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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分析了新质生产力在推动汽车行业“科、产、教”协同发展中的实施路径。“新质生产力”强调科

技创新的主导作用，旨在通过高科技、高效能的生产力发展，提升经济整体竞争力。以汽车产业为例，

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结合技术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与人才培养，推动行业深度转型升级。针对当前教育

模式与行业需求的脱节，本文提出通过“科、产、教”协同发展，整合高校、企业和科研院所的资源，

实现科研、产业、教育的紧密结合。该路径包括科研合作与实践平台的建设、多主体协同创新及课程改

革，旨在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确保其适应快速变化的行业环境。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需要构

建多方协同创新生态，同时，强化教育在经济发展中的基础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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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lementation path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n promoting the coordi-
nate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n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The “New qual-
ity productivity” emphasizes the leading rol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iming to 
enhance the overall economic competitiveness through the development of high-tech and high-effi-
ciency productivity. Take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as an example. To develop new quality produc-
tivity, it is necessary to combin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talent cultiva-
tion to promote the in-depth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industry. In view of the discon-
nection between the current education model and industry demands, this paper proposes to 
achieve a close combin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industry and education through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ntegrating the resources of universities, enter-
prises and research institutes. This path encompasses the construc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coop-
eration and practical platforms, multi-subject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and curriculum reform, 
aiming to enhance students’ practical and innovative abilities and ensure their adaptability to the 
rapidly changing industry environment.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requires 
the construction of a multi-party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ecosystem. Meanwhile, the fundamental 
role of education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should be strength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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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它涵盖技术创新、产业升级和人才培

养等重要方面，能够显著提升产业经济的整体竞争力，从而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1] [2]。 
以汽车产业为例，发展新质生产力意味着利用高科技和新型生产力要素，推动汽车行业的深度转型

升级[3]。这将带来新的专业人才、新的技术、新的组织形式、新的产品以及新的商业模式。同时，智能

制造、新供应链整合和新服务的引入，将全面提升汽车产业的竞争力和创新能力。 
以汽车工程专业为例，周冠认为传统的教学模式会使学生的科技创新意识缺乏、工程实践能力缺乏、

综合能力薄弱等问题[4]。康翌婷，马飞认为专业实习中产学研合作待深入，由于校企合作不够深入，企

业对人才培养的参与度不高，以及校内外资源整合不力，这些问题都可能导致人才培养的手段缺乏针对

性，过程缺乏连贯性[5]。传统的教学模式跟不上社会行业的技术步伐，以至于在 2024 年毕业生当中大多

数处于寻求工作机会的状态。在《2024 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里显示 36.2%的毕业生向内归因，认为

自己“太迷茫”，占比最高。27.4%认为原因是“掌技能少”，22.9%表示“缺乏实习经历”。目标感和

专业技能、实践经验被认为是影响就业成功率的主要主观原因。从上面的数据看出当前大部分毕业生毕

业时，专业技能不足，以及在专业领域缺乏探索研究。从侧面可以看出，传统单一的高教教学已经开始

和高速发展的社会企业发生偏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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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内外研究情况 

科教兴国战略源于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强调现代化建设必须依赖科技和人才的

提升。1995 年，这一战略被正式提出，全面加强科技和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九五”计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要求深入实施该战略，以支撑高质量发展。表示要坚

持教育优先、科技自立自强和人才引领，推动教育和科技的创新。具体措施包括加强基础教育、提升高

等教育质量、发展职业教育和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此类举措不仅能系统提升教育质量，更有力加速科技

自立自强进程，通过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促进成果高效转化、突出企业创新主体地位三大路径，全面筑

牢国家创新体系根基。 
以科教融汇为新的发展方向，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通过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

的协同创新，有序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改革。目标是切实提高教育的质量、适应性和吸引力，

培养更多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和大国工匠，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奠

定坚实基础。在科教领域，许多学者进行了相关研究。姜义成，张云，李鸿志等通过研究科教融合的背

景和现状，得出其在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和培养创新人才中的重要性，为推动科教融合的实践提供了理论

和建议，助力教育改革和创新发展[6]。侯忠明、包志国通过分析总书记关于科教兴国战略的思想与实践

路径，认为该战略是实现国家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关键，强调科技自立自强、教育优先发展和人才引领

驱动，以应对全球科技革命的挑战和机遇[7]。汪青青认为“科教融汇”理念通过整合科技与教育，不仅

提升了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质量，还为院校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它有效地促进了教学与科研的融合，

使职业教育更贴近产业需求，从而推动高质量发展[8]。武宇华通过国家、社会、大学、教师和学生多方

协作推进科教融合的大学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我国可以提升高等教育质量，培养创新型人才，从而增强

国家综合实力和社会整体素质[9]。蒋文娟通过我国科教结合协同育人事业亟需、机制优化和国际经验借

鉴，推动科研院所与高校的深度合作，实现教育与科研的和谐共赢与可持续发展[10]。  
在此过程中，坚持以教育促进产业发展、以产业助力教育，推动产教融合、产学合作，延伸教育链、

服务产业链、支撑供应链、打造人才链并提升价值链。这一策略推动形成与市场需求相适应、与产业结

构相匹配的现代职业教育结构和区域布局。刘慧敏研究了中职学校与企业产教融合的动力机制，建议优

化产教融合的生态环境和革新校企合作文化，为提升高技能人才培养提供了实践建议[11]。胡筱萌在新质

生产力的视角下从高职院校出发，探讨了产教融合的应如何建设的逻辑和路径[12]。卢美圆利用耗散结构

理论研究了高等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系统，通过构建基于协同竞争模型的动力机制，研究为优化高职教育

与产业合作提供了新视角和理论支持[13]。林丽超分析了不同成长阶段企业的资源需求。结果表明满足企

业的个性化需求可以有效激发其参与产教融合的动力，为解决供需不平衡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指导[14]。聂

红建通过明确政府、行业与科研院所、企业和高职院校的角色定位及关系，济宁市可优化产教融合机制，

提升高了职教育质量，以更好地培养符合经济发展需求的技能型人才[15]。 
在以上的科教融合和产教研究显示，科教侧重理论构建，而产教偏重实践应用，这种差异导致理论

和实践之间存在一定的脱节。科教提供的理论不一定适用于产教的实际需求，导致未能形成有效的闭环

机制。理论研究对实践问题的把握存在深度欠缺，而实践困境又难以在现有理论框架中获得有效解决方

案。本文从新质生产力的角度出发，致力于搭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桥梁，通过制定合理的实施路径，确

保科教与产教能够相互促进，实现共同发展和提升，形成闭环。 

3. “科、产、教”协同发展实施路径的选择 

科教融合与产教融合在提升教育质量和推动科技进步方面具有显著优势。通过将最新的科研成果引

入教学，科教融合不仅提升了课程内容的前沿性和实用性，也增强了学生的学习体验。使学生具有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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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数字化素养等优势能力[16]。同时，这种融合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使他们在未

来的职业生涯中更具竞争力。此外，科教融合还在培养具备科研能力和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方面发挥

重要作用，以满足社会对高素质人才的需求。 
在推动科技进步方面，科教融合促进了科技成果的转化与应用，加速了科技的发展。另外，它还鼓

励不同学科之间的合作与交流，推动学科交叉创新，从而提升整体科研水平。产教融合通过校企合作为

学生提供实习就业机会，有效提升毕业生就业率。其实践导向使学生能在真实工作环境中强化能力，并

通过企业需求驱动的课程设置确保教学内容与市场动态同步，显著增强教学针对性。企业深度参与既优

化了自身人力资源，也促进了资源共建共享，提升教育与产业协同效率。 
然而，科教融合与产教融合仍面临结构性挑战：前者存在资源配置失衡、科研成果与教学需求错位、

成效周期过长等问题；后者则易因过度侧重产业短期需求而忽视学生全面发展与职业可持续性，且校企

目标理念差异及企业短期利益导向可能制约教育的长效发展。在产教融合方面，教育与产业的脱节问题

也不容忽视。有时，教育可能过于迎合短期产业需求，忽视学生的全面发展和长远职业规划。教育机构

和企业在目标、理念和评价标准上可能存在差异，导致合作效果不理想。企业可能关注短期利益，而未

能从长远进行人才培养，这影响了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在校企协同创新中，双方常聚焦技术能力培养，却忽视思政教育的塑造作用，导致人才定位和企业

发展方向迷茫，削弱了可持续发展潜力。鉴于此，我们提出以新质生产力为驱动，构建汽车行业“科、

产、教”三位一体的协同发展路径。通过价值引导，实现技术创新、人才培养与产业升级的有机统一。一

方面，依托科教融合与产教融合的互补优势，推动高校与企业、科研院所在技术研发、人才培养等方面

深度合作；另一方面，充分发挥思政教育对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的塑造作用，为汽车行业培养德才

兼备的高素质人才，助力产业升级和可持续发展 。通过深入融合科教与产教优势，我们可以在促进科研

成果落地、推动产业升级和推动教育改革方面进行新的尝试。实施路径模型图如下图 1： 
 

 
Figure 1. Implementation roadmap of promoting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science,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n the automotive industry through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图 1. 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行业“科、产、教”协同发展实施路图 
 

实施路径包括四个内容：分别是“科、产、教”协同创新体系、本科生人才培养体系、多主体协同创

新成果及其转化(新质生产力)、汽车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置换科技创新)、价值引导，五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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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科、产、教”协同创新体系 

“科、产、教”协同创新体系是一个多主体参与的综合平台，涵盖多家企业、科研院所和高校。该体

系通过将供给端(高校)与需求端(企业/科研院所)紧密结合，实现教育、产业和科研的深度融合。通过资源

整合和协同合作，体系不仅致力于培养高素质人才，还专注于推动科研探索，从而促进新型生产力的转

化和科技创新，最终推动汽车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在协同发展框架下，企业通过提供科研合作平台与实践基地深度融入教育链，校企双方协同开展纵

向课题研发，并为学生构建企业实景化实习实践通道。同时，高校联动企业及科研院所共建产学研项目，

实现科研合作的生态化演进。尤其在汽车专业领域，学生通过参与企业研发项目，直接介入新能源汽车

三电技术、智能驾驶系统等前沿领域，在强化工程实践能力的同时实时把握产业技术迭代动态，完成从

理论认知到产业应用的进阶跃迁。同时，高校与企业携手构建本科生人才培养体系，确保教育内容契合

行业需求，为学生提供理论与实践并重的学习体验。 

3.2. 本科生人才培养体系 

高校与企业通过多层次、多维度的合作，共同构建了一个全面的本科生人才培养体系，旨在为学生

提供广阔的发展空间。该体系的核心在于紧密结合学术研究与行业实践，营造有利于学生成长与发展的

环境。首先，企业与高校携手设立科研项目，提供实验室、设备和技术支持，使学生能够在真实的科研

环境中锤炼实践技能。这不仅让学生在理论学习之外积累实践经验，还激发了他们的创新思维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 
在课程开发中，企业积极参与，向高校提供行业最新需求和技术信息，助力高校设计实用且前瞻的

课程内容，确保学生掌握所需技能和知识。同时，企业为学生创造丰富的实习与实践机会，使其能在实

际工作环境中应用知识，深入了解行业并积累经验。 
企业与高校及科研院所联合申报科研项目，共同推动技术创新，解决行业问题，提升学生科研能力，

激发行业活力。企业专家定期到高校授课，分享行业前沿知识，帮助学生理解行业动态，增强职场竞争

力。此外，企业参与高校教学改革与评估，提供反馈以优化课程和教学方法，保障教学内容契合行业需

求。企业与高校还合作开展职业发展活动，提供就业指导、职业规划咨询和招聘信息，帮助学生做好职

场准备。 
这一系列的协同努力致力于培养应用型高质量人才，确保学生不仅具备扎实的理论基础，还拥有丰

富的实践经验和创新能力，能够在快速变化的行业环境中脱颖而出，为社会和经济的发展贡献力量 

3.3. 多主体协同创新成果及其转化(新质生产力) 

在多主体协同创新体系里，高校与企业作用独特且互补，合力推动创新成果转化。双方设评估小组，

融合高校技术与企业市场需求，全面评估科研成果，精准找出有转化价值项目。初期明确知识产权归属，

联合申请专利等保护，保障商业化中合法权益。高校研究团队与企业技术团队紧密协作，依市场需求深

入开发优化成果。企业实际应用场景及客户反馈，为研究人员提供技术调整完善的关键信息。企业发挥

市场调研优势，助高校掌握目标市场需求、竞争及用户反馈，为成果市场定位与推广策略提供依据。合

作营销、产品发布及建立合作伙伴关系，加速企业创新成果商业化，企业将其转化为可生产产品服务，

负责生产和销售；高校则提供技术与持续研发支持，解决产品化中难题。产品上市后，企业收集用户反

馈并与高校沟通，进行技术调整改进，确保产品服务契合市场。此外，双方共同申请政府或行业协会支

持政策，降低成果转化风险成本。经协同努力，高校与企业实现科研成果转化，培养应用型高质量人才，

为行业社会添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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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汽车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置换科技创新) 

通过“科、产、教”协同创新体系和本科生人才培养体系，科研、生产、教育紧密结合，输出优质人

才和创新技术，为汽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和优质人才推动行业发展，而行业进步又

促进协同体系紧密合作。使学生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有效对接科技人才与产业人才需求，最终实现教育

与产业、科技的深度融合，形成产教科相互促进、相互支撑的良性循环[17]。这种模式提升应用型本科汽

车专业学生就业竞争力，注入行业新活力，推动科研、生产、教育深度融合，实现理论与实践结合。 

3.5. 价值引导 

正确价值引导激发使命感责任感，推动教育、科技与产业深度融合。它推动教育单位对接产业需求

优化育人目标，引导科研团队聚焦国家战略开展技术攻关，促使企业超越短期利益追求。这种价值引导

实现短期技术突破，更塑造行业可持续发展动力。通过构建“人才培养–科技创新–产业应用”良性循

环，三者在共同价值观牵引下形成紧密闭环，提升创新能力，筑牢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根基。 

4. 高校在多主体“科、产、教”协同发展中的基础作用 

在多主体“科、产、教”协同发展体系中，高校的主要任务是进行系统的人才培养和教学改革，确保

培养出的应用型本科汽车专业学生能够有效满足汽车行业的实际需求。具体来说，高校通过与企业和科

研院所的广泛科研合作以及深入的课程改革，形成“科、产、教”协同发展的良性循环，如图 2 所示。 
 

 
Figure 2. Collaborative cooperation cycle diagram between universities and enterprises 
(research institutes) 
图 2. 高校与企业(科研院所)的协同合作循环图 

4.1. 人才培养 

4.1.1. 专业化人才供给 
以企业需求驱动高校优化课程与科研方向，高校输出的人才与成果反哺企业技术升级与岗位扩展。

双方通过“岗位–人才–理论–实践”四要素形成闭环互动：企业岗位标准指导高校课程设置，学生实

践验证理论成果，企业应用反馈又激发新的研究课题。这种双向赋能模式构建了教育供给与产业需求的

结构性匹配，促进人才培养精准对接经济发展，实现“产、学、研”深度融合的可持续发展。 

4.1.2. 科研创新引擎 
高校作为理论创新源头，通过校企共建实验室来攻克关键技术难题。企业提供真实场景需求与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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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驱动高校定向研发；高校产出理论成果经企业验证，快速迭代为应用方案。双方通过专利共享机

制实现技术转化，形成“基础研究–技术开发–商业应用”闭环。企业反馈技术瓶颈反向激发高校科研

创新，促进数据、人才、设备的三重共享加速知识流动。 

4.2. 科研创新 

4.2.1. 理论突破与知识生产 
高校作为知识生产源头，基于学科优势开展基础研究，形成理论突破。企业通过实践场景提供验证

平台与产业数据，加速理论可行性验证与优化迭代。人才在“高校研习–企业实践”流动中，将理论模

型转化为实用技术，同时提炼产线问题反哺高校形成新研究课题。校企共建联合实验室，实现设备、数

据、人才的三重共享，形成“理论建构–技术验证–问题挖掘–知识更新”的闭环。构建起“产、学、

研”深度融合的知识创新生态。 

4.2.2. 应用型技术转化 
校企协同构建的应用型技术转化体系，通过“需求牵引–联合攻关–场景验证–迭代升级”四步闭

环，实现科研成果向产业应用的高效转化。企业基于生产痛点(如制造缺陷率、能耗瓶颈)出题，高校依托

学科优势解题，双方共建实验室共享资源。中试阶段完成技术验证与工艺优化，突破转化断点。量产应

用后收集数据反哺迭代，形成“研发一代、验证一代、应用一代”的滚动创新模式，真正打通“创新链–

产业链”价值闭环。 

5. 结论 

在当前经济转型和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总书记提出的“新质生产力”概念为推动各行业的创新和

升级提供了重要指导。以汽车产业为例，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需要高科技和新型生产力要素的引入，还

需通过深度的产教融合和科教协同，培养出符合行业需求的高素质技术人才。 
针对传统教育模式与行业需求之间的脱节问题，通过建立“科、产、教”协同发展实施路径，可以有

效整合高校、企业和科研院所的资源，促进教育与产业的紧密结合。该模式聚焦科研实践平台构建、多

主体协同创新、课程教学革新三大核心领域，通过系统性能力锻造机制，显著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与创

新素养，有效保障其适应行业动态演进需求。 
综上所述，高校作为“科、产、教”循环核心，通过教学改革和科研合作，以“人才流、知识流、技

术流”培养技能型人才。成果转化课程、企业需求引导科研调整、定制化人才培养等举措，使高校成为

产业升级“智库”、技术转化“枢纽”和人才“孵化器”，提升学生就业竞争力，为汽车行业注入活力，

形成教育、科技与产业良性循环。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需强化教育基础作用，构建多方创新生态，实

现深度融合，支撑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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