一般规律，是职业院校的基本办学道路与模式，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

路[1] [2]。《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

出，面对当前国内外复杂的发展环境，需统筹多方力量，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在职业教育层面进一步

明确提出“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3]。适应新时代进而引领新时代是新发展格局下职业教育未来发

展的根本动向，职业教育应积极主动地融入新发展格局，充分发挥其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服务社会、

文化传承等方面的基本功能和先天优势，通过适应能力再造，增强职业教育对新发展格局的适应性[4]。
产业学院是深化产教融合的重要载体[5]。在推动职业教育的适应性，形成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

合、知行合一的育人机制方面，现代产业学院被赋予了非常重要的职责[6]。2020 年 7 月，教育部办公厅、

工信部办公厅联合印发《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指南(试行)》，各地的产业学院纷纷建立，出现了由政府、行

业协会、龙头企业等各个主体主导的不同形式的产业学院。但是在实际运营过程中，也出现了不少问题，

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一是产业学院的各方主体，属于较为松散的合作关系，缺乏有力的组织领导，工

作任务很难有效推进；二是学校和政府为主导的产业学院，会面临行政管理繁琐，决策和执行效率低，

难以适应复杂多变的产业实际；三是产业学院活动缺乏有力的经济支撑，责权利不明晰；以龙头企业为

主导的产业学院虽然解决了经济来源问题，但是会存在产业学院只服务于一家企业，难以惠及产业面的

问题。产业学院作为国家积极倡导的学校和企业对接的重要组织形式，要发挥实际作用，实现良好运转

还要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在长期实践探索中，摸索出一种以核心企业为运营主体，依托重点园区，政、

行、企、校积极参与的一种产业学院运营模式。核心企业的主营业务聚焦在产教融合领域，可以让有关

工作专业化高效运转。这种模式一方面能够协调各方关系，让政府、行业协会、学校和企业充分参与发

挥各自优势，另一方面以核心企业为主体的积极运营，能够克服各方松散、无隶属关系、执行效率低下

的诟病，也解决了经费、人力的主要来源问题。产业学院的成立主要服务于园区和周边的医药企业，为

区域产业输送合格的高技能人才，为政府的医药产业政策、产业孵化提供人力要素支撑，同时也有力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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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学校课程体系和师资队伍建设，帮助学校学生实现高质量就业。 

2. “生物人产业学院”的成立和组织架构 

新的时期，我国的医药产业得以快速发展，上海农林职业学院(以下简称“我校”)有关专业院系要

对接的产业工作日益繁重，但学校的组织编制人力有限，也需要充分借助产业端的力量来组织实施，

产业学院的成立也应运而生。2022 年 9 月，我们联合我校长期合作的企业、行业协会、园区和政府部

门成立了生物人产业学院，设立了组织机构(图 1)，并从产业端积极合作企业中选择主体业务在产教融

合领域的企业来重点合作，由该企业负责人来担任副院长，由该企业承担主体运营工作，保证各项事

务的有效推进。 
 

 
Figure 1.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Biohuman Industry College” 
图 1. “生物人产业学院”的组织架构 

3. “生物人产业学院”的工作内容 

产业学院成立的目的，是让学校的产教融合工作实现集中统一的规划和各项工作的有序化管理，将

产教融合工作落到实处。我们成立产业学院后，首先是选择重点合作的企业以及重点合作的园区和协会，

理清各方的责权利，将学校的发展和各方诉求汇集聚合，相向而行，达成共识。政府和园区的核心诉求

是满足区域内企业的用人需求；学校的诉求是紧贴岗位的课程体系建设、师资培训和学生的充分、高质

量就业；企业的普遍诉求是找到稳定和优质的人才供应途径；行业协会的诉求是更好地服务协会内的会

员企业，其中核心的产教融合性企业的诉求是搭建合作平台和各方建立稳定的合作关系。综合考量各方

诉求后，学校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把大家的诉求集中起来，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制定共同的发展目

标和工作内容： 
1) 立足于学校提高学生就业率和保障学生高质量就业的基础上，满足重点园区和企业的用人需求； 
2) 以学生的技能学习为核心，通过产业学院构建学校、园区跨企业培训中心和企业的三站式人才培

养和供给路径，保障企业的用人需求，有效吸引企业积极参与产业学院的各项工作； 
3) 以产教融合型企业的企业化运营为主体，积极推进产业学院各项工作落实，将工作重点聚焦在学

校师资培训和学生的实习就业二大板块。 

4. “生物人产业学院”的运转机制 

产业学院的学校主体和企业主体，采取各自的独立化运营，保障高效运转，产业学院以核心企业运

营为主体，充分利用学校、政府、园区和协会提供的各种资源，有力落实各方达成的工作内容和工作目

标。产教融合型企业，为园区、企业、学校和协会提供增值服务，相应地获取各方合理的经济补偿和政

策补助，逐步实现自负盈亏、自主运营的业务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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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生物人产业学院”的主体工作内容 

5.1. 学生技能化实训 

产教融合的工作重点在于充分调动和组织企业的技术力量参与人才培养，我们利用合作园区的跨企

业培训中心(图 2)，将其作为学校的实习和实训基地，通过跨企业培训中心集中实施学生的综合实训、技

能课程学习等教学内容，一方面完成学校的教学任务，另一方面也能分担下游企业的岗前培训任务；跨

企业培训中心的技术师资很大一部分来自于下游企业，其授课内容和课程体系也紧密围绕下游企业的岗

位需求，学校的教师还可以参与到中心进行联合授课，这种校企密切融合的教学模式，一方面可以让企

业有效参与到联合育人中来，另一方面可以有效解决学校教学内容和岗位需求不匹配的问题。此外学习

活动和学生的实习就业紧密结合，学生在跨企业培训中心学习后，跨企业培训中心能帮助学生匹配合适

的企业和岗位，实现学生的高质量就业。 
 

 
Figure 2. The talent training and transportation path of “Biohuman Industry College” 
图 2. “生物人产业学院”的人才培养与输送路径 

5.2. 教师的师资培训 

教师是产教融合各项工作的核心承载者，也是学校教学质量的直接体现者，提高教师的教学素养，

是学校教学工作的重点。产业学院可以充分利用对接的企业资源，组织优秀的企业技术专家开展面向广

大职业院校教师的产业技术师资培训，让学校的教师接触到岗位一线的技术和咨询，再将其消化吸收融

入到课堂教学中。产业学院成立后，我们通过合作园区的跨企业培训中心举办了多场产业技术的研讨学

习班，内容围绕核酸技术、细胞技术等产业热点岗位技术，不仅于有大量来自职业院校的教师参加了学

习培训，许多企业的员工也通过学习得到了提升。 

6. “生物人产业学院”的重要工作成果 

6.1. 建章立制，保障“生物人产业学院”常态化运转 

2022 年 9 月，我校联合上海生物医药协会、上海遗传学会、上海育成生物园、G60 园区、上海实验

动物协会以及重点企业联合成立“生物人产业学院”，并成立校企联合的办公室，全面负责生物医药相

关专业的产教融合工作。会上为有关企业专家颁发了聘任证书，成为学校的企业导师，充实了企业师资

库，同时制定了年度的工作计划，将校企合作各项工作推向深入。一年以来，“生物人产业学院”各项工

作井然有序，工作成果不断呈现。2023 年“生物人产业学院”成功升级获批为上海市首批职业教育现代

产业学院。 

6.2. 推进跨企业培训实践中心建设 

“生物人产业学院”的跨企业培训实践中心是链接学校和企业的中转站和纽带，是实现师资高质量发

展和学生高质量就业的关键，为此，“生物人产业学院”成立后，我校联合上海嘉定育成生物园，加快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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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跨企业培训实践中心建设。上海嘉定育成生物园是“嘉定区政府”和“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联

合打造的上海嘉定先进技术创新与育成中心的生物医药子园区，园区成立于 2014 年，首期投入 1500 万元

和园区企业共建有“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病毒包装”“代谢组学”“基因组学”“基因编辑”

“干细胞”等技术研发服务平台，园区有“标准化的实验室”“GMP 级的细胞房和病毒操作平台”“临床

PCR 检测实验室”“SPF 级的实验动物房”，具有完备的分子细胞生物学仪器配置，园区产业生态聚焦于

基础科研研发和外包服务，具有现代生物医药完整的技术服务链条，属于国家级园区。 
“生物人产业学院”自成立后，加快推进了跨企业培训实践中心建设，已连续承接了我校和全国 10

余所职业院校生物医药相关专业师资培训，重点推进了 150 名学生的实习强训和企业实习人才输送。师

资培训和学生实训紧密对接企业岗位需求，重点聚焦“细胞工程核心技术”“基因工程核心技术”“蛋白

质工程核心技术”“实验动物实用技术”，收到了很好的反响。 

6.3. 支撑生物医药产教联合体成立 

生物医药产业是上海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支柱，是上海强化高端产业引领功能和科技创新策源功

能的重要抓手，也是党中央赋予上海“打造世界级产业集群”重要使命的三大先导产业之一。为打造世

界级生物医药产业集群，上海积极引导生物医药产业园区特色化发展，以张江、临港新片区等园区为重

点，构建了“1 + 5 + X”生物医药产业空间布局。2023 年，我校以“生物人产业学院”为重要支撑基础，

成功申请成立了“上海临港新片区市域产教联合体”。上海临港新片区市域产教联合体由临港新片区管

委会指导，由我校与临港奉贤公司共同牵头，是上海 14 个市域产教联合体之一，正积极申创教育部国家

级产教联合体。联合体以生命蓝湾为承载园区，将充分发挥政府统筹、产业聚合、企业牵引、园区服务、

学校主体作用，服务培养高素质、创新型生物医药产业人才。此次活动，强力助推了上海临港新片区市

域产教联合体和生物医药领域相关单位的合作交流，为上海乃至全国生物医药产业人才的创新发展提供

了有力的探索与实践。 
2023 年 8 月 3 日，我校联合上海临港新片区市域产教联合体牵头企业上海临港奉贤经济发展有限公司

和上海医药行业协会等共同主办 2023 上海生物医药人才创新发展大会暨临港新片区生命蓝湾人才发展论

坛，来自政府部门、各类院校、科研单位、园区平台、行业企业、人才机构等 200 多位嘉宾参加活动。 

7. 挑战与展望 

因产业学院的政、行、企、校各方，无上下隶属关系，是松散的合作关系，无法形成一个有力的组

织，很容易出现执行效率低下，各方推诿的现象。“生物人产业学院”通过合理规划，立足“学校–跨企

业培训实践中心–企业”三站融合的人才培养和输送机制，积累了初步的经验，但在深度和广度上，还

需要进一步拓展。下一步，“生物人产业学院”将主动与“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工作有效对接，共同推

进，为职业教育的产教融合做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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