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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合作模式在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与就业中的应用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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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深入探讨了校企合作模式在提升本科人才培养与就业质量中的重要作用。随着高校毕业生数量增加，

就业市场供需矛盾凸显，企业难以招到符合需求的人才，而学校培养的人才实践能力不足。通过分析国内外校企合

作模式的典型案例，论文总结了校企合作的不同类型及其特点，探讨了校企合作在资源整合、培养目标、培养机制

等方面的具体实施路径。研究表明，校企合作模式能够有效弥补学校人才培养的滞后性，提升毕业生的综合素质和

就业竞争力，为解决就业市场供需矛盾提供了一条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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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deeply explores the important role of school enterprise cooperation mode in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undergraduate talent cultivation and employment. With the increase in the number of college graduate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in the job market has become prominent, making it difficult for enterprises to recruit talents 
that meet their needs, and the practical abilities of talents cultivated by schools are insufficient. By analyzing typical cases 
of school enterprise cooperation models at home and abroad,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different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school enterprise cooperation, and explores the specific implementation paths of school enterprise cooperation in resource 
integration, training objectives, and training mechanisms. Research has shown that the school enterprise cooperation model 
can effectively compensate for the lag in talent cultivation in schools, enhance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and employment 
competitiveness of graduates, and provide an effective way to solve the supply-demand contradiction in the job mark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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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高校毕业生数量的逐年增加，毕业生的就业压力

也日益增大。一方面，校方抱怨本科毕业生很难找到工作；

另一方面，招聘企业招不到合适的人才。本科毕业生实践能

力差，不能满足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就业市场出现这种供需

矛盾的根本原因是高校无法培养社会所需的实用创新型人

才。校企合作是提高本科人才培养质量的一条简单有效的途

径。尤其对于应用型高校来说，应用型和技术型人才的培养

要求学生具有扎实的专业能力和突出的实际应用能力，校企

合作是培养应用型人才和提高就业质量的关键因素。

2 相关研究

校企合作项目领域的早期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后期，

David W. Chapman 等学者的开创性工作以及他对职业教育

在弥合学校与行业之间差距方面的作用的探索。这些基础研

究为理解体验式学习和行业伙伴关系在为学生准备劳动力

方面的重要性奠定了基础。

在当今充满活力的教育环境中，促进学术机构和企业

界之间的协同关系已成为提高学习成果、培养人才和推动创

新的关键战略（Liang，2024）。Bian & Wang（2021）认为

校企合作项目代表了学术界和工业界的融合，为学生提供现

实世界的经验，同时满足企业的实际需求。然而，这些项

目的成功取决于多种因素，从项目选择到资源分配，这需

要强大的预测模型和优化技术来确保效果和效率。Lu & Xu

（2022）表示企业用人单位与商业本科生之间存在劳动力

市场供需不匹配的问题是导致学生实践能力、创新能力、

实践能力和适应环境和社会经济发展需要的能力培养严重

滞后的根本原因。Cheng et al.（2024）提出针对纺织服装行

业，高职院校应根据行业需求调整课程设置，建立联合实训

基地，聘请行业专家授课，承担联合科研项目，打造多元化

的教学团队，实现人才培养与行业需求的无缝对接。Liu & 

Yang（2023）坚持问题导向，以协同教育理念为基础，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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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产教融合、凝聚专业特色、实施分段培训、构建能力提

升体系、全面提升物流人才培养能力等多角度，构建了多维

度协同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中国学者张煜等（2024）基于面

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不同地区校企合作的创新竞

合行为。田铁杰（2024）研究了应用型职业教育中校企联合

培养的内在机理与优化路径。单伟等（2024）以法国 Cifre

项目为研究对象分别从高校、企业与政府三方面详细阐述项

目的运作模式，提出校企合作的优化策略。

3 校企合作的制约因素

错配人才培养机制。学校课堂教学滞后于企业需求，

校企协同教育工作岗位错位，导致教育实践与企业实践经验

相对脱节。校企合作往往采取长期的流水线方式，导致学生

对企业的认同感较弱。毕业生往往很难掌握核心技能或独立

完成项目。此外，随着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和新技术发展的

不确定性，学生可能会辍学，增加企业的招聘成本。在当前

形势下，有必要建立校企合作教育的长效机制，将技能融入

学生公平合理的培养中，实现教学质量的共同目标。

培训内容不同。学生在社会和企业工作岗位上的实践

经验缺乏区分。企业注重培养合格的技能操作员，而忽视了

工作所必需的管理知识和创新能力。这导致学生对企业实践

体验的热情不高，一些非技术专业的学生甚至对实习产生了

抵触情绪，这与产教结合的初衷明显偏离。校企合作办学模

式强调技能培养，忽视人文素质、职业道德、新媒体技能，

不符合现代社会的需要。因此，学生对就业岗位缺乏归属感，

适应能力差，晋升机会有限，岗位转换困难，这些都影响了

他们未来的职业发展。

人才培养目标不一致。企业优先考虑生产效率，根本

目标是培养能够持续为公司服务的学生。他们希望学生注重

“以技能为中心”的培训，在规定的时间内生产出更合格的

产品，创造更多的价值，最终为公司的持续价值创造做出贡

献。另外，学校教育的目标不仅仅是帮助学生在毕业后找到

好工作，还要帮助他们建立职业规划意识，关注学生的终身

发展。

4 国内外高校校企合作经验

斯坦福大学的工业附属计划。其旨在促进知识向社会

的转移以及学术界和工业界之间的对话。在公司会员费的支

持下，这些项目为工业界提供了一个途径，以促进和维持斯

坦福大学院系和项目的研究和教学。公司可以更方便地接触

到研究项目和参与的教师和学生。公司成员通常参加年会，

收到报告和出版物的副本，并有机会招收学生。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成为第一个与 OpenAI 合作的高等教

育机构，利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丰富的知识核心——美国最

大的公立研究型大学之一的教师、研究人员和工作人员，通

过将 ChatGPT Enterprise 的先进功能引入高等教育，亚利桑

那州立大学为大学如何提高学习、创造力和学生成绩树立新

的先例，同时继续致力于引领创新和负责任地使用技术。

哈佛法学院社区企业项目。哈佛法学院学生与社区法

律中心的工作人员密切合作，创建一个全面的指南，揭开在

马萨诸塞州形成和经营合作企业的无数法律的神秘面纱。学

院与社区之间的合作将使学生有机会接触到美国一些最重

要的合作社专家，而学生与当地社区的联系和外联努力确保

该指南也将受益于大波士顿地区合作律师和技术援助提供

者的强大网络。一旦完成，该指南将通过交易法诊所的网站

和该项目的社区合作伙伴发布、翻译和分发，并由法律中心

在其热门网站的各州资源页面上发布。

清华大学与长虹美菱共同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长虹

美菱“工业 + 旅游”的研学活动也在创新性地开展，让学

生走进高科技制造业生产线，近距离感受现代工业科技创新

的魅力，助力实践教育的开展，把中国制造的种子种进娃娃

心里。

5 对策与建议

资源优势互补。校企建立实习基地，共享教学设备；

企业在学校设立研发中心，利用学校的师资资源；共同开发

核心实用课程体系，实现课程与职业标准、课程内容、学历

证书、企业经验证书的有机融合。

密切联系企业。教师参加企业实习，将学术优势转化

为生产优势，与学生一起从事生产，发现问题，帮助学生学

以致用，从而促进企业的经济效益；企业导师指导学校教师

提高业务技能，提供课程所需的知识和制作标准，并根据需

要调整课程内容以满足企业要求；学校提供咨询服务，为企

业解决技术难题，聘请企业家和熟练的大师担任讲师或职业

指导教师。

科研成果转化。学校教师与企业技术人员合作研发新

材料、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提高学校教育水平和企业

生产效率；教师了解企业产品开发，支持人才培养和课程改

革，完善综合教学方案，促进学生就业。

建立长效机制。提供与岗位匹配的实习机会，减少对

单一生产线实践的依赖，帮助学生发现成长盲点，解决心理

问题，明确职业方向。建立内外部实践基地，指导专家教学

体系，加强思想政治课程建设，培养学生的敬业精神和工匠

精神，将劳动教育融入企业实习实训，培养学生的二次技能。

健全考核机制。在企业实际生产环境中，建立学生团

队协助制度，明确角色和职责，弥补团队成员在实际生产中

的薄弱环节。这有助于避免学生们为了完成任务而漫无目的

地学习。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既要注重过程评价，又要注重

结果评价，评价指标要可量化。通过学生之间、团队之间、

学科之间的综合比较，在加强团队合作的同时，鼓励个人能

力的发挥。

优化培养机制。应用型高校在制定学生培养方案时，

应注意学生的个体差异，进一步建立适应产教融合模式的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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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组织体系。在学生自主选择的基础上，采用多元化的产教

融合方式，确保不同类型的学生都能在企业找到适合自己的

岗位，真正实现学生学习目标和技能发展的多元化。从对企

业的了解和自我探索，到实习岗位的专业实践训练，最后签

订就业协议或合同，学生在商业实践中逐步提升核心能力。

他们经过不同的阶段，逐渐成长为企业的核心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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