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欠发达地区高职院校“校企共育差异化、

产学服用一体化”人才培养模式实践

成果总结报告

党中央将职业教育作为提升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能力的教

育类型，近年来先后出台了“职教二十条”等系列深化产教融合

的政策。项目组深度挖掘我校粤东西北欠发达地区生源职业发展

需求和粤西地区石化、装备、钢铁、农产品加工等产业需求，探

索构建了提高欠发达地区生源毕业生就业质量、有效服务地方产

业需求的人才培养模式。

一、成果简介

本成果以 2012 年省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项目《欠发达地

区校企合作办学模式创新实践研究——以茂名职业技术学院为

例》为起点（附件 1.1），针对本校在为大型央企、合资企业和

中小民营企业所需人才培养上无差异、服务粤西产业的师生素质

适应性不足的问题开展研究，2014 年 3 月编制出台了《茂名职

业技术学院协同机制创新改革研究与实践工作方案》（附件1.2），

2016 年 6 月上述省级教改项目获得结题通过（附件 1.3），成果

进入实践优化阶段，4 年来以化工系和机电系为试点并在全校所

有专业和多所同类院校不断推广实践，形成了欠发达地区高职院

校“三融入”校企共育差异化人才培养新模式，以及“四对接”

产学服用一体化人才培养新途径，推进人才培养校企双主体共育



不断深化。

通过 4 年多的实践与推广，形成了如下标志性成果：

1.校企共建产业学院 1 个（附件 1.4），合作订单班 40 个（附

件 1.5），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 6 个（附件 1.6），2016 年以来共

为宝钢湛江公司等企业定向培养 1411 人，为粤西地区输送 2100

多名高职毕业生。

2.获教育部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认定生产性实

训基地项目 1 项，石油化工技术专业国家教学资源库建设子项目

《油品储运技术》（附件 1.7）。通过 IEET 认证专业 1 个（附件

1.8）。获省级二类品牌专业 1 个（附件 1.9），省级高本衔接试

点专业 2 个（附件 1.10），省级高水平专业群 1个（附件 1.11）。

3.指导学生获得职业技能大赛省赛二等奖 3 项，三等奖 4 项

（附件 1.12），获“挑战杯”创新创效创业大赛一等奖 1 项，铜

奖 1 项，三等 1 项，获省级学科竞赛二等奖 1 项，获中国“互联

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广东省分赛优胜奖 1项（附件 1.13）。

4.校企合编教材 5 本，校企合编课程标准 7门，制定 AHK 中

国化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1 项（附件 1.14）。

5.团队成员获省级教改课题 2 项，发表教改论文 10 篇，获

得专利 4 项，获批企业标准 2 项，2 项成果实现转化（附件 1.15）。

6.团队为茂名市石油化工行业、茂名市危化品行业、茂名市

食品行业开展培训达 6470 人次（附件 1.16）。

7.2016 年以来本校粤东西北欠发达地区生源历届毕业生初



次就业率均高于全校和全省平均值（附件 1.17）。

8.四家合作企业获得 2020 年广东省第一批产教融合型企业

培训项目（附件 1.18）。

二、成果解决的主要教学问题

（一）解决了欠发达地区高职院校为不同类型企业差异化培

养人才的问题

学校地处粤西欠发达地区，技术、管理先进的大型央企、合

资企业与技术、管理相对落后的中小民企并存（附件 2.1），由

于校企沟通不畅，学校在为大型央企、合资企业以及为中小民企

培养人才是无差异的，导致学校人才培养无法适应地方产业发展

对人才的不同需求，毕业生就业质量不高。

（二）解决了欠发达地区高职院校服务地方产业的人才培养

和教师素质适应性不足的问题

学校人才培养与产业对接不紧密，教师教学内容、科研创新

不能紧密对接产业需求，学生所学知识、技能滞后于产业转型需

求，导致师生服务社会的适应性不足。

三、解决问题的方法

采用“校企共育差异化”人才培养模式和“产学服用一体化”

的人才培养途径可以有效解决上述两个问题。



（一）打造多维产教融合平台，实施“三融入”校企共育差

异化人才培养模式。

学校搭建校企合作委员会交流平台、产教联盟资源共享平台

和产教融合体制机制试验平台等多维产教融合平台（附件 3.1），

以订单班、现代学徒制为载体，以“三融入”为手段，为粤西地

区技术先进以及技术相对落后的企业开展差异化的校企共育人

才培养。



1.产业布局需求融入专业调整，使专业设置满足产业布局差

异化需求。

通过校企合作委员会交流平台，校企专家共同研究论证专业

设置方案，使专业设置满足产业布局差异化需求，专业链对接产

业链。如为满足宝钢工业技术湛江项目对高端化工装备质量监测

的需求，在应用化工技术专业中增设了“产品检验与分析”方向；

为满足中小化工产品生产企业人才需求和学生创业发展需求，将

应用化工技术专业精细化学品生产方向独立出来，设置为精细化

工技术专业（附件 3.2）。

2.岗位发展需求融入课程体系，使课程体系满足企业技术差

异化需求。

通过产教联盟资源共享平台，引入行业企业技术要求，使课

程体系满足企业技术差异化需求，课程体系与职业岗位对接。如

为满足粤西大型炼化一体化企业从石油炼制转向高端化学品生

产、清洁生产的产业转型升级需求，增设 HSE 及化工安全技术等

石油化工专业群平台课程，减少炼油岗位的相关课程，增加高分

子材料加工岗位和绿色化工与可持续发展方面的课程。为粤西地

区中小石化产业集群提供智能生产高端人才，在应用化工技术专

业增设化工自动化控制课程（附件 3.3）。

3.产业技术需求融入教学内容，使教学内容满足企业对人才

技能的差异化需求。

通过产教融合体制机制试验平台，建立产业学院、现代学徒



制试点专业、订单班等不同校企合作办学形式，鼓励企业打破技

术壁垒，将产业新技术转化为教学内容，使教学内容满足企业对

人才技能的差异化需求，课程内容与岗位技术对接。如与蒂森克

虏伯公司共建校内实训基地，将德国先进的电梯生产、维养技术

融入电梯工程技术专业教学内容，保障教学内容与新技术对接

（附件 3.4）。教师将电梯新技术教学内容改编为培训包，为贫

困村信宜池洞镇池洞村 15 名村民提供技术培训并获得茂名本地

电梯维养企业的就业岗位（附件 3.5）。

（二）服务粤西产业发展要求，实施“四对接”产学服用一

体化的人才培养途径。

“产学服用一体”就是紧密对接地方产业需要，将产业技术

需求、岗位职业标准纳入人才培养方案制定和“三教”改革等教

学要求，将社会服务项目、教研科研成果应用转化为实践教学内

容，在服务应用中锻炼和提升师生服务粤西产业发展适应性。

1.“产学服用一体化”设计人才培养方案，紧密对接产业需

求。



在粤西地区打造绿色石化产业链的产业布局下，石油化工专

业群结合学生在高端企业和企业高端就业的需求，确定人才培养

教育目标，在公共基础课程体系中设置高端企业需求的《工程数

学》、《英语》和《化工科技前沿》等课程，在专业课程中设置《化

工自动化控制》、《绿色化工与可持续发展》等课程，在实训课程

中设置《HSE 仿真操作实训》，在创新创业训练项目中设置工艺

流程设计项目，提高教师科技服务能力和学生技能应用能力（附

件 3.6）。

2.“产学服用一体化”实施“三教”改革，紧密对接产业技

术。

对标产业先进技术要求，成立茂名职业技术学院 AHK 中德

（茂名）化工职业培训中心，引入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联盟化工

工艺员课程开发体系（附件 3.7），项目组成员参与编制了 AHK

（中国）化工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化工生产过程控制》等四门

课程标准以及《化学工艺班组长培训教材》，逐步本土化德国产

业技术标准。针对宝钢技术湛江项目订单班学生，直接引入宝钢

工业技术湛江项目培训教材（附件 3.8），使学生能迅速适应产

业先进技术要求。

对标产业技能要求，聘请企业技能大师，对师生进行专业技

能指导，如聘请黄巨利等石化行业国家级技能大师（附件 3.9），

担任技能大赛技术指导，手把手向师生传承专业“绝活”，协助

我校教师指导学生获得广东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化工生产技术



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3项；邀请中华烘焙大师陈文山作为赛前指

导，获得全国“盼盼杯”西点创新创意大赛铜奖 3 项，优秀奖 1

项（附件 3.10）；项目组成员连续六年指导学生获得“攀登计划”

广东省科技创新专项资金培育项目 11 项，获得经费 22 万元（附

件 3.11）；林静老师获得教师教学能力比赛省赛三等奖（附件

3.12）。

3.“产学服用一体化”培养教师服务能力，紧密对接产业难

弱点。

针对中小企业产业转型升级中的科技开发难点，开展农产品

深加工等科技攻关，林静主持了灯笼龙眼肉自动化加工设备研

制，在高州市丰盛食品有限公司实现技术转让（附件 3.13），以

该项目为依托，学生获广东省“挑战杯”一等奖，教师、学生共

获得专利授权 4 项（附件 3.14），开发制定企业标准 1 项。孙国

勇开发制定广东省食品安全企业标准《淮山糕制品》，并在广东

源丰食品有限公司运用，使得淮山糕成为该企业的“拳头”产品，

该产品销售额已达 975 万元，实现利税 126.75 万元（附件 3.15），

淮山糕的制作纳入了食品专业学生实训项目。

针对粤西地区石油化工、装备制造、食品加工等主导产业从

业人员素质不高的弱点，开展相关从业人员培训。项目组成员为

石油化工行业协会培训人员 3150 人次，为茂名、阳江开展 2760

人次的危化品储藏与运输培训，为食品行业协会培训广东省食品



安全管理员和公共营养师 10 批 560 人，促进上述主导产业行业

人员素质提升（附件 1.16）。

4.“产学服用一体化”培养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对接社会需

求。

学校依托万讯创新创业高校联盟，为学生在校期间和创业之

后提供持续服务，我校学生在该联盟服务平台选修创新创业课程

人数达 863 人，开设创客网店 864 个，成交额达到 63.6789 万元，

在“青年红色筑梦之旅”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指导教师和学

生将比赛项目作为服务社会项目，到茂名滨海新区电城镇开展

“百团扶百村”公益创业扶贫行动，深入电城镇乡村一线，积极

开展精准扶贫，因公益创业扶贫成绩良好，获得了该赛项的铜奖、

“最具特色奖”、优秀组织奖等奖项（附件 3.16），通过该项活

动，有效地锻炼了我校师生的社会责任感和服务能力。

四、成果的创新点

（一）构建了欠发达地区高职院校“校企共育差异化”人才

培养新模式

本成果结合粤西地区产业存在技术、管理两极分化的特点，

通过差异化校企共育人才，校企之间理念认同、价值认同趋向一

致（附件 4.1），促进了学校人才供给侧与产业需求侧的持续融

合，人才培养对接企业精准度不断提高，学校欠发达地区生源毕

业生就业质量不断提升。



成果遵循黄炎培“社会化”职业教育理念，在校企合作实践

中坚守了“合作育人”的教育初心，为欠发达地区生源毕业生获

得更高质量的生活提供精准技能培养。

（二）实践了欠发达地区高职院校“产学服用一体化”人才

培养新途径

本成果从人才培养方案设计、“三教”改革、教师服务能力

提升、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提升四个方面，探索“产学服用一体”

人才培养途径，结合粤西产业发展需求和学校办学定位，通过社

会服务项目和科技成果转化等方式，让师生在社会实践中不断强

化社会责任感和知识技能运用能力，增强服务产业发展的适应

性，符合服务粤西地区作为广东“一核一带一区”经济发展新增

长极的新形势要求。

五、成效与应用推广

（一）企业产教融合参与意愿明显提高

经过五年多的多维产教融合平台建设，企业产教融合参与意

愿明显提高，校企合作委员会单位会员从 2016 年的 26 家增加到

现在的 233 家，经合作企业问卷调查，70.59%的企业认为在产教

融合中企业角色很重要，学校和企业应承担双主体责任；67.65%

的企业参与了学校的人才培养相关工作；76.47%的企业希望与学

校开设订单班、现代学徒制班或产业学院（附件 4.1）。

（二）粤东西北欠发达地区生源毕业生就业质量稳步提高



本成果在全校所有专业推广后，有效提高了我校欠发达地区

生源毕业生就业质量。我校 73%以上的生源来自于粤东西北欠发

达地区，2016 年以来这类生源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率、专业对口

率、起薪点逐年提高，高于全省平均值。在受疫情影响的 2020

年，我校这类生源就业质量仍远高于全省平均值，其初次就业率

高于全省平均值 5.17%，专业对口率高于全省平均值 10.11%（附

件 1.17）。

（三）教师科研能力增强、师生创新能力提升

成员主持省级科研课题 4 项，发表中文核心论文 6篇，专利

授权 4 项，编制企业标准 2 项。实现成果转化 2项（附件 1.15）。

指导学生获得“攀登计划”广东省大学生科技创新专项资金培育

项目 12 项、资金 24 万元，获“挑战杯”创新创效创业大赛一等

奖 1 项，铜奖 1 项，三等奖 1 项，获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

新创业大赛广东省分赛优胜奖 1 项（附件 1.13）。

（四）成果推广、宣传

成果在全校推广后，校企共育方式更加丰富，共建校内实训

基地 9 个（附件 5.1）、产业学院 6 个（附件 5.2）、订单班 96

个（附件 5.3）、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 13 个（附件 5.4）；企业

捐赠仪器设备总值累计达 576 万元、奖助学金累计 86 万元（附

件 5.5）。

成果在阳江职业技术学院、罗定职业技术学院等同类院校得

以推广应用（附件 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