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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以中国知网为检索平台，筛选截至2024年6月1日知网收录的417篇与现代产业学院相关的文献作为

研究对象。以聚类分析和高频关键词分析法作为主要研究方法，采用SPSS 26.0、Bicomb 2.0和Ucinet 6.0
等软件作为研究工具进行数据挖掘与内容分析。研究发现，得出我国现代产业学院当前研究热点主要围

绕现代产业学院、产教融合、产业学院、人才培养、高职院校展开的。同时，文章还借助高频关键词和

文献内容分析，从而推断我国现代产业学院的发展趋势：1) 加强现代产业学院的多主体协同育人能效，

地方政府发挥引领作用；2) 打造区域产业学院；3) 加强顶层设计，发挥高校主体地位；4) 提高边缘位

置高频关键词的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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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rticle uses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 (CNKI) as the search platform to select 
417 literature related to modern industrial colleges included in CNKI as of June 1, 2024 as the re-
search object. Cluster analysis and high-frequency keyword analysis were used as the main re-
search methods, and SPSS 26.0, Bicomb 2.0, Ucinet 6.0 and other software were used as research 
tools for data mining and content analysis.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the current research hotspots 
of modern industrial colleges in China mainly revolve around modern industrial colleges, industry 
education integration, industrial colleges, talent cultivation, and vocational colleges. At the s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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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me, the article also uses high-frequency keywords and literature content analysis to infer the de-
velopment trend of modern industrial colleges in China: 1) Strengthening the multi-subject collab-
orative education and energy efficiency of modern industrial colleges, local governments playing a 
leading role; 2) Building regional industrial colleges; 3) Strengthening top-level design,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main position of universities; 4) Increasing attention to high-frequency keywords in pe-
ripheral posi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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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为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及终身教育体系的创新发展描绘出了宏伟蓝图，其核心目标

在于巩固职业教育的独特定位，实现职普教育的无缝对接，推动产教融合的深度发展，以及加强科教融

合的紧密联系。这一战略框架不仅指明了职业教育领域未来的发展方向，也为培养高素质、实践型、跨

学科及创新型人才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指导。在这一大背景下，产教融合的战略地位显得尤为

重要和无可替代。它不仅是高职院校转型升级的核心驱动力，更是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所在。

通过产教融合，可以更有效地整合教育资源，优化人才培养体系，从而更好地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 
此外，工业和信息化部与其他多部门在 2022 年发布的《轻工业高质量发展战略规划》中，也强调了

建立协同教育机制、加速现代产业学院网络布局的重要性。这显示了现代产业学院在促进技能型社会构

建、推动产业升级转型和提升职业教育整体水平方面的核心作用。2023 年 3 月 7 日，教育部办公厅、国

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发布《关于开展第二批现代产业学院建设工作的通知》，

以国家和区域产业发展急需为牵引，开展第二批现代产业学院建设工作。 
产业学院的概念源自于英国的“产业大学”理念，这种理念是一种旨在提升社会公众职业技能，依

托开放式网络课程平台构建的中介性教育机构[1]。在我国，产业学院的本土化发展深深植根于应用型人

才培养模式的革新之中，其核心目标在于培育能够适应并引领现代产业发展需求的高素质人才。该模式

汇聚了高校、地方政府、行业组织及企业等多方共建主体，从而共同构建起一个集教育、科研、生产与

应用(产–学–研–用)于一体的实体性教育机构。与英国的虚拟网络“产业学院”相比，我国的产业学院

以更为实体的形式存在，其地位近似于职业技术学院，直接面向广大群众开放。追溯国内产业学院思想

的萌芽，最早可追溯至 1988 年覃晓航先生的相关论文，这标志着我国对“产业学院”概念的初步探索与

阐述。时至今日，现代产业学院的发展已步入新阶段，它以政策为导向，有效整合多方教育资源，通过

引入企业化管理机制、构建现代化治理结构、实施市场化运作，并明确综合化的功能定位，实现了多元

资源的深度融合与共享。 
目前在学术界核心期刊主要围绕现代产业学院的意义内涵路径进行研究以及结合不同的理论或视角

进行研究，结合当地产业学院的相关案例进行研究。例如黄彬、姚宇华以新工科背景下探讨以服务支撑

产业需求为导向、多主体共建共治、集人才培养等多种功能于一体的现代产业学院[2]。尹辉、苏志刚从

现代产业学院的起源与发展、内涵与模式、以及我国现代产业学院协同创新平台功能三个方面，论述了

建设发展现代产业学院的必要性与重要性[3]。金劲彪侯嘉淳在调研江浙 100 多个产业学院的基础上，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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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目前现代产业学院建设还存在主体法律地位不明、组织法制空缺、学生权利保障不足、教师法律地位

模糊等法律风险从而提出对策[4]。 
本研究旨在通过对现有研究成果进行梳理，进一步厘清现代产业学院的研究热点，客观把握研究的

趋势，并对未来的研究趋势进行预测，为后续的研究提供参考。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对象和数据来源 

本研究在中国知网(CNKI)中以“现代产业学院”作为主题词进行检索，文献来源限定为中文学术期

刊和学位论文，检索时间截至 2024 年 6 月 1 日，并人工进行了检索和筛选，剔除了会议和报告以及与本

主题无关的词，以确保文献的有效性，最终获得有效文献 417 篇。 

2.2. 研究方法和研究工具的选择 

本文采用高频关键词分析法进行分析，关键词是最能体现文章中心思想和作者观点的专业术语，高

频关键词是指在一篇文章中或某一个领域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词，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该研究领域的

热点及发展趋势[5]。 
聚类分析，聚类分析(cluster analysis)指在不确定分类标准的情况下按照反映对象特征的数据对研究

对象进行自动化分类的方法，在研究热点分析中它可以将相似的关键词聚类成一团，从而进行研究热点

主题分类该方法在众多领域中进行应用，本文应用 SPSS26.0 为研究热点主题提供分类参考。本文采用书

目共视分析软件(Bicomb2.0)，数据统计分析软件 SPSS26.0 和 Ucinet 为主要的研究工具。 

2.3. 操作流程 

1) 关键词提取 
首先在知网中将与主题词现代产业学院相关的文献共 417 篇，以 NoteFirst 格式导出 TXT 文本，再

用书目共视分析分析 Bicomb 软件对文本关键词进行提取，并生成词篇矩阵和共现矩阵，并保存为 TXT
文本。共提取 639 个关键词，再根据孙清兰的高低频关键词分析分界标准，计算出 N = 25，最终筛选出

高频关键词 25 个，其中阈值为 5 (表 1)。 
 

Table 1. High frequency keywords and frequency statistics 
表 1. 高频关键词及频次统计 

序号 关键字段 出现频次 

1 现代产业学院 248 

2 产教融合 113 

3 产业学院 89 

4 人才培养 59 

5 高职院校 30 

6 协同育人 30 

7 校企合作 26 

8 新工科 21 

9 现代学徒制 14 

10 职业教育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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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1 应用型高校 11 

12 人才培养模式 10 

13 教学改革 9 

14 建设模式 8 

15 应用型人才 7 

16 应用型本科高校 6 

17 建设路径 6 

18 培养模式 6 

19 地方高校 5 

20 路径 5 

21 职业院校 5 

22 运行机制 5 

23 育人模式 5 

24 模式 5 

25 共生理论 5 
 

经统计分析得出，按频次从高到低的排序前五的关键词是：现代产业学院(248 次)、产教融合(113 次)、
产业学院(89)、人才培养(59 次)、高职院校(30 次)从以上数据中可以得出我国现代产业学院当前研究热点

主要围绕现代产业学院、产教融合、产业学院、人才培养、高职院校展开的，其中产教融合、产业学院等

关键词多次出现表明产业学院与现代产业学院是产教融合的一种深化。 
2) 构建关键词词篇矩阵和共现矩阵 
为了更好地探究关键词之间的关系，运用 Bicomb2.0 软件生成高频关键词词篇矩阵(表 2)和高频关键

词共线矩阵(表 3)其中表 2 中的第一行和第一列分别表示文章编号和高频关键词，表中的阿拉伯数字“0”
表示该关键词没有出现在对应的编号文献中：反之，如果出现阿拉伯数学“1”则表明关键词出现在相应

的文献中，表 3 中第一列和第一行均为高频关键词，表内数据反映的是高频关键词在同一篇文献中两两

之间共同出现的次数，一般来说共同出现的次数越高，说明两个关键词之间的联系越紧密。 
 

Table 2. Keyword discourse matrix (part) 
表 2. 关键词词篇矩阵(部分) 

 文章编号 

关键词 1 2 3 4 5 6 7 8 9 

现代产业学院 1 0 0 1 1 1 1 1 1 

产教融合 1 0 1 0 1 1 0 0 1 

产业学院 0 1 1 0 0 0 0 0 0 

人才培养 0 0 0 0 0 0 0 1 0 

高职院校 0 0 0 1 0 0 0 0 0 

协同育人 0 0 0 0 0 1 0 0 0 

校企合作 1 0 0 0 0 0 0 0 0 

新工科 0 0 1 0 1 0 0 0 0 

现代学徒制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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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3. Keyword collinearity matrix 
表 3. 关键词共线矩阵 

关键词 现代 
产业学院 产教融合 产业学院 人才培养 高职院校 协同育人 校企合作 新工科 现代 

学徒制 

现代产业学院 248 68 0 38 18 24 17 15 0 

产教融合 68 113 37 19 8 18 10 9 3 

产业学院 0 37 89 18 10 5 8 5 12 

人才培养 38 19 18 59 2 4 3 5 4 

高职院校 18 8 10 2 30 1 1 0 3 

协同育人 24 18 5 4 1 30 2 3 0 

校企合作 17 10 8 3 1 2 26 0 2 

新工科 15 9 5 5 0 3 0 21 0 

现代学徒制 0 3 12 4 3 0 2 0 14 

 
从表 3 中可以看出除了关键词本身之外，其中现代产业学院与产教融合(68 次)、现代产业学院与人

才培养(38 次)、与协同育人(24 次)现代产业学院与高职院校(18 次)与校企合作(17 次)与新工科(15 次)目
前现代产业学院研究集中在产教融合、人才培养、协同育人等方面，对校企合作以及新工科的研究较少。 

3) 高频关键词的聚类树状图 
聚类分析是共词分析的一种常用的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学术热点研究辅助分类，根据聚类计算的原

理，关系密切的关键词可聚在一起形成一类团，聚类分析能够利用数学运算的方法并根据变量数据的内

部特征将变量数据划分成多个类别。它能够在不了解变量先验知识的情况下，根据变量数据的亲疏程度

对变量数据进行自动分类。“在划分的各个类别中，同一类中的变量数据具有较高的关联度，不同类中

的变量数据具有较大的差异性”。本研究中的聚类分析首先将相似性和关联度高的两个小类聚类成一个

大类，然后将这些大类继续和相似度、关联度高的其他类进行聚合。通过聚类分析绘制出树状图，本研

究将现代产业学院词篇矩阵(表 2)导入 SPSS26.0 软件分析后，获得现代产业学院的当前研究高频关键词

的聚类树状形态分布图。 

3. 现代产业学院研究热点分析 

本文结合高频关键词的共现矩阵，词篇矩阵聚类树状和文献相关内容的相关分析，可将现代产业学

院的研究热点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3.1. 现代产业学院的内涵 

本文通过收集文献资料和相关数据研究发现，现代产业学院出现频次为 248 次，体现了学者们对现

代产业学院的高度关注，作为一种新型组织形态，我国现代产业学院的本土化实践深深植根于应用型人

才培养模式的革新之中，其核心目标是培育能够适应与引领现代产业发展的高素质人才。这一实践模式

以高校、地方政府、行业组织及企业等多元主体为共建基石，构建了集“产–学–研–用”四位一体的

实体性办学组织。 
张元宝基于共生理论的深刻洞察，详尽阐述了现代产业学院追求高质量发展的多维度本质，这一发

展不仅体现为质参量间的卓越契合与系统架构的稳固性，更植根于外部环境的积极赋能与支撑的强调，

从合作伙伴的精挑细选，经过合作纽带的牢固编织，直至组织内部的无障碍协作，最终迈向一体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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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宏伟蓝图，这一系列演变实则是多元参与主体间深度耦合、协同演化的鲜明例证。此过程的精髓，在

于合作各方资源互补性的显著增强、资源共享机制的深度拓展、资源汇聚效率与配置效能的双重提升，

而资源价值的最大化挖掘与利益分配机制的公正均衡，则成为衡量其高质量发展成效的标志性特征[6]。 
与此同时，李名梁等学者通过系统的文献回顾，揭示了现代产业学院在政策导向的强力驱动下，如

何汇聚各类教育资源，融合企业化管理模式精髓，构建现代化治理架构，并依托市场化运作机制，明确

其综合化的功能定位，实现了教育资源的深度融合与广泛共享，从而打造出一种紧密对接现代产业需求

的一体化、创新型教育生态系统。关于产业学院的本质内涵，学术界展开了多维度探讨：一是从整体维

度出发，视其为具有明确服务导向的独立高职教育实体，凸显其整体教育特质的独特魅力；二是从办学

组织层面审视，强调其作为资源整合平台，通过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多方共赢；三是平台中介视角，将产

业学院定位为连接人才培养与新兴产业生态需求的关键桥梁；四是学院创新视角，认为现代产业学院是

二级学院融入企业基因后的创新蜕变，更加注重人才培养与社会服务的深度融合与相互促进。 
尽管当前的研究成果已为现代产业学院的理论深化与实践探索奠定了重要基础，但在面对多主体协

同治理这一复杂议题时，对其治理困境根源的剖析尚不够透彻，全面且可实施的治理框架尚待构建。因

此，未来的研究应着力深化对协同治理机制创新的探索，致力于构建一套科学、系统的治理体系，以期

为现代产业学院的高质量发展提供更加稳固的理论支撑与实践指导。 

3.2. 现代产业学院与产教融合 

张元宝等以超前的洞察力，前瞻性地主张产教深度融合是职业教育跨越式发展、迈向卓越新纪元的

必由之路。在这一宏伟蓝图的指引下，产业学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以其独特的魅力和无限的潜力，成

为驱动产业升级转型、创新产教融合机制的核心引擎[7]。这一创新办学模式，不仅深刻践行了“产教融

合、校企合作”的核心理念，更在促进产业与教育两大系统深度融合、生产实践与教育教学无缝衔接的

道路上迈出了坚实步伐，共同编织出一幅教育与产业和谐共生的图景[8]。马克思关于现代工业技术变革

的深刻分析，为我们深刻理解劳动与教育融合的时代趋势提供了理论支撑。他揭示出，随着技术的日新

月异和社会分工的日益细化，大工业体系加速了资本与劳动力的跨界流动，为产教融合提供了肥沃的现

实土壤，使其成为了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 
全球范围内，产教融合的实践探索犹如万花筒般绚烂多彩[9]。其中“教学工厂”、“企业大学”及

“双元制”等模式以其独特的优势脱颖而出，成为连接教育与产业的桥梁和纽带。这些模式通过不同的

路径和方式，强化了教育与产业之间的紧密联系，为产教融合提供了丰富多元的实践案例和宝贵经验[10]。 
任金秀与周红利两位学者，则进一步从战略高度强调了产教融合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中的核心作

用[11]。他们提出，应以产业链为龙头，构建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与创新链紧密相连、相互促进的生

态系统。在这一生态系统中，产业学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如同一个强大的磁场，汇聚了政府、

行业、企业等多方资源，共同致力于人才培养的多元化任务，实现了教育资源与产业需求的精准匹配，

促进了学校与企业之间的优势互补和协同发展，构建了互利共赢、和谐共生的良好格局。 
沈希教授深刻指出，现代产业学院正处于产教融合一体化与教育治理现代化交相辉映的历史节点上，

其协同治理机制的构建不仅是顺应时代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应对现实挑战、深化产教融合内涵、拓展

产教融合广度的迫切需求[12]。因此，深入探索并构建现代产业学院的协同治理模式，对于推动产教融合

向更高水平、更宽领域迈进，具有深远的理论价值与重大的实践意义。 

3.3. 现代产业学院的比较研究 

产业学院，作为职业教育体系与区域经济深度融合的先锋阵地，其核心使命聚焦于深度强化职业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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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区域产业发展需求的响应能力与支撑效能。它巧妙地汇聚了政府宏观引导、教育机构专业优势、行

业协会桥梁作用、行业领军企业实践经验以及产业园区集聚效应等多元化力量，共同编织了一个集人才

培养、创新项目孵化、前沿技术研发、科技服务精准供给及终身学习路径拓展等多维度功能于一体的新

型教育生态系统。这一创新模式不仅是对“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传统理念的深度挖掘与广度拓展，更

实现了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与创新链之间的无缝衔接与高度协同，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转型升级

注入了强劲动力，引领其向更高质量、更富内涵的发展阶段迈进[13]。 
随着 2020 年《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指南(试行)》与《职业教育质量提升与结构优化行动方案

(2020~2023)》的相继发布，产业学院建设正式踏上了国家级示范引领下的“质量提升与内涵深化”的

新征程。这一转变标志着我国职业教育从传统的规模扩张模式向注重质量精进、特色鲜明的现代范式

转型，开启了职业教育发展的新篇章。在此背景下，构建一套现代化、高效能的学院治理体系显得尤为

重要，它不仅是保障产业学院稳健运行、实现卓越育人目标的基石，也是推动其持续创新与发展的关

键所在。 
为实现这一目标，现代产业学院需以章程为根本遵循，构建起一个多元参与、协同共治的治理架构，

确保各利益相关方能够深度融入决策过程，共同为学院的发展出谋划策。同时，实施理事会领导下的院

长负责制，并引入科学合理的分权与制衡机制，以保障治理结构的民主性、透明度和市场适应性，使其

能够紧跟时代步伐，引领学院不断向前发展。 
此外，国家层面也需加快步伐，构建和完善支持职业院校混合所有制改革的政策体系，通过精准施

策，有效破解国有资产管理、产权交易、利益分配及人事制度改革等方面的难题。具体而言，可综合运

用金融扶持、财政激励、土地政策优惠、信用体系建设及税收减免等多元化手段，激发企业参与现代产

业学院建设的积极性与创造力，形成政府、学校、企业三方共赢的良好局面。通过这一系列举措的实施，

必将有力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的深度融合，为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大的力量[14]。 

3.4. 现代产业学院的人才培养 

在深入剖析产业结构变迁、转型与适应性调整的宏观脉络中，人力资源的基石作用愈发凸显，其培

育与壮大的过程，根植于教育体系持续精进与革新的深厚土壤。当前，全球视野下，强化教育与产业的

无缝对接，旨在赋能区域经济繁荣，已成为驱动社会经济架构重构与技术迭代升级的关键战略支柱。诸

如北美广泛实践的协同教育模式、德国标志性的双元制模式，以及日本独具匠心的产学官合作典范，均

作为产教融合策略的璀璨明珠，引领着全球教育产业融合的新风尚。国外诸多研究深刻揭示，产教融合

策略在促进学生学术能力提升、增强就业市场竞争力等人才培养核心维度上，展现出了非凡的正面影响

力。它如同一剂良药，精准地解决了传统教育体系下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间长期存在的“供需鸿沟”难

题。在此背景下，现代产业学院的崛起，不仅顺应了新工科教育体系构建的内在规律，更作为产教融合

创新的先锋，开创了高校与企业深度协作、互利共赢的新型教育模式。这一模式，不仅是高校迈向新工

科教育转型的重要跳板，也是撬动传统工科教育范式深刻变革的强大杠杆[8]。 
现代产业学院积极搭建起一个由政府、高校、企业、科研机构及行业协会等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综

合育人平台，实现了社会需求与教育资源的高度匹配，有效整合了各类优质资源，形成了人才培养的强

大合力与独特优势。这一过程中，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的共生关系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化，两者相互激

发、协同进化。沈希指出，现代产业学院应当勇于突破传统束缚，探索构建以“学习社群”为核心的新

型教育模式，深度融合学校与企业的资源禀赋，形成坚不可摧的“校企共生体”。这一战略视野不仅彰

显了“产业”与“教育”深度融合的深远意义，更凸显了现代产业学院在促进产业链、教育链与人才链

无缝对接中的独特贡献，为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石与智慧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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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现代产业学院的研究启示 

 
Figure 1. High frequency keyword social network graph 
图 1. 高频关键词社会网络图谱 
 

将高频关键词共现矩阵导入 Ucinet6.0 软件中，并利用软件的内部集成工具 Net Draw 画出现代产业

学院高频关键词社会网络图谱如图 1，下图中的方块节点是本研究选取的 25 个高频关键词，其中“现代

产业学院”处于中心位置，作为中心节点体现其当前研究的基础性和中心性。位于中心节点附近且连线

紧密的产教融合、人才培养、协同育人则代表的是研究热点，位于边缘节点的代表未来发展可能的发展

方向。 

4.1. 加强现代产业学院的多主体协同育人能效 

现代产业学院包括政府机构、行业协会、企业机构和重视政治价值观的政府，以此来促进当地经济

发展，平衡供需。在此过程中，行业聚焦于社会价值的深度挖掘与实现，而高校则将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与强化专业集群效应作为其核心战略任务。企业则因其在价值创造路径上的差异——尤为注重通过价值

增值策略来增强盈利能力，进而在专业设置与教学实践环境的探索上面临一系列挑战与限制。 
尤为关键的是，教学团队与技术团队之间的协作壁垒，已成为制约产业学院高效运作与创新能力提

升的关键因素之一。具体言之，高校的教师在企业实践经验的积累上相对不足，难以全面融入企业的真

实教学场景；反之，企业中的技术专家尽管技术造诣深厚，却往往在教育理论掌握与教学实践技巧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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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短板，这导致跨领域的复合型教学团队难以形成合力，整体效能亟待提升，团队凝聚力也需强化。 
在产业学院的初创阶段，政府、行业协会、职业院校等多方力量需基于平等互利的原则，共同参与

学院章程的制定工作，明确界定各自的角色定位、职责范围、义务要求及运作机制，从而有效避免内部

行政化倾向的干扰，确保在理事会架构下实现校长负责制的顺畅运行，增强学院的独立运营与自我管理

能力。 
进入运营阶段后，产业学院应积极营造平等合作、互惠互利的文化氛围，构建一套透明度高、效率

高、包容性强的利益分配与协调机制，促使各参与主体在博弈与合作中寻求共赢之道。以广西钦州为例，

该地区积极响应国家职业教育政策导向，成功促成了华谊钦州化工集团与广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深度

合作，开设了石油化工技术专业“订单班”，惠及百余名学生；同时，金光集团联合广西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及广西大学，共同推出了电气自动化等多个专业的现代学徒制项目，学生规模逾二百人，这些实践

案例充分展示了产业学院在推动产教融合、深化校企合作方面的积极成效[8]。 

4.2. 地方政府发挥引领作用，打造区域产业学院 

在探讨现代产业学院构建的深层次逻辑时，我们需认识到其根基牢固地扎根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

内在驱动力与地域特色的地理优势之中。这一构建过程旨在将职业教育的服务范围从地域性局限中解放

出来，跨越至全国范围，并进一步拓展至“一带一路”倡议所覆盖的全球化市场，实现服务边界的飞跃

性拓宽。然而，当前部分产业学院虽遵循教育部与工信部联合制定的《发展指南》框架设立，却面临价

值导向趋同、与核心企业合作层次浅显、合作内容缺乏实质深度的困境。 
值得注意的是，产业学院的稳健发展离不开区域内那些拥有坚实发展基础与强烈社会责任感的现代

化企业的鼎力支持。作为多元主体协同创新的教育平台，产业学院的教育质量与企业社会责任感的深度

融合，构建了一个相互促进、共同提升的良性循环体系。对于已跨越初创阶段、步入成长与扩张关键期

的大中型及行业领军企业而言，其企业使命已逐渐超越经济利益的单一追求，转而聚焦于企业文化的深

度传承、战略版图的广泛拓展以及更高层次社会责任的积极承担。因此，与这些企业的深度合作不仅能

够有效缓解学生就业市场的压力，还能为区域龙头企业精准输送高素质人才，为地方经济的转型升级与

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的人才基石[15]。 
以柳州职业技术学院的智能制造产业学院与柳州螺蛳粉产业学院为例，它们作为广西高等职业教育

领域产业学院建设的典范，通过深度融入地方发展战略，实现了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深度融合与

相互促进。这些学院紧密围绕柳州“5 + 5”现代产业体系及“一二五”工程的发展蓝图，依托产业学院

这一创新平台，深化产教融合与科教融合的实践探索，有效促进了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与创新链之

间的深度融合与无缝对接，为柳州打造国家产教融合试点城市、国家“科创中国”试点城市及“国家创

新型城市”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在专业设置上，这些学院紧密对接柳州产业发展的高端领域，与区域

产业发展的契合度高达 92.6%，与世界知名企业及行业领军企业的合作共建专业比例超过 50%，实现了

校企合作专业的全面覆盖。依托学校的高水平专业集群与特色优势专业，学院精准定位汽车、机械等传

统支柱产业，同时积极拥抱新一代电子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新兴产业，并兼顾螺蛳粉等地方特色

产业的创新发展需求，成功构建了包括智能制造产业学院、柳州螺蛳粉产业学院在内的七大产业学院体

系，实现了专业与产业链的深度耦合与协同发展。 
在此进程中，高质量现代产业学院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全方位支持。这种支持不仅体现在

政策导向的明确指引、潜在风险的及时预警以及资源投入的持续加大等方面，更需贯穿于产业学院从规

划到实施、从发展到壮大的每一个关键阶段。尽管在特定阶段，如揭牌仪式、表彰活动等场合，政府的

显性作用可能更为突出，但更为关键的是政府应构建长效支持机制，包括人才政策的优化、财政激励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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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落实等，确保产业学院与地方产业发展的紧密联动，共同推动区域经济社会的全面繁荣，实现教育、

产业与社会的和谐共生与可持续发展。 

4.3. 加强顶层设计，发挥高校主体地位 

高校应不遗余力地推动全面而深入的调研活动，不仅限于对当前政府政策导向的敏锐捕捉，更要精

准洞察企业行业的潜在需求与动态变化，通过细致入微的分析，清晰勾勒出国家及区域产业发展的宏观

趋势与微观细节。在此基础上，高校需主动出击，精准对接市场需求，将精准培育具备高度专业素养与

创新能力的特定领域人才作为自身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使命。在未来现代产业学院应主动进行改革创新，

如同创业型大学，现代产业学院是另一种组织变革，高质量的现代产业学院的组织架构、机制体制是其

良好运行的并高速成长的核心，有的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时间短成效明显，就是在于它运行机制的创新，

现代产业学院中共建多方治理的出现，改变了以往二级学院单一的封闭管理体系，混合型理事会运行机

制是现代产业学院的有效治理模式[16]。 

4.4. 提高边缘位置高频关键词的关注 

虽然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路径等关键词在社会网络关系中处于边缘位置，但近年来在国家职业教

育的政策中出现的次数逐渐增加，例如 2019 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方案》提到要完善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培养体系，推动具备条件的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探索长学制培养

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因此今后研究应关注应用型本科高校的人才培养应该在专业能力和实践能力上形成

自己的特色，彰显人才培养能力，增强高校的核心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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