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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势而为组建产教联盟
构建产教融合新模式
2018 年岁末的一天，天空中飘着小雪，成都工

业学院产教融合办公室主任黄晓燕忙里抽闲，挤出
半个小时接受记者的采访。黄晓燕向记者透露了一
个“热乎”的信息：“四川省电子信息产教联盟或将落
地”。

事实上，“四川省电子信息产教联盟”的筹建并
不是“拍脑门决定的”，黄晓燕告诉记者：“筹建电子
信息产教联盟是顺应我省产业发展的趋势。”

在四川，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电子信息产业
发展，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提出的构建“5+1”现代
产业体系中，电子信息正是五大支柱产业之一。同
时，从《四川省加快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的若干政策
意见》到《四川省“十三五”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指
南》，我省为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壮大创造了良好
的政策环境。

经过多年的积累和沉淀，我省电子信息产业已
经具备较为雄厚的发展基础，在集成电路、光电显
示、智能终端、网络通信、电子元器件、软件及服务
外包、游戏产品研发运营等领域形成了完整的产业
体系，上下游配套逐渐成熟，聚集了长虹、九洲、英
特尔、京东方、德州仪器、戴尔、联想、富士康、华
为、西门子、中兴等一批国内外知名企业，在全球
产业格局中具有一定影响力，正在打造中国“IT第
三极”。

2017 年，四川电子信息产业全年增长 15％以
上，主营业务收入8113亿元，居中西部第一，全国第
七，电子信息产业稳居四川“第一支柱产业”地位。

不仅如此，四川的电子信息产业在多个领域也
大放异彩。据统计数据显示，2016-2017年，四川省
电子信息产业在多个领域的竞争力均居国内前列，
比如，军事电子装备整体实力蝉联全国第一，信息安
全产业总量居全国第二，微型计算机产量占全国比
重连续两年保持21.7%，全球50%的笔记本电脑芯片
在四川封装测试。

“电子信息产业，是四川最有可能率先突破万亿
元大关的产业。”在解读省委十一届三次全会精神第
七场新闻发布会上，四川省经济和信息化厅厅长陈
新有如是说。

毋庸置疑，四川电子信息产业正迈向高质量发
展阶段，发挥着经济增长“倍增器”、发展方式“转换
器”、产业升级“助推器”的重大作用。

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支撑。“从我省产业发
展来看，电子信息产业实现了快速发展，但同时也存
在转型升级的问题，迫切需要大批应用型人才。”黄
晓燕坦言，“尤其是技能骨干、应用型人才的需求越
来越大。”

“要培养适销对路的人才，提升教育发展水平迫
在眉睫。”黄晓燕告诉记者，我省教育资源比较丰富，
但办学综合效益不明显。一方面，各学校专业设置与
市场结合不够紧密，培养模式与市场需求不相适应，
人才培养的实效性不高，服务能力不强。另一方面，
各应用型本科高校、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实训基地
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缺乏统筹，专业重复设
置，实训基地重复建设，造成有限的教育资源浪费。
应用型本科与高职在课程设置、培养模式等方面还
没有形成有效衔接。

“组建产教联盟能够促进学校与行业、企业紧密
合作，搭建校企联合培养平台，实施定向培养，有效
解决骨干企业人才需求。”黄晓燕认为，产教联盟可
以实现信息、教学设施、实训基地和师资队伍等资源
共享，统筹专业设置、实训基地建设和招生就业等工
作。同时，组建产教联盟还可以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实现应用型本科与高职培养有效衔接，扩大规
模，提高质量，增强应用型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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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联盟

指企业、职业院校、
应用型本科院校、科研
机构、行业协会或其他
组织机构，以各方共同
利益为基础，以培养大
批具有专业技能与工匠
精神的高素质劳动者和
技术技能人才为目标，
以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契
约为保障，在自愿的前
提下形成的优势互补、
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
合作组织。

近年来，我省围绕产业体系建
设，分行业组建产教联盟，推动产、
学、研、用融合发展，成效显著，形
成了一批具有四川特色的产教联
盟。

四川省装备制造业产教联盟、
西南航空产教联盟、西南电梯产教
联盟、成渝汽车后服务产教联盟、
四川省电炭产教联盟、成都经济技
术开发区汽车产教联盟，这些产教
联盟在各自的领域，通过产业与专
业、研发与教学、培养与就业相结
合等方式，形成了长效、稳定的产
学研结合新模式、新经验。

随着《关于推进产教联盟建设
促进产教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方
案》《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
深化产教融合的实施意见》等政策
的出台，一个个顺应产业发展趋势
的产教联盟也应运而生，产教深度
融合的发展新格局已初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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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渝汽车后服务产教联盟成立

四川野马向成渝汽车后服务产教联盟捐赠汽车

学生正在检修汽车引擎

师生正在讨论汽车出现的问题

学生正在讨论车辆轮胎的检修方案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打造产教融合“四川样板”

“四川省电子信息产教联盟”的规划蓝图振奋人
心，不仅可以推动我省电子信息产业与高等教育、职
业教育联动发展，也将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
链、创新链的有机衔接，不断增强教育服务产业高质
量发展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组建“四川省电子信息产教联
盟”与近日出台的《四川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深化
产教融合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不谋
而合”。

“力争到 2020年，在电子信息、智能制造、新材
料、新能源、汽车、节能环保、生物、化工、核工业等领
域，培育和打造一批在全国具有广泛知名度和影响
力的产教联盟……”《实施意见》提出，将整合企业、
职业院校、科研院所、行业协会资源，通过“专业+产
业”“教学+研发”“培养+就业”等，确保产业发展和
人才培养各个环节有机衔接。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以
企业为主体、以职业院校为支撑、以市场需求为导
向、以技术创新为动力的产教融合对接合作机制。

实际上，这并不是我省第一次提出这样的构想，
将时针拨回到2017年3月，《关于推进产教联盟建设
促进产教深度融合发展的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
施方案》）出台，提出力争到 2020年，围绕我省优势
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成长型产业和新兴先导
型服务业等，培育和打造一批在全国具有广泛知名
度和影响力的产教联盟。

随着《实施方案》的出台，我省的产教联盟如雨
后春笋般涌现。

——四川省装备制造业产教联盟，旨在搭建一
个集技术创新、人才培养、创新创业和精准扶贫为一
体的协同服务平台，统筹推进政产学研用五位一体
系统发展，形成适应我省装备制造产业创新发展的
产教深度融合的体制机制和运作模式。

——成渝汽车后服务产教联盟，旨在建立学校
与产业对接协作机制，探索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研
究产业发展趋势，搭建产业技术服务平台，支持成渝
经济区汽车产业发展。

——四川省电炭产教联盟，旨在建立多形式、多
领域、实质性合作发展平台，支持和探索创新应用型
人才培养，搭建先进炭材料产业技术服务平台，推进
电炭产业快速发展。

“建立协同育人机制、建立资源共享机制、建立
产业技术创新与应用平台……”一年多的时间里，我
省的产教联盟在人才培养与培训、产学研结合等方
面，进行实质性的探索，带动了联盟内各院校、企业
的发展，形成了一个个可复制、易推广的产教融合新
范本。

譬如成渝汽车后服务产教联盟，打破了地域间
的壁垒，以“汽车后服务产业”为牵引，实施多元交互
模式，调动政府、企业、学校、教师、学生、家长和社区
多元参与，实现结构扁平化、发展均衡化、特色多样
化，推动联盟工作跨越发展。成都工业学院汽车教研
室主任黄兆飞坦言，经过一年多的发展，成渝汽车后
服务产教联盟下辖成员超过了 50个，形成了校企、
企企紧密合作型联盟，地域上跨成都、重庆两地 10
个区/市/县(州)。

“由于市场竞争环境、生态环境和行业恶性竞争
的原因导致电炭人才奇缺。”成都工业学院材料科学
与工程专业负责人丁义超告诉记者，四川省电炭产
教联盟针对我省先进炭材料产业集聚区，探索学校
与行业、企业共同组建炭材料教育集团和电炭专业
方向定制班，以解决培养电炭人才稀缺的问题。

可以肯定的是，随着各类产教联盟的诞生和发
展，我省的教育和企业行业融合程度将逐渐提高、人
才培养与产业发展技术进步需求契合度将不断提
升、教育对产业转型升级的推动作用将进一步增强。

创新体制机制运作模式
开创产教融合共赢局面

——力争三年内将电子信息产教联盟建成一个
在全国具有广泛知名度、富有凝聚力和影响力的联
盟，拥有关联性应用型本科高校 20家、职业院校 15
家、科研机构10家，电子信息骨干企业30家，行业协
会10家。

——力争到2025年，将电子信息产教联盟建成
全省领先、全国一流的联盟，做强一批龙头骨干企
业，打造建成一批应用型本科示范高校和特色鲜明
的职业院校，建立一批高水平的产学研平台，为建设

“中国制造”西部高地做出积极贡献。
“这是四川省电子信息产教联盟的目标。”黄晓

燕如是说。
有雄心亦要有行动。筹建过程中，联盟吸纳了电

子信息产业企事业单位、开办涉电子信息类专业的
应用型本科院校和职业院校、科研机构以及行业协
会加入。同时，“筹建电子信息产教联盟研讨会”“电
子信息产教联盟发起单位研讨会”等多次会议的召
开，在学校、企业、协会的代表中掀起头脑“风暴”，碰
撞出思想“火花”。

“不论是企业还是行业协会，在组建电子信息产
教联盟上是达成了共识的，都认同联盟对我省教育
和产业协同发展有重要意义，也愿意共同承担这一
份责任，积极参与联盟的组建，以期共同把联盟建成
全国一流、全省领先的联盟。”黄晓燕告诉记者，“大
家从产教联盟定位、章程内容、责任落实、合作模式、
人才培养等方面进行了讨论，对完善方案和章程提
出了具体方法和措施。”

据黄晓燕介绍，四川省电子信息产教联盟旨在
运用市场机制集聚电子信息企业、行业协会、科研机
构、应用型本科高校和职业院校的创新资源，搭建一
个集技术创新、人才培养、创新创业和精准扶贫为一
体的协同服务平台，统筹推进政产学研用五位一体
发展格局，形成适应我省电子信息产业创新发展、产
教深度融合的体制机制和运作模式。

具体怎么做？打造产学研一体化的科技创新平
台，推进科技协同创新与成果转化。打造四川省院校、
研究所、企业创新服务孵化基地，同时，搭建电子信息
相关重点实验室、智能制造应用创新中心以及军民融
合发展研究中心等，形成区域技术创新中心和应用型
人才培养基地。

“依托这些平台，我们将围绕集成电路、平板显示、
物联网技术、人机交互与虚拟现实等高端电子信息领
域，协同开展关键技术研究、战略性技术储备、新产品
研发，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并通过联盟内的企业，把院
校、科研机构的科技成果进行孵化。”黄晓燕解释道。

在人才培养方面，联盟将建立联合培养机制，培
育一批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的特色专业。

一方面，引导相关应用型本科高校、职业院校积
极发展与电子信息产业链、创新链紧密对接的特色
专业，推进电子信息产业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专业
布局、课程体系、教学过程等与相关重点龙头企业集
群的全面衔接。

另一方面，创新机制，实施“校中厂、厂中校”实
训基地建设，开展“双师”队伍建设，积极推进定向培
养、订单培养和产教融合人才培养试点，使联盟企业
参与到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同时完善校企双向互聘
互培机制，院校协助企业进行员工培训，定期与企业
联合开展职业技能竞赛。

实现产教深度融合，资源共享、利益共赢是动力。
“联盟将建立四川省电子信息产业应用型教学培训资
源共享平台。”黄晓燕表示，平台将整合学校、企业内
部的教学培训资源，将教学培训资源通过出版单位以
在线开放课程、科技专著、培训教材等形式展现出来。
将自身优质资源与其他院校及企业共享，弥补彼此资
源的短缺，实现资源效益最大化。

学生对车辆进行常规维修保养

老带新，老生正在向新生传授检修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