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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代产业学院作为产教融合的重要载体，以产业需求为导向，通过多元主体参与的方式推动

人才培养、技术创新与产业应用的深度融合。本文立足于新工科建设的背景，提出了现代产业学院建

设的具体策略，包括构建“三链四维六合”现代产业学院模式、构建“多元参与·扁平管理·动态调

整”组织架构体系、创新“多层次·实践导向·跨学科”人才培养机制、优化“学科融合·专业集群·产

学研协作”专业群结构布局等，旨在为新工科时代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培养提供理论支持与实践参考，

推动现代产业学院与产业需求的无缝对接，助力我国产业转型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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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the School of Modern Industry 

takes the industrial demand as the guidance and promotes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alent training，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application through the participa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Based on the new 

engineering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nstruction，puts forward the specific strategy of the construction of modern 

industry college，including building "three chain four dimensional liuhe" modern industry college model，build 

"multiple participation flat management dynamic adjustment" organization structure system，innovation 

"multi-level practice oriented interdisciplinary" talent training mechanism，optimize "subject integration 

professional cluster collaboration" professional group structure layout，to the new engineering era of high quality 

talents training to provide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reference，promote the modern industry college and 

industry demand seamless docking，power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and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in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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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新工科是应对现代产业发展需求而产生的工程教育新范

式，强调多学科交叉、产学研结合，推动工程学科与信息技术、

生物科学、社会科学等多领域的深度融合。现代产业学院作为

产教融合的新型教育组织，是解决工科类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

对接不紧密问题的有效途径，也是推动产教融合、服务产业升

级的核心载体。推进产业学院建设，是当前高等教育办学的新

趋向。2017 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

干意见》提出，提出“鼓励企业依托或联合职业学校、高等学

校设立产业学院”，以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

的有机衔接。基于此，文章旨在立足新工科建设背景，研究现

代产业学院建设策略，以期创新工程教育与人才培养模式，培

养适应和引领现代产业发展的高素质复合型新工科人才。 

一、构建“三链四维六合”现代产业学院模式，促

进产教深度融合发展 
现代产业学院的建设必须建立在深度融合教育链、创新链

和产业链的基础之上。现代产业发展日益依赖于多学科交叉和

技术创新的驱动，新工科正是此背景下的产物，通过跨领域融

合和科技创新，推动传统教育模式的革新。因此，构建“三链

四维六合”模式，是确保产教融合深度落地的关键路径。首先，

三链指的是教育链、创新链、产业链。教育链作为现代产业学

院的核心，承担着基础理论知识的传授任务，通过与创新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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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互作用，赋能技术的研发与应用，为人才提供理论与实践的

并重培养。产业链的参与则将教育与创新成果应用于实际生产

中，形成产教协同效应，实现教育、科研与产业的联动发展。

通过教育链、创新链、产业链的紧密衔接，现代产业学院能够

在新工科多学科交叉的驱动下，充分整合学科优势和产业资

源，实现从基础研究到应用创新的全链条贯通，提升知识传授、

技术创新的效率。 

其次，四维协同指的是在知识传授、技术创新、人才培养、

德技并重的四个维度上实现高度融合，确保学生在掌握理论知

识的同时具备实践能力和德技兼修的素养。通过与歌尔股份有

限公司的联合培养，山东海事职业学院在机电工程专业上探索

出一条有效的校企合作路径，构建以“山东海事职业学院—歌

尔匠造产业学院”为基础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符合行业需求

的技术技能人才。协同效应不仅满足了新工科对跨学科人才的

需求，还增强了学生适应复杂产业环境的综合能力。知识传授

与技术创新并不是割裂的，现代产业学院通过校企协同和学科

交叉，确保学生在掌握基础理论的同时，能够实时应用于最新

的科技发展和产业需求。 

最后，“六合”生态的构建是产教融合模式成功的关键，

包括校企合作、政行共建、师资互育、项目共享、成果共赢、

就业共助六大要素的有机整合。校企合作为学院提供丰富的实

践场景，学生不仅能够在课堂上接受理论教育，还能在企业中

进行实际技术操作，深化对知识的理解和应用能力。政行共建

则为学院的长远发展提供了战略保障，政府和行业的参与确保

了学院资源的持续投入，并提供政策上的引导与支持。师资互

育是培养高质量教学团队的关键，通过高校教师和企业导师的

共同合作，不仅可提升教师的产业实践经验，也确保课程内容

紧密贴合产业发展需求。项目共享机制推动产学研的融合，学

院与企业通过共享项目平台，推动技术成果的快速转化，实现

技术创新的产业应用。成果共赢和就业共助则是机制的最终体

现，企业获得技术支持，学院提升学术影响力，同时促进学生

就业能力提升，实现就业共助的最终目标。 

二、构建“多元参与·扁平管理·动态调整”组织

架构体系，提升管理效能 
在新工科背景下，通过多元主体参与、扁平化管理与动态

调整的组织架构，推动现代产业学院内部高效协同，确保校企、

政府和科研机构等各方的深度合作与管理效能的持续优化。 

随着现代产业学院的职能日益复杂化，其作为产教融合的

核心平台，不仅承担着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的任务，还需要协

调校企、政府和科研机构的多方参与
[2]
。基于此，多元主体的

参与成为现代产业学院运作的基础。多元主体之间的协作可以

通过资源共享、决策共担的方式，增强各方在组织管理中的话

语权与参与度，确保产业需求与教育供给之间的动态匹配。通

过构建包括高校、企业、政府、科研机构等多方参与的组织架

构，现代产业学院能够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形成有效的沟通与

合作机制，提升整体的管理效能和组织协调能力。 

在此基础上，扁平化管理作为组织架构优化的核心手段，

可以有效减少决策流程中的层级障碍，提高信息传递和决策效

率。在新工科背景下，现代产业学院的运行需要快速适应技术

变革与产业需求的变化，传统的层级式管理模式难以应对这种

动态需求。而通过扁平化管理，现代产业学院能够缩短决策链

条，增强管理的灵活性与响应速度，从而确保技术研发、教学

调整等方面的资源可以高效分配。扁平化的架构不仅提高组织

内部的决策效率，还可打破部门间的壁垒，促进学科间、部门

间的协同合作，有效提升组织内的创新效能和资源整合能力。 

与此同时，动态调整作为组织架构优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能够确保现代产业学院在面对技术迭代和产业需求变化时保

持灵活性和应变能力。新工科的核心特征在于学科的跨界与技

术的快速更新，因此，现代产业学院的组织架构必须能够动态

调整，以适应外部环境的快速变化。这种动态调整不仅体现在

管理层面的灵活响应，更包括对学科设置、人才培养方向、科

研项目重点的动态优化。通过设立专门的战略调整机制，学院

能够根据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及时调整课程体系、科研项目

和合作模式，确保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持续匹配。动态调整

机制的引入还能够增强各主体的适应能力，使得多方合作关系

能够在外部环境变化中保持稳定且具有前瞻性，确保学院的整

体管理效能与运行效率。 

三、创新“多层次·实践导向·跨学科”人才培养

机制，推动技术人才精准培育 
在新工科背景下，现代产业学院的人才培养必须围绕技术创

新和产业升级的核心要求，构建多层次、实践导向、跨学科的人

才培养机制，是现代产业学院实现技术人才精准培育的关键路径。 

首先，新工科的核心特征在于学科间的融合与创新能力的

提升，传统的单一学科教育模式已无法满足产业对复合型、创

新型技术人才的需求。因此，现代产业学院必须通过多层次的

人才培养机制，打破学科边界，构建多维度、多领域交叉的人

才培养体系。多层次的人才培养机制应涵盖基础教育、应用技

术教育和前沿科技研究等不同层次，确保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既

掌握扎实的理论基础，又具备应用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通过

在不同层次上深化对学科知识的理解和应用，学生能够在复杂

的产业环境中具备适应性和创新力，形成面向未来产业需求的

高素质技术人才。 

其次，实践导向是现代产业学院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素之

一，新工科强调学科与产业的深度融合，技术创新往往需要从

产业实践中汲取灵感。在新工科背景下，技术的快速迭代和产

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要求人才不仅具备理论知识，更重要的是

具备将技术创新应用于实际生产的能力。因此，现代产业学院

必须通过校企合作、项目驱动、技术实训等方式，构建以实践

为导向的教学模式。具体而言，学院应与区域内的龙头企业建

立长期合作关系，通过企业实习、项目式教学、创新实验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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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种形式，将真实的产业问题引入教学环节，使学生能够在实

际工作场景中进行技术操作和问题解决。使得人才培养不再局

限于课堂教学，而是能够通过企业真实需求的反馈，不断优化

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确保技术人才培养的高效性和精准性。 

最后，跨学科融合是新工科人才培养的内在要求，现代产

业的发展日益依赖于多学科交叉的技术突破，传统的单一学科

已无法应对复杂的产业需求。为此，现代产业学院的人才培养

机制必须在新工科背景下促进学科间的深度融合，构建跨学科

的教学和研究体系
[3]
。通过整合不同学科的优势资源，学院应

鼓励学生跨领域学习和创新，将工程技术、信息科学、生物技

术等多领域的知识有机结合，培养具有跨学科视野和综合应用

能力的创新型人才。同时，学院可以通过设置跨学科的科研项

目和竞赛，鼓励学生跨界合作，提升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跨

学科的人才培养机制不仅能够增强学生的创新能力，还能够促

进技术与知识的无缝衔接，为产业链提供复合型的高端技术人

才，满足新工科背景下产业发展的多样化需求。 

通过多层次、实践导向、跨学科的三维协同，现代产业学

院能够实现技术人才的精准培育。确保学生在学科交叉的背景

下具备创新能力，还能够通过实践导向的教学模式，使其具备

解决实际产业问题的能力。促使现代产业学院将成为产教融合

的核心载体，推动技术人才与产业需求的无缝对接，为新工科

时代的产业升级提供强有力的人才保障。 

四、优化“学科融合·专业集群·产学研协作”专

业群结构布局，提升学科竞争力 
在新工科背景下，优化现代产业学院的专业群结构布局是

提升学科竞争力的关键路径，此过程基于产业发展和学科演进

的双重驱动理论。随着产业链的不断细化和技术发展的加速，

单一学科的封闭式培养模式已无法适应产业对多维度、跨领域

人才的需求。因此，学科融合成为现代产业学院学科建设的核

心理论基础。学科融合不仅是学科内容的相互补充，更是将不

同学科的核心优势结合在一起，形成更具创新性和应用性的知

识体系。在现代产业学院的建设中，通过整合工程、信息、生

物等多学科资源，打造跨学科、跨领域的融合模式，可以大大

提升人才培养的灵活性与适应性，使其更好地对接产业链的多

维需求。 

在此基础上，专业集群的构建是优化学科布局的具体路

径。现代产业的发展通常需要多学科共同支撑，因此，传统单

一专业无法满足产业链对多层次技术人才的要求。通过构建专

业集群，现代产业学院能够将相关学科和专业紧密联系起来，

形成以学科为核心、专业为节点的教育体系，实现人才培养、

科研创新与产业需求的多维融合
[4]
。专业集群不仅能够提升教

学资源的利用效率，还能够增强学科间的协作效应，为学生提

供更加全面的学习内容和更广泛的应用场景。例如，在智能制

造领域，机械工程、计算机科学、人工智能等多个专业可以通

过集群的方式协同培养具备跨学科技术能力的人才，确保其具

备面对复杂产业需求的综合素质。 

产学研协作是专业群结构布局优化的核心驱动力。新工科

背景下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需要学术研究、产业实践和技术

开发的深度融合。通过推动产学研协作，现代产业学院能够将

学科建设与产业需求紧密联系，推动科研成果的产业化应用，

同时将产业问题引入学术研究，提升学科研究的实际应用价

值。通过与企业、科研机构的紧密合作，学院能够在学科设置、

课程设计和研究方向上更加精准地对接产业链的需求，确保学

科竞争力和适应性。产学研协作不仅能够增强科研成果的转化

效率，还能够通过企业提供的实践平台，培养学生的技术应用

能力和创新能力，进一步提升学科的实践性与前瞻性。 

五、结语 
本文围绕新工科背景下现代产业学院建设的策略进行了

系统探讨与分析，明确现代产业学院在推动产教融合、促进技

术创新与人才培养中的重要作用。通过构建“三链四维六合”

模式、优化组织架构、实施多层次实践导向的人才培养机制以

及优化专业群结构布局等形式，现代产业学院能够有效提升其

在产业转型与升级中的核心地位。然而，现代产业学院建设仍

面临着产业需求与教育供给的动态匹配问题，未来的研究应进

一步细化不同领域中专业群与产业链的耦合机制，并探索更加

灵活的课程与教学模式，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科技与产业环境，

确保现代产业学院在新工科背景下的持续创新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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