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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建筑业的快速发展和转型升级，工程管理专业面临着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的迫切需
求。在此背景下，通过分析政校行企协同育人的重要性，深入探讨在政校行企协同育人背景下，工程管理
专业实训基地建设的有效策略，包括建立政校行企协同育人机制、加强行业指导与合作共建、重点建设与
基础建设相结合以及推动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等方面。旨在为工程管理专业实训基地的建设提供理论依据和
实践指导，以期培养出更多符合行业需求的高素质工程管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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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and transformation of China's construction industry，the
engineering management major is facing an urgent need to cultivate high-quality and versatil
e talents. In this context，by analyzing the importance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between go
vernment，schools，and enterprises，this paper explores effective strategies for the construc
tion of engineering management training bases in the context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betw
een government，schools，and enterprises. These strategies include establishing a mechanism f
or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between government，schools，and enterprises，strengthening indust
ry guidance and cooperation，combining key construction with infrastructure，and promoting th
e deep integration of industry，academia，research，and application. The aim is to provide th
eoretical basi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engineering management traini
ng bases，in order to cultivate more high-quality engineering management talents that meet th
e needs of the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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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ining Base

引言：
在当前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高等教育面临着培养

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迫切需求。工程管理作为一个跨学科、

应用性强的专业，其人才培养质量直接关系到国家基础设施建

设和经济发展。然而，传统的教学模式往往存在理论与实践脱

节、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不匹配等问题。为解决这些问题，政

校行企协同育人模式应运而生，成为提升工程管理专业人才培

养质量的重要途径。本研究以政校行企协同育人为视角，聚焦

工程管理专业实训基地的建设问题。通过分析政校行企协同育

人的重要性，探讨在这一背景下工程管理专业实训基地建设的

有效策略，旨在为高校、政府、行业和企业提供理论指导和实

践参考，促进工程管理专业人才培养质量的全面提升。

一、政校行企协同育人的重要性
（一）促进教育与产业深度融合

政校行企协同育人模式打破传统的教育壁垒，实现教育与

产业的深度融合。这种融合不仅体现在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

上，更体现在人才培养的全过程。通过政府的政策引导、学校

的理论教学、行业的标准制定以及企业的实践训练，形成一个

完整的人才培养生态系统。这种系统能够及时响应产业需求，

调整教育方向，使得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同步，从而有效缓解

人才供需矛盾。在工程管理专业领域，这种融合尤为重要。工

程管理涉及工程技术、经济管理、法律等多个学科，需要理论

知识与实践经验的有机结合。通过政校行企协同育人，学生可

以在校内学习理论知识，在企业实践中应用所学，在行业指导

下了解最新标准和技术，在政府支持下获得更多资源和机会。

（二）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政校行企协同育人模式显著提升人才培养的质量。首先，

这种模式丰富教育资源，学生不仅可以获得学校的理论教育，

还能接触到行业前沿知识和企业实践经验。其次，协同育人

模式优化人才培养方案，使之更加贴近实际需求。通过与行

业、企业的紧密合作，高校能够及时调整课程设置和教学内

容，确保培养的人才符合市场需求。对于工程管理专业而言，

实践能力的培养尤为重要。政校行企协同育人模式为学生提

供大量实践机会，如参与实际工程项目、企业实习等。这些



工程与管理科学
第 6 卷◆第 12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705-0637(P) / 2705-0645(O)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22

Engineering and Management Science

经历不仅帮助学生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践，还培养学生的团

队协作、沟通协调等软实力。

（三）推动行业技术创新与发展

政校行企协同育人不仅有利于人才培养，还能推动行业

技术创新与发展。高校作为科研创新的重要力量，通过与行

业、企业的深度合作，可以更好地将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应

用。企业则可以借助高校的研究力量，解决生产中遇到的技

术难题，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在工程管理领域，技术创新

对提高工程效率、降低成本、保障质量等方面起着关键作用。

通过政校行企协同，可以建立起产学研一体化的创新平台。

例如，高校可以针对行业发展中的关键问题开展研究，企业

可以提供实际案例和数据支持，行业协会可以组织经验交流

和标准制定，政府则可以提供政策支持和资金保障。

（四）促进就业与创业

政校行企协同育人模式对促进就业和创业具有重要作

用。首先，这种模式下培养的人才更符合市场需求，因此就

业竞争力更强。学生在校期间就能接触到企业实践，了解行

业需求，这有助于学生做好职业规划，顺利实现就业。其次，

协同育人模式为学生提供丰富的实习和实践机会，有利于学

生积累工作经验，提高职场适应能力。对于工程管理专业的

学生来说，创业也是一个重要的职业选择。政校行企协同育

人模式为学生创业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支持。通过与企业的合

作，学生可以了解市场需求，发现创业机会。高校可以提供

创业指导和孵化支持，政府可以提供政策扶持和资金支持，

行业协会可以提供行业资源和人脉网络。

二、政校行企协同育人视域下工程管理专业实训基地建
设的有效策略

（一）建立政校行企协同育人机制

建立完善的政校行企协同育人机制是实训基地建设的基

础和关键。这一机制的核心在于明确各方职责，建立有效的

沟通协调平台，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首先，政府应发挥引

导和支持作用，制定相关政策，如出台产教融合型企业认证

办法，设立专项资金支持实训基地建设
[1]
。其次，高校作为

实训基地建设的主体，需要积极对接产业需求，优化人才培

养方案，同时协调各方资源。

此外，行业协会应发挥桥梁作用，提供行业标准和发展

趋势指导，组织行业专家参与实训基地的规划和建设。最后，

企业需要提供实践场所和实际项目支持，参与人才培养全过

程。为确保机制的有效运行，可以成立由各方代表组成的实

训基地建设指导委员会，定期召开会议，讨论实训基地建设

中的重要问题。通过这种多方协作机制，可以实现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确保实训基地建设的持续性和有效性。

（二）行业指导与合作共建

行业指导和合作共建是实训基地建设的重要策略，旨在

确保实训基地的建设方向与内容紧跟行业发展需求。首先，

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邀请行业专家参与实训基地的

规划和建设
[2]
。行业专家可以提供最新的行业标准、技术发

展趋势和人才需求信息，帮助高校及时调整实训内容和方向。

其次，要加强与优秀企业的合作，共同建设实训基地。可以

采取校企共建实验室、联合研发中心等形式，充分利用企业

的先进设备和技术资源。

此外，要建立定期的行业培训机制，邀请企业专家定期

到实训基地举办讲座或指导，使学生能够及时了解行业最新

动态和实践经验。最后，可以组织学生参与企业的实际项目，

或者参加行业组织的各类竞赛活动，提高实践能力。通过这

种深度合作，不仅能提高实训基地的实用性，还能为学生提

供更多接触企业的机会，缩短学生从校园到职场的适应期，

提高就业竞争力。

（三）重点建设与基础建设相结合

实训基地的建设应当注意重点建设与基础建设的有机结

合，以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和使用效率的最大化
[3]
。基础建

设是实训基地运行的基本保障，包括必要的硬件设施，如实

训场地、设备、软件等。在工程管理专业实训基地的基础建

设中，应配备足够的计算机、投影设备、网络设施等，为实

训活动提供良好的硬件支持。

重点建设则应围绕工程管理专业的特点和培养目标，突

出特色和优势。可以重点建设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建立工

程项目全生命周期管理模拟系统，通过虚拟仿真技术，模拟

工程项目从立项、设计、施工到运营维护的全过程。其次，

设立 BIM（建筑信息模型）应用中心，培养学生运用 BIM 技

术进行工程设计、施工模拟和项目管理的能力。最后，结合

当前建筑业的发展趋势，建立绿色建筑与可持续发展实验室，

设置绿色建筑评估和节能技术应用实训平台。

（四）产学研用深度融合

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是政校行企协同育人模式的核心，也

是实训基地建设的重要策略。首先，要将科研项目引入实训

基地，鼓励教师将自己的研究项目带入实训教学，让学生参

与到真实的科研活动中，培养其科研能力和创新思维。其次，

要加强与企业的合作研发，可以设立联合研究中心，承接企

业的技术难题，组织师生共同攻关，既解决了企业的实际问

题，又提高了师生的实践能力。

此外，要注重科研成果的转化应用，鼓励将科研成果转

化为实训教学内容，或者发展成为创新创业项目，实现产学

研用的良性循环
[4]
。对于工程管理专业实训基地，可以围绕

行业热点问题开展研究，如智慧建造、装配式建筑、绿色建

筑等。例如，可以与建筑企业合作，开发智能化施工管理系

统，并将其应用于实训教学中。通过这种产学研用的深度融

合，不仅能够提高实训基地的先进性，还能培养学生的创新

能力和实践能力。

结束语：
在政校行企协同育人的视域下，工程管理专业实训基地

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未来，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产业的变革，

工程管理专业实训基地的建设还将面临新的挑战和机遇。如

何更好地利用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提升实训效果，

如何在“互联网+”时代创新实训模式，如何应对工程管理行

业的数字化转型等，都是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通过不断

探索和实践，相信工程管理专业实训基地将为培养更多符合

行业需求的高素质人才做出重要贡献，为我国工程建设事业

的发展提供有力的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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