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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地联合、产教融合、知行耦合: 面向地方产业的
应用型人才培养路径探索

方海林
( 盐城工学院 校长办公室，江苏 盐城 224051)

摘要: 面向地方产业培养应用型人才是地方本科高校“地方性、应用型、特色化”办学理念的具

体体现，从校地联合、产教融合、知行耦合三者的相互关系中，重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层

次、规格和流程，是应用型人才培养路径的创新。盐城工学院在这条路径的探索与实践中形成

的“一条主线、二层架构、三厢对接、四维并重”的面向地方产业的特色化应用人才培养方式，可

以为其他高校的转型发展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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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本科高校是人才培养的主力军，其培养

的应用型人才在支撑我国走中国特色新工业化道

路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制造 2025”“一带一

路”以及各种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区域发展战

略，在促进地方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的同时，

也为地方本科高校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挑

战。立足地方、面向产业、服务区域，突破传统的

“学术性”人才培养的“藩蓠”，培养“地方性、应用

型、特色化”的应用型人才，是地方本科高校深化

教育教学改革的方向。审视传统培养路径以及由

此形成的人才培养过程中存在的缺陷，在此基础

上探索一条适合地方本科高校面向地方产业的人

才培养新路径，成为当下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

必须解决的关键问题。为此，作为省属地方本科

高校的盐城工学院，进行了十多年的探索与实践，

其经验或可对同类高校的改革与发展有所借鉴。

一、按照“学术性”路径来培养“应用

型”人才的缺陷

按照国际通用教育标准分类方法，高等教育

的人才培养可以分成学术研究型、知识应用型、职
业技术型三种类型，所以潘懋元认为，研究型的专

业主要从事基础理论研究，应用型专业与行业联

系密切，而与职业密切联系的是与高职相对的专

业［1］。地方本科高校人才培养与行业、企业密不

可分，在地方本科高校转型发展的趋势下，与职业

教育之间也存在相互的关联。
但是，由于大多数地方本科高校是在教育大

众化背景下脱胎于原有的专科高校，在人才培养

路径选择上是“模仿”学术研究型高校的成法，

“同质化”现象比较严重。上不能“顶天”，培养出

高水平的学术研究性人才，下不能“立地”，打造

出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这是许多地方本科高校

普遍存在的问题。
由此传统的以“学术性”路径来培养“应用

型”人才的缺陷已经成为地方本科高校融入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 其一，专业或者专业方向的

设置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相关度不高，培养的应

用型人才层次结构不能满足区域产业发展层次化

和产业结构多元化对人才的需求，不能有效支撑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其二，培养过程缺乏行业企业

的有效参与，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滞后于区域产

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的变化，培养的应用型人才在

规格上不能适应区域的产业转型升级和创新发展

的要求; 其三，培养流程忽视“知”与“行”之间的

耦合关系，学生在综合素质和实践能力方面，既不

能“顶天”具备处理复杂问题的能力，又不能“立

地”具有基层应用操作能力，培养的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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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乏竞争优势。

二、坚持“地方性、应用型、特色化”培

养人才的思考

“地方性”是地方本科高校的标识，服务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是其存在的基本前提。因此，地方

本科高校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都需要立足地方

实际，“根据区域的地缘优势、资源优势、产业优

势以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主动与地方经

济社会发展相结合”［2］，在服务与支撑地方产业

发展中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应用型”是地方

本科高校的特质，培养面向岗位一线的应用型人

才是其根本任务。囿于师资、设施、经费以及生源

质量的制约，地方本科高校要培养出高水平的

“学术性”人才不切实际，“以就业为导向，以掌握

专业基本知识和实践能力为要求，以强化实践教

学为手段的培养模式”，培养满足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要求的“应用型创新人才”［3］，符合地方本科

高校的办学定位。“特色化”是地方本科高校的

优势，特色发展是地方本科高校持续发展的核心

逻辑。“地方高校培养应用型人才的主要标准有

二，一是顺利就业，二是持续发展”［4］，特色化的

人才培养可以避免人才结构、规格的“同质化”，

提高人才在劳动力市场竞争中的比较优势，实现

充分就业、优质就业。
如何做到按照“地方性、应用型、特色化”培

养人才，关键是立足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要求，按照

高等教育教学发展规律，创新地方本科高校应用

型人才培养体系。盐城工学院从“校地联合、产

教融合、知行耦合”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入手，探

索可资借鉴的新路径。一是以融入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为主线，紧紧围绕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增

长点，校地联合、产教融合，按需重组人才培养结

构; 二是主动对接行业企业人才培养和区域技术

创新需求，产教融合、知行耦合，按需调整人才培

养规格; 三是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和实际能力

为重点，知行耦合，产教融合，理论教学与实践教

学互为促进，按需优化人才培养流程。

三、面向地方产业应用型人才特色培

养的顶层设计

应用型人才特色培养的顶层设计既要立足地

方本科高校的办学实际、面向地方产业的发展现

状，同时还要兼顾学生未来发展和地方产业发展

趋势。盐城工学院在应用型人才特色培养的设计

过程中，首先是把握江苏沿海开发战略、“中国制

造 2025”、长三角城市群发展规划等战略机遇下

的区域经济发展走向，围绕能够成为支撑地方产

业发展和行业科技创新的重要支柱这一视角，统

筹设计人才培养的层次、规格和流程。从 2005 年

与美国优集 ( UG) 公司联合成立“优集学院”开

始，到实施国家教育体制改革“本科院校专业自

主调控机制”试点、教育部“卓越计划”试点，经过

十多年的改革与实践，形成“一条主线、二层架

构、三厢对接、四维并重”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特

色培养之路。
一条主线: 以服务地方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

升级为主线，调整专业结构与专业方向，并以此设

计人才培养改革的总体思路和发展方向。
二层架构: 针对产业发展对中、高端不同层次

人才的需求，面向企业一线培养技术技能型、应用

创新型双层次高素质应用型人才。
三厢对接: 对接行业专业标准、专业评估( 认

证) 标准、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三厢”，重构应用型

人才培养规格，并以此调整教育教学内容。
四维并重: 从人才培养的取向、目标、内容、模

式等四个“维度”，优化培养流程，注重社会需求

与学生发展、专业教育与素质培养、知识教育与技

能训练、学校教育与企业培养等四个并重。

四、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特色培养的路

径探索

按照面向地方产业的应用型人才特色培养的

顶层设计，盐城工学院积极推进教育教学改革，在

实践中逐步探索与积累经验。
一是依据地方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调

整专业方向，优化专业结构。2005 年针对盐城制

造业向中、高端发展，在机制类专业设置制造业数

字化、模具设计方向; 2011 年，依托国家教育体制

改革“专业自主调控机制”项目，面向盐城汽车、
环保、海洋产业以及金融高地建设，全面调整专业

方向，对接盐城战略性新兴产业，增设 5 个新兴产

业专业。
二是按照地方产业价值链传递过程，设定培

养层次，校地共建教育平台。服务盐城向中、高端

产业转型升级，围绕研发、设计、生产、服务等产业

价值链传递全过程，设定应用型创新人才和技术

技能型人才两个层次培养结构; 校地联合共建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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撑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协同创新中心、行业

学院、教育联盟、实践基地等产教融合平台。
三是满足职业岗位及技术创新需求，“三厢”

对接，调整人才培养规格。按照专业服务面向及

人才培养层次，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与行业专业

标准、专业评估( 认证) 标准、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三厢”对接，重构应用型人才的知识、能力和素

质。具体包括: 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改革对接行

业专业标准，如机制类专业将行业软件 ( NX 系

统) 融入教学内容，出版“教育部 － 西门子产学合

作综合改革”项目教材 6 部; 以专业评估 ( 认证)

标准融通应用型人才培养标准，引入第三方评价

机制，土木工程、给排水科学与工程通过专业评

估，材料科学与工程、环境工程通过工程教育专业

认证; 知识点的选取与实训内容的设计对接国家

职业技能标准，建立“职业资格证书”学分奖励制

度，目前毕业生职业资格证书比例占毕业生总数

的 26%。
四是依托产教融合发展工程，“四维”并重，

优化人才培养流程。围绕培养面向行业企业一线

工程技术与管理人才，知行耦合，重构人才培养的

全过程。即: 社会需求与学生发展并重，按照社会

需求设置专业方向的同时，架构适应学生未来发

展的学习教育平台，如“尔雅”通识平台、“天空教

室”平台、“爱课程”校内 SPOC 平台和清华大学

“学堂在线”平台，实现优质课程覆盖所有主干课

程; 专业教育与素质培养并重，以培养职业精神为

重点，利用“五四讲坛”及科技文化节、专业文化

节、社团文化节等载体，将“铁军精神”“海盐文

化”融入专业教育; 知识教育与技能训练并重，以

提升实践技能为重点，将实训实习课时的比例增

加到总学时 35%，以专业前沿知识指导学生生产

实践; 学校教育与企业培养并重，以提升解决复杂

问题能力为重点，设置独立的企业培养方案，构建

针对应用型创新人才的“项目式”成果导向教育

模式和面向技术技能人才的企业“预就业”实践

模式。

五、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特色培养效果

的反思

盐城工学院面向地方产业的高素质应用型人

才特色培养，紧扣“校地联合、产教融合、知行耦

合”逐层展开。此项改革历时十多年，覆盖全部

专业，并影响到同类高校，培养效果可以从四个方

面反映出来。
一是在地方本科高校人才培养方面。学校形

成了紧密对接区域产业链、创新链的学科专业体

系，应用型人才培养与盐城的汽车、环保、机械、化
工、纺织、建筑、海洋等产业发展高度契合; 毕业生

年底就业率已经连续 6 年达到 98% 以上，实现了

毕业生的充分就业。学校多次被表彰为“江苏省

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先进集体”; 地方支柱产业

和大中型企业建立了全方位、多层次的紧密合作

关系，学生的能力素质得到提升，近三年，获得省

级以上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233 项，屡

获“挑战杯”“创青春”等各类大赛奖项; 周边多所

高校借鉴该成果，所编写的应用型创新教材被多

所应用型本科高校使用，反映效果良好。
二是在用人单位、社会赞誉方面。近三年开

展的用人单位对毕业生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用

人单位满意度均达到 85% 以上，多数用人单位认

为学校毕业生专业基础知识扎实，职业素养较高，

职业能力较强; 成果得到业内专家赞许，2016 年

学校承办教育部“2016 年度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

秀成果奖”评审会期间，50 多位顶级权威专家对

学校改革成果进行考察，并给予高度评价; 《光明

日报》《人民日报》《中国教育报》等权威媒体集中

报道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养路径的创新。例如，

《新华报业网》2014 年 4 月 12 日报道我校学生不

拼爹妈、靠实力敲开就业之门; 《新华日报》2015
年 6 月 24 日教育版头条“名校英萃”栏目报道我

校“预就业”实践模式; 《新华日报》2016 年 6 月

28 日专版头条刊发的《苏北“小清华”让每一颗

“盐粒子”自信高飞》亦是就盐城工学院对接地方

经济实现精准就业的报道。
三是在行业协会、地方政府的认同方面。例

如建材行业的专家认为，特色人才培养改革路径

能够立足建材及装备行业实际，形成了比较完备

的以建材及其装备为背景和特色的学科专业体

系，特色鲜明; 学校与中国建材机械工业协会合作

共建了全国首家“国家建材机械工程师培训中

心”。地方政府领导多次考察学校的人才培养工

作，认为盐城工学院能够“发挥比较优势，打响服

务品牌”，将学校的发展全面融入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中。
四是在推广预期方面。新路径解决了地方本

科高校转型发展中应用型人才培养定位问题。在

转型发展的大趋势下，地方本科高校的发展面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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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综合大学”与“本科职业”的两难选择。按

照地方产业、行业企业发展需求，架构“双层次”
人才培养结构，解决了地方本科高校对转型发展

的目标定位与价值取向存在的“困惑”。

六、结语

地方本科高校要实现在高素质应用型人才培

养路径上的创新，必须围绕“地方性、应用型和特

色化”的办学理念，坚持将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

展作为人才培养的逻辑起点，重构和优化人才培

养的结构、规格和流程。从盐城工学院的实践经

验来看，以下几点可以给同类高校提供借鉴。
一是构建应用型创新和技术技能型“双层

次”人才培养结构。从地方产业发展、行业对人

才的要求以及企业岗位需求出发，明确“双层次”
人才培养结构，使应用型工程人才培养更加适应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层次性、多元化的趋势，实现

了人才培养全面融入地方产业链与创新链，促进应

用型人才培养结构对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二是重构满足行业企业要求的对接“三厢”
的人才培养规格。人才培养规格与行业专业标

准、专业评估( 认证) 标准、国家职业技能标准“三

厢”对接，重构应用型人才的知识、能力、素质结

构，使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更加契合行业、企业岗

位实际，真正摆脱传统的学科教育束缚。
三是实施“预就业”和“项目式”成果导向两

种企业实践模式。适应企业的真实技术和流程，

面向行业企业的一线岗位，设置独立的企业培养

环节，并针对“双层次”人才培养，分别实施两种

企业实践模式，使培养过程与企业的实际生产过

程有机结合，实现学生的知识、技能与从事的职业

岗位要求接轨，在源头上破解大学生就业难困境。
四是将“铁军精神”“海盐文化”地域文化资

源融入人才培养过程。围绕培养能够“下得去、
耐得住、肯吃苦、有作为”的一线岗位人才，专业

教育与素质培养并重，坚持“立德树人”，将地域

文化的精髓融入学生职业精神的培养，促进专业

能力和综合素质的同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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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bination between School and Locality，Teaching and Producing，
Knowing and Doing:

An Exploration on the Path of Cultivating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s Facing Local Industry

FANG Hailin
( Principal＇s Office，Yanche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Yancheng Jiangsu 224051，China)

Abstract: Cultivating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s facing the local industry is embodied in the educational philosophy of ＇locality，

application-oriented，characteristic＇ for the local university． Ｒecreating the cultivating level，standard and process of the high-
quality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s from the two － two relationship of the combination between school and locality，teaching and
producing，knowing and doing is the path creation of cultivating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s． ＇One thread，double frameworks，tri-
partite joint，four-dimensional stress＇，the specialized method of cultivating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s created by Yancheng Insti-
tute of Technology，could give a reference to the other colleges in transitional development．
Keywords: union of school and locality; combination of teaching and producing; coupling of knowing and doing; application-ori-
ented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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