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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高校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有利于发挥高校的技术和人才优势，推动产学研深度合作，实现双方

合作共赢。当前，开放大学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能力有待提升，本文以丹东开放大学为例，客观分析

其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剖析问题产生的原因，并结合地方经济发展的需求，提出

开放大学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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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iversities serving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s conducive to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technological 

and talent advantages of universities，promoting the in-depth cooperation between industry，university and 

research，and realizing win-win cooperation between both sides.At present，the Open University to serve the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bility to improve，this paper in Dandong open university，for example，objective 

analysis of the service of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xisting problems，analyze the causes of the problems，

and combined with the needs of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put forward the countermeasures of the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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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随着科技的进步，我国经济发展模式已从传统的劳动力输

出和资源消耗型逐步转变为科技创新与知识产权型。在此背景

下，促进校地融合发展，发挥高校功能与优势，推动地方经济

发展已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一方面，高校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有利于将技术资源和科研成果转化为经济增长实效；另一方

面，地方经济发展也能增强高校对人才的吸引力，进一步增强

高校的人才队伍建设水平和科研能力。开放大学作为新型高等

学校，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是其内涵式发展的趋势与必然使命，

考虑各地区、各高校之间的差异，针对开放大学服务地方经济

发展的研究也应更具针对性。 

一、丹东开放大学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可行性与必

要性 

（一）可行性分析 

开放大学是城市的人才高地。开放大学作为高等教育机

构，其在人才队伍建设方面拥有显著的优势。目前，丹东开放

大学拥有教职工 68 人，其中高级教师 20 人，中级教师 26 人，

研究生学历 18 人，学士学位 26 人，本科学历 50 人。这些教

职工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专业优势，为地方经济的发展提供可

靠的人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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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大学是产业的创新引擎。丹东开放大学开设了 52 个

专业，涉及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工学、农学、医学

和管理学，能够为丹东地区相关产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技术支

持。丹东开放大学可以通过与地方企业、科研机构等合作，促

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应用，推动地方产业的创新发展，加速地

方产业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 

开放大学是文化的传承载体。丹东地区拥有悠久的历史和

深厚的文化底蕴，汉、满、蒙、回、朝鲜等民族的文化在此交

汇融合。丹东开放大学在人文社科领域拥有丰富的教学资源和

研究成果，可以帮助地方挖掘和保护本土文化资源，促进地方

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提升地方文化软实力，进而推动旅游业和

相关文化产业发展。 

（二）必要性分析 

开放大学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是高等教育转型发展的必然

要求。2015 年，教育部下发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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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指出“要将办学思路转到服

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上”。2016 年，教育部下发的《教育部关

于办好开放大学的意见》也明确提出“有关地方要将开放大学

纳入经济建设、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

高校应融入区域经济发展，各专业人才培育要与行业技术创新

需求对接，这样才能够形成高校与地方经济社会联动的格局。 

开放大学的发展依赖地方经济的扶持。客观来看，丹东开

放大学的科研能力和人才队伍建设水平与丹东地区其它高校

相比较为薄弱，而人才的引进与科研成果的转化需要地方提供

必要的资金扶持。因此，丹东开放大学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可

以构建起互利共赢的发展模式，实现地方经济和高等教育机构

的良性互动与发展。 

二、丹东开放大学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现状分析 

（一）人才培养现状分析 

成立至今，丹东开放大学平均每年教育培养高质量本、专

科生 400 余人，专业设置与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与地方产业发

展需求高度契合，同时认真贯彻执行《国家开放大学质量标

准》，保障毕业生知识、技术、技能水平均达到预期目标。为

适应现代化的人才培育需求，丹东开放大学充分利用现代化的

教学技术和手段开展教学工作，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确保

了线上教学、会议、考试等活动的顺利开展。此外，部分专业

通过与地方企业合作，完成了课程共建，实现了合作办学、合

作培养，成功探索出符合学校特点的创新发展路径。据统计，

毕业生对丹东开放大学教学水平和育人态度的满意度达到了

97.93%，用人单位对毕业生工作能力满意度达到了 94.94%。 

（二）科研创新现状分析 

近年来，丹东开放大学通过与相关机构合作，完成多项科

研课题。据统计，丹东开放大学年均申报立项课题 14 项，参

与科研活动的教职工人数占比达到了 76.5%。科研项目涉及多

个领域，为地方各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一定的帮助。 

（三）文化推广现状分析 

丹东地区不仅拥有多样的民族文化，同时也是抗美援朝的

出征地，民族文化和红色文化是丹东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资

源。丹东开放大学通过与国家民委等机构建立教育实践基地，

挖掘丹东丰厚的文化资源，积极推动人文资源建设，为丹东打

造一张优秀的文化名片。此外，丹东开放大学还定期组织学生

和教职工开展文艺汇演和书法培训，彰显丹东的文化自信，助

力文化推广，推动地方文化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三、丹东开放大学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 

（一）师资队伍实践能力欠缺 

第一，部分教师缺乏实践经验，一定程度上影响其对于实

际问题的理解和解决能力。丹东开放大学的许多教师拥有较强

的专业素质和扎实的理论基础，但由于缺乏实践经验，导致其

对于实际应用场景的了解和把握不够充分，这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教学质量。 

第二，教学方法单一，缺乏实践教学环节。部分教师依赖

传统的讲授式教学，不能灵活运用实践教学、案例分析等教学

方法，这导致了一些学生缺乏实际操作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无

法很好地应对未来的职业挑战。 

第三，部分专业与地方产业的联系不够密切，缺乏与实际

行业对接的机会和渠道。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使得一些教师难以

了解地方产业的实际需求和发展趋势，从而无法将教学内容与

地方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影响了教学的实效性和针对

性。 

（二）科研成果转化率低 

第一，科技成果评价体系有待调整。目前，我国高校对科

技成果的评价体系将课题立项、文章发表作为侧重点，忽略了

科技成果的市场价值，客观上削弱了教职工科技成果转化的积

极性。 

第二，人才队伍建设水平有待提高。丹东开放大学教职工

最高学位为硕士，科研团队的整体科研水平相对较低，因此一

些项目的科技成果仅停留在理论研究层面，难以实现科研成果

的转化。 

第三，缺乏科研成果的转化氛围。一些教师未能主动与企

业沟通交流，导致部分科研活动与地方产业的需求和发展方向

脱节，科研成果无法与地方企业进行有效对接，进而无法转化

为实际的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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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缺乏文化产业创新发展 

第一，未能引领地方产业的创新发展。丹东地区拥有丰富

的历史文化积淀和独特的地域资源，为地方产业的创新发展奠

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丹东开放大学尚未能够充分发挥其在

地方产业创新中的引领作用。一方面，学校在科研项目的开展

中缺乏与地方产业的深度结合，科研成果往往仅停留在学术论

文和研究报告的层面，未能有效转化为实际的生产力和经济效

益。另一方面，学校举办的文艺汇演和文化活动虽然丰富多彩，

但仍局限于校园内部或者局部社区，未能真正走出校园。 

第二，未能推动地方文化实现产业化发展。丰富的文化资

源使得丹东的文化产业和文化产品拥有广阔的发展前景，但这

些文化资源大多仍处于非产业化状态，无法充分发挥其在地方

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丹东开放大学作为地方高等教育机构，应

当充分发挥其在文化产业人才培养和技术研发方面的优势。 

四、丹东开放大学服务地方经济发展能力提升策略 

（一）加强“双师型”师资队伍建设 

为提高教师的实践能力和教学能力，丹东开放大学应加强

“双师型”师资队伍的建设。首先，建立双师型教师培养机制。

学校要制定相关培养计划和政策，鼓励教师参与校外实习、企

业挂职锻炼等活动，培养其实践经验和能力。通过为教师提供

实践锻炼的机会和平台，促使教师深入了解地方产业的实际需

求和发展趋势。其次，优化教学方法，增加实践教学环节。学

校要鼓励教师采用案例分析、实践教学等多种教学方法，将教

师的实践经验融入教学工作，引导学生从实践中学习，提高其

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实际操作技能。最后，加强产学研合作，促

进教学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学校要建立起教师与地方企业的联

合培养机制，通过与地方企业开展合作项目，使教师更加深入

地了解行业发展需求，提升其实践能力和教学水平，为地方经

济发展培养高质量人才队伍。 

（二）推动政产学研深度合作 

要想切实提高丹东开放大学的科研成果转化率，加强对地

方经济发展的服务成效，需要各方面的积极介入。首先，要建

立政府主导的产学研合作机制。丹东开放大学要积极响应政府

政策引导，与地方政府建立合作框架，共同制定科研成果转化

规划和政策，将科研成果的市场应用价值纳入评价体系，推动

政府资源与学校科研力量的有机结合，提升科研成果的转化效

率和水平。其次，政府要制定人才引进政策，吸引高学历，高

水平人才加入丹东开放大学的人才队伍，提高学校的整体科研

水平。最后，建立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平台，引导学校参与政府

组织的产学研合作项目，通过与地方企业开展深度合作，将科

研成果与企业需求紧密结合。在此过程中，平台需要提供技术

咨询、成果推广等服务，加速科研成果向市场转化。通过科技

成果转化服务平台，加强各方的联系与合作，提高科研成果的

转化率和市场竞争力，助力地方经济发展。 

（三）促进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 

为推动丹东地区文化资源的产业化发展，丹东开放大学可

以加强学校与地方文化产业的合作。学校通过与地方文化企业

和机构建立紧密合作关系，共同开展文化产业创新项目，推动

文化产业的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通过合作，将学校的科研成

果与地方文化产业需求相结合，促进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同

时，丹东开放大学可以拓展文化产业合作领域，可以涵盖文化

创意设计、文化产品开发、文化旅游等方面。通过跨界合作，

引入更多的创新思维和技术手段，推动地方文化产业实现产业

化发展，提高文化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此外，丹东开放大学还

要加强文化产业人才培养。学校可以增设文化产业相关专业，

开设创意设计、文化产业管理等专业课程，培养符合文化产业

发展需求的高素质人才。通过教育培训，提高学生的创新意识

和实践能力，为地方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输送更多优秀人才。 

结论： 

如何推动高效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是目前社会普遍关注的热

点问题，开放大学作为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积

极参与地方经济发展。丹东开放大学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同

时围绕自身存在的不足，通过加强“双师型”人才队伍建设，推

动政产学研深度合作，促进文化产业的创新发展，不断提高自身

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能力，履行好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职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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