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8

院 校 研 究
SCHOOL DEVELOPMENT RESEARCH

高等教育的首要任务是人才培养，地方本科

院校的核心目标是为地方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培

养中坚力量。《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

要（2010-2020年）》对人才作了学术型、应用型和

复合型的分类，首次明确了“应用型”人才培养，并

指出“创立高校与科研院所、行业、企业联合培养

人才的新机制”[1]。21世纪初，地方本科院校的办学

目标大多是建设“学术型”综合性大学。近年来，

则有不少地方本科院校开始了“应用型”大学的探

索，积极培养应用型人才。潘懋元认为，“应用型

大学培养的是适应社会需求的应用型人才，其知

识、能力、素质结构具有鲜明特点，理论基础扎实，

专业知识面广，实践能力强，综合素质高，并有较

强的科技运用、推广、转换能力等。”[2] 结合国际经

验，应用型人才主要由应用技术类大学培养。国外

应用技术类大学与地方经济社会合作密切，如德国

“应用技术大学”注重应用性，培养善于解决实际

问题的专业工程技术人才；美国“相互作用大学”[3]

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并谋求共同利益，使

人才培养更好地顺应行业企业的现实需求。

显然，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不同于学术型（研

究型）和复合型（技能型）人才培养按照国家高

等教育整体结构调整及人才分类培养的主导性

意见，地方本科院校必须高度明确自身的办学定

位，合理创新、有效实践符合“应用型”人才培养

的模式，以顺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新形势下，地方本科院校办应用型本科教育

就是要培养应用型本科人才。这类人才“同时具

备深厚的理论基础、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具有

跨学科或行业的视野或思维、精通某一行业的专

业知识并能够解决该行业的具体生产问题”[4]。

“行业学院”作为地方本科院校对“应用型”人

才培养的探索，不仅传承了产学研合作教育的优

势，而且彰显了高等教育自觉实践“产教融合”发

展战略的基本特征和功能价值。

一、地方本科院校行业学院的内涵

（一）产生渊源：基于合作教育的自觉实践

在转型发展的进程中，地方本科院校主要

以产学研合作教育作为推进应用型人才培养

的路径。学校和企业通过“订单培养”“嵌入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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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定向冠名”等合作教育模式，共同致力于培养专业素

养好、动手能力强的本科生。“十二五”以来，不少地方本科

院校在原合作教育的基础上，开启了“行业学院”的创新与

实践。行业学院是学校与行业、行业中若干企业合作建设的

以新机制运行的“二级学院”，旨在为行业培养各类专门人

才[5]。以常熟理工学院为例，该校将区域支柱产业（行业）作

为主要服务对象，主动与地方政府、行业企业合作共建或独

立设置了一批具有行业特色的集成式、综合性办学机构，如

光伏、国际服务、电梯、汽车、服装、旅游、金融等多家行业

学院。龚放认为，常熟理工学院校企合作的研究与实践，特

别是行业学院模式的探索与实践，是在走有中国特色的“创

业型大学”之路[6]。显然，常熟理工学院的“行业学院”就是

该校顺应转型发展大局、培养应用型本科人才的创新实践。

行业学院是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的自觉实践，也是

地方本科院校教育改革的必然产物。一方面，地方本科院校

为了又好又快地发展，从自身的办学实际出发，不断加强与

地方政府、行业企业的合作共建，谋求新的发展特色，行业

学院就是高校在缺乏行业背景的情况下自觉强化行业特色

的成果；另一方面，在“产教融合”发展战略背景下，地方本

科院校必然要深入、系统地借助“外部力量”打造新的发展

空间，行业学院的创新实践是产学研合作教育基础上的深

度合作、全面合作，有利于彼此的共赢和共进。

（二）基本特征：顺应社会需求的深度变革

近年来，地方本科院校的行业学院总体运行状态良好，

在顺应社会政、产、学、研、用实际需求的基础上推进了自身

的深度变革。首先，行业学院实现了地方本科院校专业群与

区域产业链的无缝对接，与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

部《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

意见》一脉相承。地方本科院校根据地方经济社会重点产业

趋向，将推动自身发展与服务地方产业发展有机结合，有针

对性地调配学科资源、重构专业布局。可以说，每个行业学

院都是一个专业群与一条产业链的相互对接、彼此渗透。其

次，行业学院实现了高等教育与地方产业的协同发展。以行

业学院为办学平台，合作共建的广度与深度得到了进一步拓

展。地方本科院校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地与政、产、学、

研、用等共建顺应地方经济社会实际需求和发展趋势的行

业学院，初步形成了以学校“四引”（引资、引智、引产业政

策、引行业标准）和地方“四获”（获经济效益、获科技文化

服务、获职业培训、获后备人才）为特征的互利、互补。

总体上，行业学院实行“理事会”制度。成立初期，行业

学院基本都挂靠在传统的二级学院。按照高等教育规律，

日常运行由所挂靠二级学院统筹，教学管理相应的人事、财

务、软硬件设施等不单独运作，学生规模也可根据市场导向

调整，专任教师以原专业师资为主同时根据需要聘请校外兼

职教师。但是，行业学院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一些问题，如二

级学院领导班子并无决策权，必须通过校地、校企广泛参与

的“理事会”商议决断。基于此，行业学院的发展速度快、

运行效率高，还节约了办学成本。

（三）功能价值：实现学校、企业、家庭的共赢

应用型本科人才是地方经济社会建设与发展的智力源

和生力军。地方本科院校行业学院贴近产业，所设专业与区

域经济社会产业布局相对接，具有极佳的发展前景。

通过建设行业学院，地方本科院校提升了应用型人才

培养的质量。因为参与合作的行业企业在教学管理方面的

介入，行业学院的学生赴上市公司、龙头骨干企业见习、实

习的比例远高于其他非行业学院学生，获行业专家、企业工

程师等指导的机会多。以常熟理工学院电梯工程学院为例，

合作企业分四年投入400万元用于学院建设、选派专家讲

授专业课，并为学生教学实习、教师科研创新等提供便利。

电梯工程专业2015届333名毕业生的年终就业率为 100%。

其中，从事机械工程及自动化领域内的设计制造、科技开

发、应用研究、运行管理等方面工作的工程技术及其他专

业技术人员占 79.37%，升学率为 7.51%，就业质量高。行业

企业通过行业学院的平台，以较少的投入获得了优质的“回

报”——应用型行业人才。行业人才是行业内的核心竞争

力，行业学院毕业生综合素质强，已基本掌握业务知识与技

能，入职后，他们对工作岗位的适应期短，可以很快兑现成

经济效益、甚至创造新的价值。等于说，在行业学院的学习

实践成就了企业所需要的合格员工。同时，企业还可以优先

获得行业学院的科技文化服务、职业技能培训等。大学生的

家庭，虽然没有直接参与行业学院的建设，但却是受益者，

因为那些家庭不用再担心子女的就业问题。

实践证明，地方本科院校行业学院与区域行业企业需

求适销对路的运行模式正在持续发酵，作为履行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基本职能的新载体，

行业学院不仅引领了转型发展、扩展了自身的发展空间，而

且促进了学校与区域的协同发展。

二、地方本科院校行业学院的定位

从发展趋势看，地方本科院校已有的行业学院正在快

速发展，新的行业学院也在积极酝酿。但是，必须清醒地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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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到，为了更好地培养应用型人才，首要任务是明确顶层设

计，厘清定位问题。行业学院的顶层设计是其建设与发展的

先决条件，是要清晰凸显自身的性质、目标与类型，因此，行

业学院定位的关键在于解决“定性、定向和定型”的根本性

问题。

（一）定性：教育共同体

地方本科院校成立行业学院，一般都采用与地方行业

内优质企业合作共建的模式，表现为凝聚政、产、学、研、用

的优质资源，指向培养应用型行业人才。这就意味着，地方

本科院校建设行业学院不仅是自己的任务，而且也是其他共

建单位的需求。马克思指出：“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

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7] 行

业学院，作为由校地、校企多方参与合作的教育机构、项目

平台，必然是一个教育共同体，各方以人、财、物等不同形式

支持行业学院的建设与发展，谋求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从

学院归属看，合作共建的行业学院仍然是地方本科院校的

二级学院，与高校自身“公办”或“民办”的性质保持一致。

从存在形态看，行业学院至少具有虚拟与实体两种。虚拟类

行业学院比较常见，指挂靠在某二级学院，人、财、物也与

之共享，无独立行政区域的虚拟机构；实体类行业学院相对

较少，是指独立设置的办学机构，其师资、学生及硬件设施

均相对独立，有固定的办学场馆。以常熟理工学院为例，目

前实体类行业学院只有“汽车工程学院”。从办学目标看，

行业学院办学必须指向有效支撑行业发展，以应用型行业

人才培养为主，兼顾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

等方面。就是说，地方本科院校行业学院要使自身与地方行

业企业成为“教育共同体”，彼此支撑、合作共赢。

（二）定向：办学行业化

从大学生个体的职业生涯分析，除了毕业后继续留学

深造，大部分毕业生必然走向行业、进入行业，在行业内谋

求进一步发展；而找到一份与专业对口的工作以及在行业

的优质企业就业是大学生及其家长的普遍愿望。因此，地

方本科院校建设行业学院，应该在应用型人才的基础上增

添行业元素，致力于培养专业知识扎实、专业能力出众且符

合行业需求的本科毕业生。简言之，行业学院要为地方行业

企业定向培养应用型人才。从办学路径看，一是专业与产业

呼应。行业学院所设专业要与地方支柱产业相呼应，要以产

业重大需求为导向调整或优化专业（方向）设置。最重要的

是，行业学院要努力实现自身专业群与行业产业链的无缝

对接，使专业培养与产业需求相呼应，为学生“专业对口”

的高质量就业打好基础。二是教学与生产融合。按照教育规

律，课堂教学是培养学生掌握行业理论知识的主要途径，

而要真正将行业理论知识转化为“职业技能”，则还要通过

充分的实践教学。行业学院的实践教学应该按照实践教学

的比例，有计划地组织学生深入行业企业参加岗位见习、专

业实习等，通过生产实训环节提升学生应用能力。三是职前

与职后贯通。企业对大学生的入职要求是行业学院人才培

养的显性标准和基本要求。通常，行业企业对本科生不满意

的原因，主要就是达不到入职要求。为此，行业学院要打破

壁垒，将职前与职后贯通，在实践环节加强同步实操式业务

培训，使学生在毕业前就具备进入优质企业当“员工”的条

件，有效提升适岗度和缩短试用期。

（三）定型：全面应用型

地方本科院校按照国家高校分类发展的导向和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基于自身的办学实际建设产教融合式

行业学院。这就要求，地方本科院校立足地方、面向行业，

有计划、有目的、有组织地与政、产、学、研、用开展共建，

为行业企业提供全方位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

文化传承与创新支撑，使之成为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典范。首

先，要力推行业学院模式，培养应用型行业人才[8]。当前，行

业企业最迫切地需求，依然是人才的需求。行业学院要通过

“四引”（引资、引智、引产业政策、引行业标准）完善人才

培养模式，以行业标准和产业需求为基本导向，修订并完善

相应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以优质企业的用人需求为主要

导向，增加校企合作行业类实践课程比例、优化专业见习与

教学实习等基地建设，致力于培养理论素养、专业技能及应

变能力兼备的“现场工程师”。其次，要发挥行业学院科学

研究职能，主要是应用（对策）研究。行业学院要积极与企

业对接，将企业生产实践中的难点作为科研攻关的重点，集

中精力开展横向项目、软科学项目研究，有针对性地为行业

企业解决一批实际问题。第三，要激发行业学院社会服务

能力。行业学院的师生，要积极参与行业组织的大型活动，

在行业服务、校企互动中扩大自身的影响力，逐步树立产教

融合的应用型品牌。第四，要坚守和传承行业文化。行业学

院要将行业优良传统、品牌特质、文化底蕴凝练为行业精

神，以此凝聚师生、团结力量，为自身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文

化动力，同时也承担起传承行业精神的使命。

三、地方本科院校行业学院的展望

国家高等教育结构调整及高校分类发展是地方本科院

校转型发展的风向标。当前，作为地方本科院校转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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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载体，行业学院的建设与发展已经取得了较好成效。

如果地方本科院校以行业学院为平台，与地方行业企业实

现产教融合、协同发展，就基本具备了伯顿·克拉克所称的

“创业型大学”的五个基本要素[9]。显然，地方本科院校行

业学院已经显露出这种发展趋向，应在继续加强顶层设计

的框架下，着力探索有效的发展路径。

（一）加强校地合作：积极探索“产教融合”模式

地方本科院校行业学院本身就是校地合作的产物，是

高校与地方政府、行业企业、学校院所、科研机构、用人单位

等一方或多方合作共建的教育平台，具有深入推进“产教融

合”的良好基础。事实上，行业学院是在“订单培养式”“嵌

入课程”“定向冠名班”等合作教育模式的基础上，按照合

作方的共同意愿建立而成。为此，行业学院的建设与发展，

必然要建立在加强校地合作的基础上。当前，行业学院校地

合作的首要任务依然是培养应用型行业人才，但是，从未来

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看，行业学院必须将应用研究、社会服

务、行业文化传承等纳入工作范畴，并且有选择、可持续地与

区域内优质企业进行有效对接、深度互动。

产教融合是实现应用型本科院校自我发展及服务地方

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10]。那么，如何推进产教融合？首先，

人才培养层面的融合。地方本科院校必须从“书本课堂”

扩展到“社会生活”，建立能力本位的产教结合人才培养模

式，突出综合素质和职业能力的培养[11]。在人才培养方面，

地方本科院校行业学院要形成学校与政、产、学、研、用的

融合，包括共同修订人才培养方案、重构课程体系与专业核

心课程、整合专兼职师资队伍、优化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的

模式方法等等。比如在课程教学中推行“多师同堂”，专兼

职教师可以一起授课、互补互通。简言之，行业学院要发展

成为专门培养与区域行业企业需求相契合、高素质应用型

行业人才的人才库。其次，积极探索应用研究环节的融合。

与地方行业企业共同开展应用性科学研究，是行业学院师

生科研的主要内容之一。行业学院要致力于为地方行业企

业解决生产实践中的具体问题、难题，成为行业企业转型

升级的智力库。应用研究可以“多元同研”，实行项目管理、

现场验收等。此外，还必须兼顾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

方面的融合，包括共建实验室、就业创业基地，合作开展专

业见习、教学实习、岗位实训，以及举办行业类技能竞赛、

文化活动等，在互动中推进彼此的深度对接、相互渗透，实

现互惠互利。

（二）定向回归行业：充分发挥“行业育人”价值

按照全球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学科专业交叉整合的大

趋势，各个行业都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缩影，对行业人才的需

求进一步复杂化、多元化与综合化。可见，行业本身就具备

“教育”功能，即不断鞭策行业内个体参照行业标准自我教

育、自我激励、自我发展。那么，行业学院应该树立什么样的

教育观？是实行通才教育还是专才教育？从“行业化”定位

看，行业学院强调培养宽口径、适应性强的本科人才，应该是

通才教育；而从应用型人才培养视角看，其教学内容与社会

生产生活紧密联系，又符合专才教育的显性特征。本科生若

想拓宽自己的就业面，找到令人满意的工作，就应该使自己成

为一名专、博兼备的人才[12]。显然，在回归行业的路径上，行

业学院的人才培养兼有通才教育和专才教育两种教育观。

行业学院必然使学校与行业形成连接紧密的发展共同

体，也将有力地促进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通识教育与专

业教育两个体系的深度融合[13]。直面专业教育口径、社会适

应能力之争，地方本科院校行业学院应该定向回归行业，走

通才教育与专才教育相结合的道路，树立高于通才教育又包

括专才教育的行业育人观念。一是专业知识与基础知识的

结合。行业的专业知识是专才教育的首要任务，是本科人才

在行业内的立身之本；通识教育中的文史哲、数理化等基础

知识也必不可少，是人才长远发展的基础。同时，也要加强

彼此渗透，在专业教育中加强基础性、普及性，并提高基础

教育的专业性、针对性。二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极大提高，但同

时也带来了资源枯竭、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行业育

人不仅要培养学生积极探索行业前沿知识的精神，而且要

培养其理性的价值判断力，使他们能正确处理人与自然、人

与社会的关系。三是创新思维与守正思维的融通。行业的进

步，离不开相关理论或技术等方面的改革与创新，在实际问

题面前必要大胆思考、勇于探索；同时，坚守行业的优良传

统也至关重要，行业文化所包括的行业精神、行业经典案例

本身就是宝贵的育人资源，切不可抛弃积淀、肆意变革。

（三）坚持开放发展：着力完善“协调共享”机制

与传统的行业特色型大学不同，地方本科院校行业学院

是政、产、学、研、用合作共建而成的教育共同体。按成立缘由

分类划分，主要有：政府主导型，即地方政府以政策优惠、资

源倾斜等方式，促成高校与行业企业合作；学校自发型，即地

方本科院校按照经济社会发展对行业人才的迫切需求，主

动整合资源筹建；企业需求型，即行业企业基于缓解压力、

谋求发展或支持高等教育等原因，自主与地方本科院校共

建。显然，无论哪种类型的行业学院，都是地方本科院校开

放办学的平台或载体。今后，地方本科院校的行业学院还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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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靠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融入，在建设新行业学院、发

展已有行业学院的进程中，坚持开放式合作办学。

在保障和推进行业学院的建设与发展方面，参与共建

的各方要着力完善“协调共享”机制。一是全面实行理事会

制度。行业学院理事会作为提供决策咨询、评议学院工作和

筹措发展基金或提供其他服务的机构，理应成为协调各方

关系、促进合作共赢的桥梁和纽带。工作中，实行理事会领

导下的院长负责制，全面遵循《理事会章程》，并建立与之

相适应的组织机构和工作制度。各方指派专人作为理事会

成员，按照各项制度负责日常事务工作。二是系统完善跟进

式举措。行业学院要想在人才培养、应用研究、社会服务、

行业文化传承与创新等方面推动“产教融合”格局的全面

形成，必须超越简单的“反应式解决问题的模式”[14]，系统

构建完善的、有效的跟进举措。以应用研究为例，从签约立

项、开展研究到验收结项，要实行项目管理的办法，各个环

节都要责任到人、协调有序。三是扎实开展过程化督查。在

行业学院运行过程中，政、产、学、研、用的资源共享，都有

一定的条件，是各方在理事会制度框架下所达成决议的反

映。显然，共享的前提是维护决议，这直接关系到行业学院

各项工作的顺利推进，因此，过程化的督查至关重要。也就

是说，参与共建行业学院的各方，有义务阶段性地监督、核

查理事会重要问题决议、具体跟进举措的落实情况。

Localization and Expectation of the Industrial School in Regional Bachelor Colleges

Xu Zhengxing，Gu Yong’an

Abstract  With the strategic background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industrial school is a positive practice and reliable carrier of 
regional bachelor colleges cultivating talents with applicable capabilities. Industrial colleges must keep a conscious mind at top-level design 
when position for the development, understand the fundamental issues of definition, orientation and patterning, and adhere to the notions 
of "educational community", "industrialization of school-running" and "comprehensive application-oriented college". Following the new 
trend, industrial schools must further explore the workable routes in university-enterprise cooperation and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Industrial schools must return to "industry" directionally, give full play to the value of "education in industry"; and consistently develop in 
an open way and improve the mechanism to "share resource in a coordinated manner".

Key words  regional bachelor college; industrial school;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s; talents cultivation

Author  Xu Zhengxing, research associate of Changshu Technology College(Changshu 215500), PhD candidate of Suzhou University; Gu 
Yong’an, professor of Department of Development and Planning of Changshu Technology College

参 考 文 献

[1]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EB/OL]. (2010-07-29)[2016-05-11]. 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

moe/moe_838/201008/93704.html.

[2]潘懋元. 略论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定位[J]. 高等教育研究, 2009(5): 35-38.

[3]曾蔚阳. 从“威斯康星思想”到“相互作用大学”: 我国新建地方本科院校战略发展启示[J]. 教育评论, 2015(6): 162-164.

[4]李玉静. 应用型本科教育: 人才培养目标定位[J]. 职业技术教育, 2013(25): 1.

[5]朱林生, 孙金娟. 行业学院模式: 新建本科院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新探索[J]. 大学: 学术版, 2012(12): 18-23.

[6]朱士中. 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机制与模式创新——以常熟理工学院行业学院探索为例[J]. 江苏高教, 2016(5): 10-13.

[7]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2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84.

[8]徐正兴. 地方本科院校改革的思路创新与路径探析[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16(2): 66-68.

[9]伯顿·克拉克. 建立创业型大学: 组织上转型的途径[M]. 王承绪, 译.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3: 180.

[10]柳友荣, 项桂娥, 王剑程. 应用型本科院校产教融合模式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 中国高教研究, 2015(5): 64-68. 

[11]陈裕先, 谢禾生, 宋乃庆. 走产教融合之路 培养应用型人才[J]. 中国高等教育, 2015(Z2): 41-43.

[12]德雷克·博克. 回归大学之道(第二版): 对美国大学本科教育的反思与展望[M]. 侯定凯, 等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194.

[13]顾永安. 新建本科院校转型发展论[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2:192.

[14]彼得·圣吉. 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践[M]. 张成林,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09: X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