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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产教融合下“八个共同”理念的

现代产业学院建设路径研究

邹鸣民1

（1.江西科技学院，江西 南昌 330098）

摘 要：在当今中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建设、新产业体系建设中，现代产业学院作为新时代深化产教融合的重要载

体，扮演着双向往“深化产教融合”的重要角色。笔者在“八个共同”价值共享价值视域下，通过深入梳理现代产业

学院的内涵构成和协同机理，提出了“三类路径”模式建构：校园主导型、企业嵌入型与园区协同型。并以实践案

例的解析为基础，分析现代产业学院不同类型（模式）的针对性与协同性，看到目前在各自的途径和方向内都各

有优势，但是也同样存在着“归属感缺乏、企业粘性低、治理结构散碎”等问题。因此，该研究提出了一种包含四

个关键维度的战略方法：界定政府责任、加强企业参与、重组大学框架和完善质量评估体系。本研究主张现代产

业学院向制度化方向发展，从项目导向向平台导向转型，从实验导向向规范导向转型。这一转型旨在将现代产业

学院建设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改革可复制、可推广的制度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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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1 研究背景

我国的产业结构在深度转型后，新质生产力快速生成，在迫切需要一批高级别复合型、创新型、技能型人才
之时，高等教育也正从“扩面增量”转向“提质转型”的战略时期，传统基于学科、学术的人才培养与现实产业的脱
节、模糊化、应用性差的弊端也越发显现。为解决这一结构性矛盾，我国不断提倡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协同育
人的理念，尤其是贯彻《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12]，《“十四五”时期教育强国推进工程实施方案》[11]指导
思想后，“现代产业学院”担负着衔接产业链和教育链、激活知识链和创新链的重要功能，成为高等职业教育服务
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制度创新。《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2017)指出：深化产教融合的主要
目标是，逐步提高行业企业参与办学程度，健全多元化办学体制，全面推行校企协同育人，用 10年左右时间，
教育和产业统筹融合、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总体形成，需求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健全完善，人才教育供给与产业
需求重大结构性矛盾基本解决，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对经济发展和产业升级的贡献显著增强。《现代产业学院建
设指南（试行）》提出现代产业学院建设原则是：坚持产教融合。将人才培养、教师专业化发展、实训实习实践、
学生创新创业、企业服务科技创新功能有机结合，促进产教融合、科教融合，打造集产、学、研、转、创、用于
一体，互补、互利、互动、多赢的实体性人才培养创新平台[13]。

为此，“八个共同”的价值共享理念提出：共同凝练目标，共同策划设计，共同开发建设课程，共同打造建设
基地，共同开展教学实施，共同开展质量评价，共同开展研究，共同培养师资。这种理念是实现现代产业学院系
统协作逻辑，也是教育协同由“点上的合作”向“机制上的协同”推进的价值依傍。

1.2 研究价值

本研究以“八个共同”理念为核心支撑，聚焦现代产业学院建设的实践路径与制度创新，具有重要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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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与现实意义：
理论价值：填补当前现代产业学院研究中关于多元协同机制建构的系统化理论空白，丰富中国特色高等教育

治理体系与产教融合理论。
实践价值：通过典型路径分类与问题剖析，为各类地方高校提供可操作、可复制的建设模型，增强政策与改

革的可推广性。

1.3 研究目标与核心问题

本研究旨在回答以下核心问题：
1.3.1“八个共同”理念如何内嵌于现代产业学院的制度与运行机制中？
1.3.2 面临哪些共性与深层问题？其背后的治理根源与运行瓶颈有哪些？
1.3.3 如何构建一个高效可持续的“政校企行”协同治理框架，推动机制常态化与平台化？

1.4 研究方法与资料来源

本文采用案例比较、文献法、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法和系统归纳等方法[3]，以常熟理工学院作为典型特色的高
等学校的案例进行实践样本调查。实践样本的资料来源主要有：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的文件政策、高校规划和建
设的相关材料、高校相关公开的年度报告、会谈的记录、论文等资料。

二、理论基础与“八个共同”协同理念阐释

2.1 理论基础：从产教融合到协同治理的逻辑演进

2.1.1 高等教育功能演变与应用型转型逻辑
随着高等、中等教育普及和产业结构升级交叉影响的“象牙塔”转型期，面对传统以高校学术知识生产为目标的“象牙

塔”向“社会服务型”转型，基于“新公共服务理论”和“教育回应发展观”，高校应回应社会需求，在创新体系中“嵌入”[14]。
尤其是应用型高校，教育内涵也发生了从只有教育功能到培养人才、研发技术和公共服务的三功能综合体的转变，这就
必须改变高等学校组织、内容与课程及资源配置要与现实经济社会系统相对接[24]。

2.1.2 协同治理理论：从多元参与到价值共创
协作共治(Collaborative Governance)主张政府、高校、企业和行业等主体为了实现共同目标而共享责任、共享使命，

共享、共构、共创、共建机制，形成“合作—协同—共治”的合作形态[1]。这为现代产业学院制度安排提供了理论的支架
和支撑，现代产业学院不再停留于“二元合作”（校企合作），而是发展为“多元共治”的合作模式[26]。

2.2 “八个共同”理念的提出与内涵解析

“八个共同”理念由教育部职教司提出，最初用于指导中国特色高水平职业教育建设，近年来被广泛应用于本
科层次产教融合平台中，是现代产业学院建设的协同行动准则。其核心内容（如表 1）包括：

表 1 八个共同与协同机制核心目标

序号 内容 协同机制核心目标
1 共同制定目标 明确育人方向与产业需求衔接
2 共同设计方案 共享课程体系与教学组织设计
3 共同开发课程 企业参与教学内容与标准建设
4 共同建设基地 实训平台、实验室、产研平台共建
5 共同实施教学 教师、企业导师协同授课
6 共同评价质量 形成多元共评、过程共管机制
7 共同开展研究 科研、技术服务、课题共研
8 共同培养师资 教师企业实践、企业导师入校

该理念本质上是一套围绕“共治—共享—共创”的多维协同结构，强调在人才培养全过程中构建政府、企业与
高校的“价值共同体”“任务共同体”与“责任共同体”[22][30]。“八个共同”既是现代产业学院的一套操作逻辑，又是推
进现代产业学院从“政策指令推进”转向“内生协同驱动”的价值理念，是分工、协同共建、共享成效现代产业学院
制度体系稳定运行的“定心丸”和“指南针”。

三、典型问题剖析与协同机制构建

虽然现代产业学院的模式各有特色，但所有模式运行中都或多或少面临协同不紧密、协同机制和边界不明确



116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刊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的共同现象，严重阻碍着“八个共同”思想和精神的顺利实施。在此背景下，需要通过制度性的协调路径对症分析
原因，并谋划机制建设。

3.1 典型问题剖析

（1）协同责任分散，缺乏系统治理架构
“政校企行”多元互动模式中高校常常承担主体重任，企业观望被动、行业参与有限，政府远在协调位置，责

任不清晰，协同合作无实质性进展，出现“协同空转”的困局，协同合作的效率及效益大大受限[28]。因此需要创建
明晰的责任制度与系统治理格局，带动协同合作的实质性突破，如可以通过签署合作协议，清晰界定各方在设定
目标、投入资源、设计课程、质量检测等关键环节上的具体内容责任，督促协同合作的有条不紊[9]。

（2）企业深度参与意愿与能力不对等
由于部分企业在参与协同教育的过程中仅仅停留在命名冠名以及短期的项目合作上[31]，因此需要在政策导向、

引导激励等相关机制设计中提高企业参与协同教育的积极性和深度，推动企业深度参与协同教育。例如，政府通
过相关政策措施如税收政策、补贴政策的实行，对企业参与协同教育项目实施更多支持与奖励，同时为每一家企
业都匹配专业的服务团队进行专门培训和支持，以帮助其参与进来。高校与企业可以通过长久合作、科研课题的
合作研发、设立实习基地等方式参与联合办学，通过企业实习基地建设和课题研究方式，来提高企业参与积极性
和获得感，进而推动企业深度参与协同教育。

（3）师资供给结构不适配工程化教学需求
目前，部分高校师资多为学术型人才，缺乏项目导向、岗位对标、工程转化的能力；企业导师有工程实践经

验，但没有系统的教学方法训练，很难胜任系统性培养人才工作[5]。这种师资与工程化教学要求并不相适应的师
资结构不匹配，影响“双师双能型”团队建设，难以适应工程化教学的需要，从而影响人才培养的质量与效果[20]。
为此，需通过实践锻炼和培训提高教师开展工程化教学能力，优化师资结构，从而适应工程化教学的需要。比如，
高校和企业联合开展教师实践培训项目，让教师深入企业一线，积累工程实践经验；企业导师可接受教学方法培
训，加强其教学能力提升，为工程化教学锻炼教师队伍奠定坚实基础。此外还可通过从企业引进有工程背景的教
师、聘请企业专家任兼职教师等方式来不断优化师资结构，提升师资队伍整体水平。

（4）协同机制碎片化，缺乏可持续支撑平台
当前大多数产业学院合作方式集中体现在项目上，合作时间短，成果难以积淀和持续。缺乏统一体系化的机

制和平台，使得多主体协同难以长效和复制[23]。因此，有必要构建统一协同机制和持续支撑平台，保障多主体协
同的稳定性和持续性，为协同教育长期发展提供保障，如构建统一协同教育平台整合各方，实现信息共享协同管
理，制定协同教育统一评价规范、资金支持办法等，使协同教育公平、公正持续发展。

3.2 协同机制构建路径

为破解上述问题，需重构“目标—组织—资源—过程—评价”五位一体的协同育人机制体系，形成常态化、制
度化运行模式[6]。

（1）构建“八个共同”对接矩阵，实现目标清晰化
通过协商确定政府主导、行业规范、校企共议的育人目标协同确定机制，以制定“协同任务清单”的方式，将

八个共同分工分解到各个类别主体，明晰各个共同主体的共建责任和共同主体的输出指标，将共同愿景变成共同
契约，做到从“共同愿景”到“共同契约”[2]。比如：政府通过政策引领、资金扶持等方式促进校企合作项目实现，
行业通过行业规范标准，做到协同育人项目可定位；校与企业，明确在协同育人过程中，各自应承担的课程设计
任务、实训基地共建任务、质量评价任务等方面的具体责任，从而为协同育人目标清晰化。协同育人目标的清晰
化，将有利于提高协同育人的效率与质量，也有利于协同育人过程合作。

（2）建设“政校企行”四元协同治理结构
基于园区、高校二级学院或产业平台，构建“理事会+执行委员会”的二元治理结构，理事会主要是方向层面

的制定与资源调配，执行委员会主要是具体的项目推进及项目执行的效果评估等，以提高协同治理的有效性[29]。
例如，可以通过定期举行的理事会来制定协同育人的战略目标和资源分配方案等，通过具体的执行委员会来实施
和推进每一个协同育人的具体项目，针对项目推进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建议提出评估反馈意见，从而形成一种高
效率、高透明度的协同治理模式[15]。

（3）推动“平台化”产业学院运营机制
通过“制度托底+数据驱动”方式建设协同管理平台（如：课程资源平台、企业实训平台、就业对接平台等），

助力产教供需精准对接、任务落地闭环管理，破除产教短平快依赖[30]。比如将课程资源平台打造为协同管理平台，
通过学校和企业的课程资源共建共享，提升学生的学习选择空间；企业实训平台打造为协同管理平台，利用真实
工作场景模拟训练，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就业对接平台作为就业的信息系统等，为学生和用人单位提供“人岗”
精准对接信息服务，提高学生的就业率[7]。这种平台化的运营体系，不但有助于改善协同育人的广度和深度，也
有助于改善学校和社会其他在协同育人过程中的合作。

（4）优化“协同绩效”评价与激励体系
构建协同育人绩效评价模型，引入企业满意率、学生成才率、项目贡献率等多重评价结果，按照学校、企业、教师、

行业等协同主体的协同贡献对其资源分配、晋升通道等联动，从而激励主动协同形成协同育人的主动性和积极性[7]。例
如定期可以组织企业满意度调查问卷，对协同育人项目中有意义的贡献和感触做出分析，得到企业满意率评价；对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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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才率进行评价，可以分析在项目中各个学生的知识、技能、素养等成长状况；对项目贡献率进行分析，各个协同育人
项目对于学校、企业、行业的未来发展具有哪些贡献。由此可以获得这些评价结果，给予效果显著的贡献主体资源倾斜，
从而形成积极主动协同育人的工作氛围，推动协同育人的高效运转和良性发展。

四、常熟理工学院协同机制实践

作为江苏省应用型高校转型发展试点，常熟理工学院在现代产业学院建设中积极推进“八个共同”协同机制，
实现了从“合作项目”向“协同体系”的深度转型[16]。

4.1“八个共同”协同机制深度嵌入项目全过程

以药品质量管理课程为例，学院通过模块化教学和项目任务驱动，推动“八个共同”全面落地：
共同制定目标：校企根据产业需求，共同设定课程成果目标，对接岗位能力模型，如“GMP文件解读”“工艺分析”
等关键能力。

共同设计方案：校内教师联合企业工程师制定项目路径图与任务书，明确学习目标、节点与评价方式。
共同开发课程：双方共建课程案例，融入企业真实流程与数据，提升课程情境化和实战性。
共同建设基地：依托校企实训场所，打造“虚实结合”的项目教学环境，实现实地任务训练。
共同实施教学：配备“双导师”，校内教师讲授理论，企业导师指导实操与评估，形成协同教学闭环。
共同评价质量：采用三维评价体系，企业导师评分权重不少于 40%，参与课程质量反馈与改进。
共同开展研究：校企围绕教学实践共研课题、总结案例，推动成果转化与教改项目申报。
共同培养师资：教师定期进企业研修，企业专家走进课堂授课，实现“双向融通，共育师资”。

4.2制度与平台支撑“八共”机制有效运行

治理架构：通过“理事会+运行办公室”双层结构，统筹资源、明确权责，保障制度化协同推进。
绩效机制：建立以“协同贡献”为核心的分类评价体系，激励教师、企业和管理端深度参与协作。
育人平台：“五合一”实践基地贯通教学、实训、就业、科研与研修，形成协同育人基础盘。
常熟理工学院以“八个共同”为核心，打造协同机制的系统样本，为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提供了可复制的实践路

径与制度保障。

五、对策建议与制度推进路径

现代产业学院作为“八个共同”价值共享理念指引下的产教深度融合培育基地，是促成产教深度融合从合作模
式向协同机制跨越的有力支撑点。为达到由点到面的制度化复制推广，仍需基于“四个抓手”，构建政策、制度、
平台与机制体系，为产教融合“八个共同”长效机制可持续、可复制路径提供支持。

5.1 强化顶层引导：明晰多方职责边界

现代产业学院责任主体清晰是有效建立协同育人机制的基础。由政府制订专门建设指导意见和相关的政策激
励引导机制，建立健全产业学院建设过程的规范途径和分类标准等，构成一个政策引导、平台牵引、资源扶持一
体化的制度体系[8]。大学应该协调校内资源建设推进大学内部的组织架构改革、师资人才管理改革和绩效分配改
革等工作，加强高校内部协同治理体系。企业及行业组织方应明确在校企双方开展课程建设、项目共建、师资培
育等方面应承担的责任，并能享受到政策上的支持和绩效奖励方面的激励[10]。由此“政府规划、学校主体、企业
深度融合、行业支撑导向”的责任闭环模式，为产教融合提供制度基础保障[30]。

5.2 优化运行机制：搭建平台型协同载体

首先，要加强产业学院运行流程，推动形成产教融合多方协同理事会模式，做好“战略决策层+执行协调层”
职责界限、资源配置和协同机制[28]，还应创建数字化、可视化运营平台，整合校企对接申报项目、对接课程资源、
互聘导师、对接毕业生就业等信息[16]，同时提倡“项目群+课程群+平台群”三结合发展模式，即建立人才培养目标
—任务项目—服务资源组成的运行共同体[27]，使“松动式的合作”走向“制度化协同”，增强产业学院的组织效率[25]。

5.3 强化师资建设：打造“教学 + 产业”双能力团队

师资队伍建设是产业学院发展的关键[31]。建立教师企业实践制度，引导学校教师通过兼职、企业考察、项目
进学校等方式提升工程化、岗位化能力[19]；引导企业技术人员通过“企业导师认证制度”进入教师队伍，承担案例
库开发、项目导师、人才能力测评等职能[21]。构建“校企共育+双导师制+能力认证”一体化师资建设机制，将教师
行业经历及教学能力纳入职称考核[17]，实现“师资共建共享”，促进学校教师能力结构转型升级。

5.4 建立评估标准：推动质量管理工具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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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从“八个共同”搭建围绕过程协同、成效转化和学生发展等的评价指标体系，开发如协同育人指数、协同
满意度模型、成果转化率等指标，进行协同绩效测评[4]，以绩效论英雄，与高校资源配置、与学校声誉荣誉、与
人岗晋升挂钩，增强高校和企业的内驱力，将“项目评价”改造成“机制评价”，形成多元评价的质量保障体系。

5.5 推动制度嵌入：构建长期运行生态系统

为实现产业学院的长期稳定发展，需将现代产业学院建设纳入学校发展战略与政府高教发展规划。建设“产
业学院联盟”以促进区校、行企协同联动和制度共享[18]，在高校校务章程、学院和学院治理文件中确立产业学院
制度地位和运行机制，由试运行进入新常态，实现制度嵌入和生态自驱。

六、结论与研究展望

6.1 主要研究结论

本文以“八个共同”价值共享理念为分析主线，聚焦现代产业学院在不同类型高校中的发展路径与协同机制构
建问题，结合典型案例和制度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6.1.1现代产业学院作为产教融合机制化展开的有效载体，实现“多主体参与+任务协同+平台运营”，将高校
与产业之间形成的“信息壁垒”、“资源隔离”有效打通，是产教融合型制度打通教育链-产业链的有效载体。

6.1.2 “八个共同”建构出协同治理的系统逻辑。这一思路将协同育人的全要素、全过程分解成八个节点，形成
目标、内容、资源要素等从始至终的闭环通道，是协同从“共识性合谋”迈向“浸润性共生”的行动范式。

6.1.3 三类路径模式各具特点，具有互补价值。校园主导型重在体系化育人、企业嵌入型强调岗位对接、园
区协同型体现生态链接。应因地制宜选择适配路径，同时强化平台化制度支撑。

6.1.4组织协同为可持续发展提供基本保障。高水平应用型高校现代产业学院发展需要明确边界、标准、准
则和任务等的高效组织设计，协同发展实际上是一种组织制度安排。

6.2 理论贡献

明确提出“八个共同×三类路径×协同机制”三维模型，为后续开展现代产业学院运行机制研究提供结构化分析
框架；强化了现代产业学院从“教学组织形态”向“制度协同平台”的转化路径，拓展了产教融合理论的组织学视角；
提炼典型案例经验，构建跨主体协同参与的流程图与运行模型，提升了政策建议的落地性与工具化价值。

6.3 研究展望

尽管本文构建了较为完整的分析框架，但仍存在以下局限与后续研究空间。本文主要以典型案例为基础，未
来可拓展量化数据模型，检验“八个共同”对人才发展、就业质量、企业评价等指标的影响效能；对类型高校差异
性研究不足。今后可进一步分析不同类型高校（综合性大学、高职院校、独立学院等）推进产业学院建设的内外
部差异；协同绩效评价体系待完善。建议开展协同绩效的标准体系研究，开发测评工具，推动治理效率提升的量
化转化。现代产业学院不仅仅是一种高校与企业的合作形态，更是组织范式与价值理念的一场全面再造。未来，
其建设要有平台化、机制化、生态化的理念，通过制度设计实现产教融合系统跃升，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背景下
的高等教育结构优化与服务功能升级探出一条可持续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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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Development Path of Modern Industry Colleges Based on“Eight

Co-Actions”Concept in China’s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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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current reforms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 new industrial system in China,
modern industry colleges serve as crucial facilitators in advancing the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 and production. Through
the lens of the 'Eight Co-Actions' value-sharing framework, this study proposes a tripartite model for modern industry
colleges development: campus-centric, enterprise-embedded, and park collaborative modes. By examining the structural
components and collaborative mechanisms of modern industry colleges, the study evaluates the relevance and synergy of
these different operational modes through practical case studies. While each mode demonstrates distinct advantages and
orientations, issues such as a lack of cohesion, limited enterprise engagement, and fragmented governance structures are
identified.Consequently, the study suggests a strategic approach encompassing four key dimensions: delineating
governmental responsibilities, enhancing enterprise involvement, restructuring university frameworks, and refining
quality assessment protocols. The study advocates for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industry colleges towards
institutionalization, transitioning from a project-based to a platform-based approach and from experimental to normative
practices. This transformation aims to build modern industry colleges into replicable and scalable institutional carriers for
higher education refor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words: Modern Industry Colleges; Eight Co-Actions;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Collabora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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