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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探讨了校企联合遥感全产业链创新育人模式的意义、面临的困难以及构建和实践的方法。

通过分析校企合作中理念的差异、内容的局限性、机制的不完善以及企业合作参与度不高的问题，提

出了推动理念融合、深化课程内容与实际结合、建立健全运行机制和激励机制等解决方案，为培养具

备创新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的遥感领域人才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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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ignificance， the difficulties faced and the construction and practice methods 

of the whole industry chain of school-enterprise joint remote sensing innovation education model. By analyzing 

the differences in the concept of university-enterprise cooperation， the limitations of the content， the 

mechanism of imperfect and enterprise cooperation participation is not high，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fusion， 

deepen the course content and actual combination， establish and improve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and 

incentive mechanism solution， to cultivate innovation ability and practical operation ability of remote sensing 

talent provides a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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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感技术作为现代信息技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应用范围

广泛，需要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支撑。校企联合培养模式在

提升学生实际操作能力和创新能力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下面将

深入探究遥感全产业链背景下，如何通过校企合作创新育人模

式，培养适应行业需求的人才。 

一、校企联合遥感全产业链创新育人模式的意义 

校企联合遥感全产业链创新育人模式在提升人才培养质

量方面具有重要意义。通过校企合作，学生接触到最新的遥感

技术和实际应用案例，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获得显著提升。学

生不仅能够在理论知识方面得到扎实训练，还能在实际操作中

不断积累经验，逐步培养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企业在参与

人才培养过程中，能够根据自身需求定向培养专业人才，从而

在招聘过程中找到更符合岗位要求的员工，节省了大量的招聘

成本和时间。高校和企业共同参与科研项目，能够将实验室中

的技术快速转化为实际应用，加速技术成果的市场化进程。通

过这种合作模式，遥感技术的发展得以不断推进，创新步伐也

逐渐加快。校企合作不仅能培养出更适应市场需求的专业人

才，还能为遥感技术的进步和产业升级提供有力支持，形成高

校与企业的双赢局面。 

二、校企联合遥感全产业链创新育人中的困难 

2.1 校企合作中理念的差异 

在校企合作中，理念的差异常常成为影响合作效果的重要

因素。高校通常以学术研究为导向，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和基

础研究的深入，旨在培养学生的学术素养和科研能力。教育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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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侧重于知识的系统性和理论框架的完整性，强调学生在学术

研究中的独立思考和创新能力的培养。相比之下，遥感研发生

产企业更关注实践能力和技术应用，企业更倾向于将理论知识

迅速转化为实际成果，追求技术的实用性和市场价值。企业在

合作中希望学生能够直接参与项目实践，快速适应工作环境，

具备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理念上的这种差异，导致双方在合

作目标和方法上的不一致，往往影响到合作的整体效果。高校

可能会更重视长期的学术成果和理论进展，而企业则迫切需要

能够直接应用于生产和市场的技术和人才。这种不同的目标导

向使得合作过程中可能出现沟通不畅、目标不明等问题，影响

到项目的顺利进行和成效的最大化。 

2.2 校企合作内容的局限性 

目前遥感全产业链中的校企合作存在显著的局限性，主要

集中在短期实习和简单的项目合作上，缺乏系统性和深度。这

种合作模式往往只涉及表面的互动与交流，未能深入挖掘和整

合资源，无法为学生提供全面、持续的专业训练。短期实习通

常时间有限，学生难以在短暂的实践中充分了解行业动态和技

术应用，获得的经验和知识也相对零散，难以形成完整的专业

能力。简单的项目合作虽然能够让学生接触到实际工作，但往

往缺乏系统的规划和长期的指导，学生在参与项目的过程中，

只能涉及到部分环节或单一任务，无法全面了解项目的全貌和

整体运作流程。这种局限性导致学生在校企合作中获得的知识

和技能较为片面，未能真正提升他们的综合素质和专业能力。

缺乏系统性的合作模式也限制了高校和企业之间的深层次合

作，难以形成持续的科研和技术创新动力。高校希望通过合作

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和创新思维，但由于合作内容的局限，难

以达到预期的效果。企业则希望通过合作获得高素质的专业人

才和先进的技术支持，但短期和浅层次的合作难以满足这些需

求
[1]
。 

2.3 校企合作机制的不完善 

校企合作过程中机制的不完善常常导致许多问题的出现，

缺乏明确的合作机制和管理办法，使得各方的责任划分不清，

影响了合作的顺利进行。合作初期，各方往往对合作目标和预

期成果有不同的理解，未能在早期阶段建立起清晰的管理框架

和责任分工，导致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沟通不畅

是常见的问题之一，由于缺乏统一的沟通渠道和协调机制，信

息传递和反馈过程常常出现滞后或误解，影响了合作项目的进

展。高校和企业在合作中的角色和职责未能明确界定，导致在

遇到问题时，双方都可能推卸责任，或因为职责交叉产生矛盾，

影响合作的效率和效果。合作过程中，缺乏有效的监督和评估

机制，难以保障项目的质量和进度。各方在资源投入和利益分

配方面也可能存在分歧，缺乏透明和公平的机制来协调这些问

题，进一步加剧了合作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机制的不完善还

体现在合作项目的持续性和长远规划上，很多合作项目缺乏长

远的规划和可持续发展的机制，在短期内可能取得一些成果，

但难以形成长期的合作关系和稳定的合作模式。这些问题的存

在，不仅影响了当前项目的顺利进行，也对未来的校企合作带

来了不利影响
[2]
。 

2.4 企业的合作参与度不高 

企业在校企合作中，一些遥感研发生产企业对合作的重视

程度不足，直接影响了合作的深度和广度。部分企业缺乏对校

企合作长远利益的认识，更倾向于短期的经济收益，导致在合

作项目中投入的资源和精力有限。合作过程中，企业往往表现

出被动和应付的态度，缺乏主动参与的积极性，导致合作项目

推进缓慢，难以达到预期效果。高校在合作中面临企业响应不

积极、沟通不畅等问题，合作项目难以顺利实施，合作的成效

大打折扣。企业内部对于校企合作的认知和支持不统一，导致

在合作的实际操作中遇到诸多阻力和困难。企业在合作中更多

关注自身利益，忽视了高校在人才培养和科研创新方面的需

求，导致合作难以实现双赢。缺乏系统的合作机制和有效的激

励措施，使得企业在合作中的主动性和持续性不足，合作项目

容易流于形式，难以深入和持续发展。企业的低参与度不仅限

制了校企合作的广度，使得许多潜在的合作领域未能得到充分

开发，也限制了合作的深度，使得已经开展的项目难以深入和

取得实质性进展
[3]
。 

三、校企联合遥感全产业链创新育人模式的构建与

实践 

3.1 推动校企在合作理念的深度融合 

推动校企在合作理念的深度融合需要通过多种方式加强双

方的理解和共识，定期召开校企交流会是其中一种有效的方法，

通过这种交流，双方能够增进相互理解，分享各自的理念和目

标，从而找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点。高校和企业在共同探讨教

育理念和合作目标时，可以深入交流各自的期望和需求，形成

共同的育人理念。这种深度融合不仅有助于提高合作的效率和

效果，还能为学生提供更加全面的教育和实践机会。同时，在

交流过程中，双方可以探讨如何将学术研究与产业需求相结合，

找到最适合的合作模式和路径。通过不断的沟通和协商，校企

双方能够逐步建立起良好的合作机制，在合作中实现共赢。高

校在提供理论知识的同时，可以更好地了解企业的实际需求和

发展趋势，调整教学内容和方法，使其更加贴近产业需求
[4]
。 

3.2 深化课程内容与企业实际的结合 

深化课程内容与企业实际的结合是提升教育质量和学生

实践能力的重要途径，通过将企业的实际需求和行业发展趋势

融入课程设计，能够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实



国际教育论坛 
第 6 卷◆第 6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705-1196（P）/ 2705-120X (O)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46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Forum 

际工作所需的技能和知识。理论教学与实际应用的结合，不仅

能够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还能增强他们解决实际问

题的能力。课程内容与企业实践的结合，可以通过引入真实项

目和案例教学，让学生在模拟和实际操作中积累经验，理解理

论与实践的关系。这样，学生不仅能更快地适应工作环境，还

能在毕业后立即投入到工作中，为企业创造价值。以校企科研

合作为例，通过合作，学校和企业共同开发课程和教材，将企

业的真实项目引入课堂，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能够接触到最新的

行业动态和技术应用。例如，遥感企业可以与高校合作，提供

最新的遥感数据和案例，邀请企业专家参与课程设计和教学，

甚至直接参与到课堂教学中。这样，学生在学习遥感理论的同

时，还能通过实际项目了解数据处理、图像分析等具体操作，

掌握实时解决问题的能力。遥感企业的需求直接反馈到课程设

置中，使教学内容不断优化和更新，确保学生的知识和技能与

行业需求同步。这不仅提升了学生的专业素养，也为企业培养

了符合其需求的高素质人才，形成了良性循环。通过这种深度

合作，学校与企业共同推动了教育和产业的发展，实现了教育

与实际应用的有机结合，为社会培养出更多具备实际操作能力

和创新精神的专业人才。 

3.3 建立健全的校企合作的运行机制 

建立健全的校企合作运行机制是推动校企合作持续发展

的关键。制定明确的合作协议和管理办法，确保各方的责任和

权益明确，是合作顺利进行的重要保障。通过这种机制，校企

双方能够在合作中明确各自的职责和义务，避免因责任不清而

导致的矛盾和纠纷。合作协议应涵盖合作的具体内容、目标、

时间安排、资源投入、成果分享等方面，确保每个环节都有据

可依，实现合作的规范化和制度化。管理办法则应包括合作项

目的实施流程、质量监督、绩效评价等内容，保障合作的有效

性和可持续性。在运行机制中，建立有效的沟通和协调机制是

确保合作顺利推进的关键。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及时沟通合作

中的问题和进展，协调双方的资源和力量，解决合作过程中出

现的各种问题，确保合作项目能够按计划顺利推进。通过这种

机制，校企双方能够保持紧密联系，共同应对合作中的挑战，

共享合作成果，促进双方的共同发展。此外，健全的校企合作

运行机制还应包括利益分配和成果共享的具体办法，确保合作

双方在利益分配上公平合理，激发双方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通

过设立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和奖励措施，鼓励校企双方在合作

中不断创新，推动合作项目取得更大成果。在合作过程中，双

方应注重知识产权的保护，明确成果归属和使用权，避免因知

识产权问题引发的争议和纠纷。通过建立健全的校企合作运行

机制，校企双方能够在合作中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实现资源

共享、优势互补，共同推动合作项目的顺利实施和持续发展，

为社会培养更多高素质、创新型人才，推动产业和教育的共同

进步。 

3.4 建立企业参与校企合作激励机制 

建立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激励机制是促进深度合作的关

键手段，对参与合作的遥感企业给予政策支持和奖励，不仅能

激发企业的积极性，还能推动合作的持续深化。税收优惠是重

要的激励手段，政府通过减免税收来降低企业的财务压力，使

企业在经济上受益，进而有更多资源投入到校企合作中。科研

经费补助也是有效的激励措施，通过提供专项资金支持，鼓励

企业开展与高校的联合科研项目，提高科研成果的转化率和实

际应用价值。政策支持需要覆盖多方面，包括简化合作项目的

审批流程，提供便捷的政策咨询和服务，帮助企业在合作过程

中减少行政障碍，提升合作效率。设立专项奖励基金，对在校

企合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企业进行表彰和奖励，不仅能增加企

业的荣誉感和成就感，还能在行业内树立典范，带动更多企业

参与到校企合作中来。激励机制的建立还应包括长期稳定的合

作关系，通过签订长期合作协议，确保企业在合作中的持续参

与和投入，增强企业与高校之间的信任和合作意愿。鼓励企业

在合作过程中培养和选拔优秀人才，通过合作项目发现和吸引

优秀的学生和科研人员，为企业的人才储备和发展提供支持。 

结语： 

校企联合遥感全产业链创新育人模式的构建和实践，是提

升遥感领域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途径。通过解决理念差异、内

容局限、机制不完善和企业参与度不高等问题，推动校企深度

合作，培养出具备创新能力和实际操作能力的高素质遥感人

才，为行业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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