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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随着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深入推进，民办高校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资源发展瓶

颈、产教严重脱节和校企协作弱化等三大挑战正制约着人才培养的质量。通过“AI + 产教”体系实现双

创育人全过程中技术链、产业链、教育链和创新链的四链融合，进而将技术链与产业链的“需求共研”

以及教育链与创新链的“数据共享”实现深度耦合，聚焦“资源整合–能力建设”的实施路径，形成“数

据驱动决策、技术赋能场景、产教双向反哺”的可持续育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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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with the deepening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private college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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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versities are playing a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role. However, three major challenges, such as 
resource development bottleneck, serious disconnection between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and 
weakening of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are restricting the quality of talent training. Through 
the “AI+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system, the four-chain integration of technology chain, indus-
trial chain, education chain and innovation chain is realized in the whole process of double innova-
tion and education, and then the “demand research” of technology chain and industrial chain and 
the “data sharing” of education chain and innovation chain are deeply coupled, focusing on the im-
plementation path of “resource integration-capacity building” to form a sustainable education 
model of “data-driven decision-making, technology enabling scenarios,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two-way fee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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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国民办高校双创教育的现状与挑战 

2023 年度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现有 789 所民办大学，占据全国高校总

数的 25.67%，正在成为高等教育领域内一股不可低估的力量。自党的十八大提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以来，民办高校在过去十余年推进创新创业(双创)教育的历程中遇到了诸多难题：如资源保障不足、理论

教学与实践操作脱节、学校和企业合作不够紧密等现实问题，这直接导致我国民办高校现有的人才培养

模式，无法满足人才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的有效衔接[1]。 

1.1. 资金、技术与师资的三重挑战 

资金、技术和师资在民办高校双创教育的困境中尤为凸显[2]。从资金层面看，民办高校中学费是其

主要的收入来源，政府提供的资助与社会资本的投入相较公办院校少之又少，学校每年能够投入在教育

上的经费捉襟见肘，难以支撑高端平台的搭建和优秀项目的孵化。从技术投入看，民办高校科研基础设

施的建设相对公办院校比较滞后，且与产业发展的前沿存在明显断层，这严重阻碍了创新成果的成功转

化与落地应用。从师资配比看，很多民办教师自己本身就缺乏双创的实战经验，难以给予学生双创实践

方面的有效指导，加之部分院校设立的奖励机制不足，师资队伍流动性大，难以构建起稳定且专业化的

教学团队[3]。 

1.2. 课程转化与校企协同的双重考验 

民办高校在双创教育的推进过程中，同样还正面临着理论课程和实践脱节的严峻考验。民办高校的

课程体系设置偏理论，与当前产业的实际需求严重脱节。课程实践环节的削弱，使得学生们缺乏在真实

双创场景中的历练机会，进而影响了学习效果的提升[4]。此外，我国民办高等院校在产教融合实践中还

普遍存在校企合作深度不够的问题，超半数的民办高校仍停留在企业参观、举办讲座等浅层合作模式，

究其原因主要是办学经费不足和双师型师资占比较少，校企合作仍以实习实训、短期技术扶持等传统合

作模式为主，缺乏创新且深度不足。另外，企业在资金投入和效益产出等方面也有顾虑，对于民办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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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的参与动力不足[5]。 

2. “AI + 产教”双创育人体系的理论基础和协同机制 

这些困境削弱了学生的创新竞争力，直接导致企业难以收获满意的人才，形成教育产出与产业需求

的错位循环[6]。想要破解这一困局，亟需构建以人工智能为核心技术底座，深度融合产业链与教育链的

数据资源，形成“AI + 产教”深度融合的新型教育生态。“AI + 产教”的核心在于通过 AI 驱动岗位能

力图谱、模块化课程体系、智能资源匹配平台，实现教育供给与产业需求的精准对接。通过物联网、区

块链、数字孪生等技术，打通生产数据与教学场景的壁垒，将企业技术痛点转化为教学项目，将科研成

果转化为产业生产力，继而推动教育与产业由松散合作转变为共生共融。四链融合(技术链、产业链、

教育链、创新链)是以数据为纽带，通过技术协同与资源互通，构建跨领域深度耦合的生态系统，通过

技术链与产业链的“需求共研”机制，实现前沿技术与企业需求的精准对接，形成创新方向的市场化

牵引；借助教育链与创新链的“数据共享”效应，将产业实践数据转化为教学资源，构建动态更新的

课程迭代机制(如：烟台职业学院通过“需求牵引、四链协同”的产教融合模式，紧密围绕食品产业转

型需求，挖掘企业实际技术难题，驱动技术创新与人才培养方案的迭代升级。教学过程中，将产业前

沿技术转化为教学资源，构建了“需求挖掘–技术攻坚–教学反哺–产业赋能”的闭环生态，实现了

从概念验证到功能原型的快速迭代。通过与企业深度合作，推动技术成果的产业化应用，助力产业升

级)。四链融合及协同模式不仅能够突破传统资源约束瓶颈，更能在技术转化、人才培养、产业升级之

间形成良性循环，最终实现教育供给与产业需求的深度耦合，为双创教育注入可持续发展的内生动力

[7]。 

2.1. 四链融合模型的理论基础 

(1) 技术链驱动 
作为“AI + 产教”生态体系的底层驱动引擎，技术链以人工智能、大数据和云计算为核心技术集群

构建三级联动机制，实现产教深度耦合[8]。基础设施层依托云服务搭建的 AI 算力中心能够突破院校硬

件资源瓶颈，为复杂算法训练和产业数据实时分析提供算力支撑；数据处理层借助学校和企业共建的动

态产业数据库，整合生产场景真实数据与行业资源，构建教学需求与产业技术发展的智能匹配模型；场

景应用层则依托云平台支撑远程项目制学习，利用 AI 实训系统将企业技术痛点转化为教学案例(如：西

安交通大学“人工智能先导计划”，通过与企业共建动态产业数据库，整合生产场景的真实数据与行业

资源，构建教学需求与产业技术发展的智能匹配模型)，形成“问题导入–协同研发–成果转化”的闭环

实践链条。通过算力支撑、数据贯通、场景赋能的全链路联动，能够为民办高校的双创教育实时构建数

智化转型的基础设施。 
(2) 产业链牵引 
作为“AI + 产教”生态体系的动态导航仪，产业链采用大数据来分析技术发展趋势和就业市场需求，

反过来调整院校专业设置、课程内容和人才培养方向等教育资源的分配[9]。通过分解企业需求的复合型

技能为“AI 工具力 + 行业认知力 + 商业转化力”的细胞模块化培养单元，构建产业数据库与课堂教学

内容的动态耦合(如：中国农业大学自主研发的“神农”大模型，包含育种优化、种植调控、养殖管理和

气象预警四大专业模型，精准赋能知农爱农新型人才的培养)，确保教学案例库随着技术迭代实时更新，

由此达成“产业端数据输入–教育端知识输出”的同步更新[10]。此外，还可以创新性地采用“企业发榜

–院校揭榜”的协同育人模式，使得教学课题能够直接对接企业真实的技术瓶颈，在解决问题中实现“教

育供给”和“产业需求”的双向奔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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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教育链重构 
教育链采用拆需求、组课程、自动匹配三步走的核心路径打破学科壁垒，用数智化技术构建产教命

运共同体，作法的核心是以“需求倒逼、动态迭代”为核心[11]。分析行业或岗位需要的技术和能力，再

把岗位需求的具体技能点打包成“AI + 行业”的实战课程，让人才培养紧贴产业实际需求。建立“企业

导师驻校任教–专任教师入企研修”的双向轮岗机制，实现前沿技术向教学场景的实时传导。企业实际

问题通过在虚拟仿真平台模拟真实工作场景，进而转变成学生的实训项目，让学生从“技术分解–知识

重构–能力输出”(如：河北工业大学“智能网联汽车智慧教学平台”，通过超星汇雅大模型构建智能网联

汽车专业知识图谱，搭建“智能驾驶虚拟仿真实验室–实景交互交通沙盘–智能网联示范校区”三位一体

平台，有效地提升了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形成完整的能力培养过程[12]。以市场

需求驱动教育重构，不仅能够使教育与产业同频共振，更为创新链的原始孵化提供了系统性支撑[13]。 
(4) 创新链闭环 
创新链闭环是指通过构建“创意萌发–技术创新–创业转化”的能力升级，形成产教融合的“自我

造血”生态。依托企业真实命题通过竞赛形式遴选解决方案，在校内完成从概念验证到功能原型的快速

迭代，最终通过对接产业资本实现市场转化[14]；依托全周期数据追踪构建“教学–实践–转化”的智能

反馈系统，持续优化创新路径；创新收益分配机制，明确师生团队通过项目成果的转化和应用，可获得

相应的经济收益和职业发展机会，从而激发持续创新的动能(如：北京交通大学与国铁集团合作开展高铁

移动通信研究，聚焦“基于 5G 技术的铁路新一代移动通信系统”试点工作。国铁集团为学校提供实践平

台和资源充当“出题人”“阅卷人”，北京交通大学发挥其在人才培养和理论研究方面的优势充当“答题

人”，共同促进铁路产学研用深度融合)。这种闭环设计不仅实现了教育链与产业链的要素贯通，更通过

“教育赋能产业创新–产业收益反哺教育升级”的双向价值循环，为民办高校构建了可持续发展的产教

融合生态系统，形成“人才输出–技术转化–资本增值”的正向反馈。 

2.2. 四链协同运作的机制研究 

(1) 技术链与产业链的对接 
技术链与产业链的深度对接是依托“双向赋能、动态协同”的创新机制实现双向赋能，具体路径为

校企共建联合创新中心，聚焦企业生产痛点设立研发立项。技术链以产业数据库为中枢，动态采集生产

线运行数据并生成实训任务，同步构建“需求洞察–协同研发–场景验证”的闭环链路，技术人员可在

数字孪生系统中模拟生产线的环境进行多维度验证，确保解决方案的可靠性与适配性。在成果转化环节，

通过区块链技术完整记录研发、测试和应用各环节的参与主体贡献值，建立基于贡献度的知识产权收益

分配机制，既保障校企双方权益，又激发持续创新动力，最终形成“技术突破反哺产业升级、产业需求

驱动教育变革、商业价值回馈技术创新”的可持续发展生态。 
(2) 教育链与创新链的闭环 
教育链与创新链的闭环协同通过“能力培养–成果转化–反馈优化”机制实现双向赋能。教育链以

项目制学习为载体，将企业真实需求转化为课程项目，学生团队在数字孪生平台中完成算法开发与仿真

验证，形成初步创新成果；创新链依托三级孵化体系推动成果商业化，从校内创客空间通过专业设备进

行原型迭代，到产业园区提供中试场景验证其可行性，最后通过资本对接实现技术转让或创业孵化。数

据中台实时追踪全流程行为，构建“能力–成果”关联模型，反向优化课程目标与教学方法。校企共建

知识产权银行，按“学生:院校:企业 = 5:3:2”比例分配专利收益，形成“教学输入创新资源、创新反哺教

育升级”的生态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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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智化驱动双创教育的实施路径 

3.1. 资源整合：构建智能协同生态 

破解发展瓶颈，关键在于通过数智化手段打破资源壁垒，实现资源利用率与创新转化率的协同提升。

首先，依托物联网传感器和区块链技术，构建跨企业和院校的分布式数据采集网络，实时抓取生产、教

学和科研数据，并通过加密存储形成可溯源的数据资产池。其次，搭建智能中枢平台，通过知识图谱和

机器学习模型，分析产业技术的需求，将教学资源和科研成果拆解为标准化单元，自动生成企业需求匹

配的课程模块。再次，基于智能合约的贡献度计量模型，通过链上记录的指标(如：企业数据贡献频次和

院校资源调用率)将数据资产转化为可流通的算力积分(积分可用于兑换云资源、专利使用权或定制化人

才培养服务，构建双向激励机制)；同时，部署产业级数字孪生系统，通过虚拟仿真环境加载实时生产数

据流，模拟新技术应用场景和人才能力缺口的演变趋势。最后，在区块链生态市场开放数据资产交易，

将脱敏产线数据包、典型故障案例等封装为 NFT 数字产品，结合动态定价机制实现跨域流通，形成“数

据采集–智能匹配–价值激励–模拟验证–资产交易”的全链条资源增值体系。 

3.2. 能力建设：重塑教育供给模式 

通过重构教育供给体系破解产教脱节困局，关键在于驱动教育供给与产业需求螺旋式协同进化，建

立“产业需求直通教学现场”的动态响应机制。首先，利用 AI 和大数据分析，实时跟踪产业技术和岗位

需求，构建动态更新的岗位能力图谱。将传统学科拆解为独立的技能模块单元，建立模块化课程库。通

过智能算法，将产业链需求实时匹配和重组课程内容，确保教学内容与生产现场同步更新[15]。其次，搭

建双师协同平台，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企业工程师与院校教师的协同备课。通过虚拟仿真系统实时映射

生产工艺数据，开发沉浸式虚拟教学场景，设计模块化实训项目库。学生可以在虚拟环境中完成企业真

实技术问题的攻关，提升实践能力。再次，推行能力认证银行制度，通过区块链技术将企业技术认证标

准转化为学分认定规则，构建技能成果存证体系。学生可以将项目成果、岗位证书与学分进行双向兑换，

形成以能力为导向的教学评价体系。最后，建立产教数据中台，实时采集毕业生就业质量、企业技术升

级需求等反馈数据。通过机器学习优化能力图谱模型，形成“需求分析–课程重构–能力认证–就业反

馈”的闭环系统。 

4. 结束语 

面对民办高校资源发展瓶颈、产教严重脱节和校企协作弱化等核心困境，通过“AI + 产教”体系以

“四链融合”为框架构建新型育人生态。在实施路径上，聚焦“资源整合–能力建设”：一方面通过技术

链对接产业链需求，利用 AI 解构产业技术图谱，动态生成模块化课程与虚实结合的实训项目；另一方面

依托教育链与创新链的协同，建立“企业导师驻校任教–专任教师入企研修”的双向赋能机制，将技术

攻关成果实时转化为教学资源。由此形成：一是数据驱动决策；二是技术赋能场景；三是产教双向反哺

的育人模式，直至最终构建“产业需求牵引教育升级、教育成果催化商业增值”的可持续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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