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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首先分析了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在职业教育领域的研究现状，然后指出当前机械制造专业群人才培养

模式中存在教学与需求脱节、实践与资源有限、师资与创新匮乏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构建策

略和实施路径，包括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促进产品技术升级，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校企联合制定方案，

明确人才培养目标，实现人才供需对接；学研融合挖掘深度，前沿学术创新案例，研学糅合理实融通；

构建研用交互渠道，打通产用反馈效率，产学研用协同创新，进而为机械制造行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有力的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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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 analyzes the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in production-
learning-research-application in the field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t has been pointed out that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with the current talent training mode of mechanical manufacturing professional 
groups, such as the disconnection between teaching and demand, limited practice and resources, 
lack of teachers, and innovation. In view of these problems, strategie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s 
have been proposed, including closely connecting industrial demands, promoting the upgrading of 
product technology, and integrating industry and education for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jointly devel-
oping plans between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clarifying talent training objectives; achieving talent 
supply and demand docking; deep explor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learning and research, cutting-
edge academic innovation cases, and the integration of theory and practice; building interactive 
channels for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improving feedback efficiency between industry and appli-
cation; promoting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among industry, academia,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and providing strong talent support for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mechanical manufac-
turing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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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我国作为制造业门类最为齐全的国家，其总体规模已经连续 15 年稳居世界第一。随着科技的不断进

步，我国制造业也从传统产业逐渐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的高科技产业进行转型[1] [2]。人工智能、

智能制造、物联网、区块链等新技术正在加速向工程应用领域进行转化，这就要求技术技能人才不仅要

具备扎实的专业理论知识，同时还应具备相应的交叉学科知识和前沿技术视野，以适应新技术变革带来

的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3] [4]。“产教融合高质量”作为“新双高”建设的重要导向，职业教育人才培

养模式必然会带来新一轮的教学改革热潮[5] [6]。作为我国培养高素质人才的重要渠道，职业教育教学

改革要紧密结合国家战略、经济发展、产业规划、市场需求等，如何构建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人才培养

模式，实现产业链、教育链、创新链、人才链的有机融合，成为当前机械制造专业群建设与改革的研究

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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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研究现状 

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理念最早源于 20 世纪初美国的“合作教育”[7]。国外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的典型案

例有：美国制造业创新中心——由政府主导聚焦于先进制造技术研发与产业化，不仅提升了相关技术人

员的技术技能，同时还吸引大量社会资金参与，加强对中小企业扶持和资源共享[8]；日本超大规模集成

电路项目——政府牵头企业联合体共同参与研发半导体技术，凝聚产业人才与优势资源，集中力量进行

技术研发，在培养大量相关技术人才的过程中还累计获得了大量的核心技术专利[8] [9]；德国弗朗霍夫协

会——学生通过项目实践对接企业需求，主要由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学生深度参与项目研发[9]。2023 年

我国印发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 年)》，明确提出“产业需求更好融入

人才培养全过程”，“形成教育和产业统筹融合、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利用中国知网(CNKI)总库以

“产学研用”为主题进行检索，截止时间到 2025 年 1 月 24 日，共检索到 4633 篇文献；以“产学研用”

含“职业教育”为主题进行检索，共检索到 159 篇；最后以“产学研用”含“职业教育”和“人才培养”

为主题进行检索，共检索到 116 篇。图 1 是“产学研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不同主题进行

检索的文献数量发表年度趋势图。由图 1 可以看出，三种主题曲线分别在 2013 年和 2023 年各有一次快

速增加，主要与 2013 年“产教融合”概念在《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和

2023 年印发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 年)》文件有关[10]，并且上述三种

主题文献发表数量均在2024年达到历史极值，近五年文献发表数量占比分别达到44.66%、51.57%、52.59%，

说明“产学研用”在“职业教育”领域关于“人才培养”方面的教学改革是研究热点。 
 

 
Figure 1. Annual trend chart of CNKI database publications on 
“Production-Learning-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alents Training” literatures 
图 1. “产学研用”并含“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主题文

献 CNKI 数据库发表年度趋势图 
 

图 2、图 3 和图 4 分别是“产学研用”及其关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主题文献数量学科分布

图。“产学研用”研究主要集中在高等教育、工业经济、经济体制改革、企业经济、职业教育、科学研究

管理等方面；“产学研用”关于“职业教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企业经济、工业经

济、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机械工业等方面；“产学研用”关于“职业教育”和“人才培养”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企业经济、计算机软件及计算机应用、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机械工业等

方面。可以看出，机械工业在“产学研用”“职业教育”及其“人才培养”方面的研究均居于前列。“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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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高”建设要求“产教融合高质量”为导向，产学研用协同育人也将成为“新双高”建设过程中函待解决

的重要问题，在新政策导向下也必将引发新一轮的教学改革热潮。 
 

 
Figure 2. Subject distribution chart of the literature number on 
“Production-Learning-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图 2. “产学研用”主题文献数量学科分布图 

 

 
Figure 3. Subject distribution chart of the literature number on 
“Production-Learning-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图 3. “产学研用”并含“职业教育”主题文献数量学科分布图 

3. 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问题 

现有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11]-[13]：1) 教学与需求脱节。如通过调研与对比分析发现，部

分院校特别是中西部高校课程设置滞后，未能结合最新科学技术发展及时更新课程设置，或者对最新技

术前沿把握不够，不能合理将其纳入课程体系，导致学生在校学习过程中构建的知识体系未能有效融入

数字化制造、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相关的前沿技术，难以应对机械制造领域快速涌现出的各类新技术、

新需求、新形态等行业发展需求。教材内容更新频率或修订时未能对行业新技术进行充分研判，导致教

材内容过于陈旧，使学生无法了解行业发展前沿和发展趋势，在毕业时所学到的技术可能在实际生产过

程中处于淘汰的边缘，不能有效促使行业技术革新。目前正处于各类新技术蓬勃发展阶段，如果教学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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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4. Subject distribution chart of the literature number on 
“Production-Learning-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Vocational Ed-
ucation” and “Talents Training” 
图 4. “产学研用”并含“职业教育”和“人才培养”主题文献

数量学科分布图 

 
程中不能有效融入一些交叉学科知识，学生可能会因为缺乏计算机、材料、通讯、电子等相关领域

的学科知识而影响自身的全面发展。2) 实践与资源有限。机械制造类专业对实践教学需求较高，部分高

校因资金、场地、师资等方面的问题，无法做到教学实践基地设备的及时更新，制约了学生在学习过程

中对新技术、新设备、新方法等的感性认识，限制了学生动手能力和创新思维的拓展。由于实践基地和

资源有限，导致在教学过程中理论教学与实践教学比重失衡，无法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做到“理实融合”

高效建构知识体系，进而影响学生应对复杂实际生产过程中遇到的突发状况，难以有效提升学生解决真

实应用场景中的问题。此外，校企合作形式单一，深度合作的科研项目少，影响企业参与的积极度，难

以让学生参与到关键技术环节的实施过程中，更多是在简单重复、缺乏技术含量的岗位进行辅助性工作，

难以有效将所学理论知识融入到实践环节，难以实现实践教学目标。3) 师资与创新匮乏。通过实地调研

与比较分析发现，中西部地区特别是非省会区域高校职业教育师资中缺乏高层次科研人员，难以有效把

握机械行业科技发展趋势和学术前沿，缺乏企业技术研发与革新实践经验，导致教学过程中难以将现有

理论与技术前沿进行深度融合。通过调研与查阅不同区域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方案发现，多数教师课程

教学学时普遍偏多，造成教师难以有更多时间开展科研工作和创新能力培训，限制了教师及时了解和学

习先进技术的途径，难以指导学生开展创新创业类项目，进而限制学生创新思维的发展。目前高校众多

行政性工作向一线专业技术岗位教师转移严重，进一步挤压了专业技术岗位教师开展科技创新、技能创

新、项目创新等的时间和空间。 

4. 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构建与实践 

机械制造专业群在“新双高”建设中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见图 5)的构建策略和实施路径

[14]-[16]：1) 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促进产品技术升级，产教融合协同育人。主动到机械制造类企业深度

调研并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建立畅通的校企沟通机制，打破时空限制建立线上“揭榜挂帅”任务

式驱动的高校教师与企业技术人员全方位多渠道的交互平台，充分探索企业的人才需求与技术需求和高

校的人才培养和应用基础研究的目标，探索“双向奔赴”的互赢机制，高校通过科技研发和人才培养模

式改革进而为企业技术升级和行业发展提供科技服务和人才支撑，提高企业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和经济效

益。2) 校企联合制定方案，明确人才培养目标，实现人才供需对接。高校通过科研项目、用人单位、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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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生反馈等多种方式广泛调研企业人才需求，联合主要人才需求企业协商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明确人才

培养目标，构建人才成效达成度量化机制，测算人才供需满意度，根据反馈及时优化和调整，促使人才

培养全过程可调可控，向用人单位实际需求逐步靠拢。同时，还要加强课程教学改革，采用项目式、任

务式、案例式等将学生所学基础理论知识与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动手能力紧密结合，在深化学生对专业

知识理解深度和应用场景的同时培养学生“从头算起”的发散思维和创新意识。通过校企合作探索应用

基础研究的适应场景和潜在应用，为企业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撑和理论支持。通过双方资源共享和整合，

实现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技术升级、产品创新等可持续的闭环共赢模式。3) 学研融合挖掘深度，前沿

学术创新案例，研学糅合理实融通。高校教师通过承担科研项目开展前沿学术研究，在理论探索与成果

转换方面可将相关前沿理论知识转化为鲜活的教学案例，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能力，促进学生多元化发

展，引导学生积极参与到“双创”竞赛中去，通过比赛锻炼学生运用专业理论知识解决实际工程问题的

能力，进而进行不同专业、不同学校、不同区域之间横纵向比较，激发学生学习斗志。树立技能竞赛获

奖榜样典型，通过参加和获得不同层次比赛的获奖，对学生付出进行肯定和激励，实现“以赛促学、以

赛促教、以赛促改、以赛促能”。鼓励学生开展广泛的“双创”活动，将指导教师相关技术进行成果转

化，运用好相关的国家与区域激励政策，组建团队进行联合技术开发和创新，进而实现科技成果的高效

转化。4) 构建研用交互渠道，打通产用反馈效率，产学研用协同创新。研用交互渠道的构建，可有效促

使科学研究建立在行业技术深度调研的基础上开展，有助于科学研究围绕实际生产或用户产品使用的痛

点问题进行全面剖析，使技术研发与用户需求进行紧密对接，确保科学研究有的放矢和成果高效转化。

例如，高校研究人员与企业技术开发人员共同组建联合研发中心，将企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技术瓶颈或

难题作为开展技术攻关的任务，将科研成果直接应用于企业生产，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与产品质量。打

通产用反馈效率，有助于企业深度了解用户需求，有助于企业进行产品更新换代时解决现有产品中的问

题，使产品设计与研发更具人性化，提升产品市场竞争力和附加值。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可使企业技术升

级和行业前沿技术探索相互融合，注重实践能力与创新思维的培养，促使人才培养方案重构和课程体系

优化，形成人才培养的闭环，使学生在实践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素质。 
 

 
Figure 5. “Production-Learning-Research-Application” collabora-
tive innovation talent training mode 
图 5. 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5. 结论 

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快速发展和“新双高”建设的稳步推进，机械制造业正迎来一次关键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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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遇期。产业技术变革将对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提出更高的要求。然而当前机械类专业群人才培养模

式存在教学与需求脱节、实践与资源有限、师资与创新匮乏等问题。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应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促进产品技术升级，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校企联合制定方案，明确人才培养目

标，实现人才供需对接；学研融合挖掘深度，前沿学术创新案例，研学糅合理实融通；构建研用交互渠

道，打通产用反馈效率，产学研用协同创新。通过创新和强化产学研用协同育人机制，使人才培养与技

术变革紧密对接，实现“四链融合”，进而为机械制造行业提供强大的人力支撑和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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