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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为全面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快建设一批与

地方政府、行业企业等多主体共建共管共享的现代产业学院，着

力培养造就适应和引领现代产业发展的高素质应用型、复合型、

创新型人才，近期，省教育厅组织遴选了一批典型案例予以推广。

现将常熟理工学院、常州工学院 2个案例印发各地各校，供大家

学习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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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工学院坚持“三个聚焦”
积极探索推进应用型本科高校现代产业学院建设

近年来，常州工学院主动对接国家产教融合试点城市建设和

产业发展需求，坚持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服务发展中获取资

源、打造特色、提升能力，全面推进现代产业学院建设，走出了

一条特色鲜明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之路。目前，学校已成功获批国

家级现代产业学院 1个、工业和信息化部“专精特新”产业学院 1

个、省重点产业学院 2个。

一、聚焦强推进，健全完善工作机制

一是强化功能定位。立足“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的基本功

能定位推进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根据各学院特色和实际，明确不

同学院的应用型人才培养行业职业类型和所服务的科技创新细

分领域，做到定位鲜明、各有特色。二是健全组织保障。学校设

立产业学院管理中心，统筹全校产业学院建设工作。探索建立多

主体协同的管理委员会领导下院长负责制，管理委员会由学校、

企业、科研机构等相关人员组成，负责学科专业建设、科技创新

与服务等重大事项决策，有力保障产业学院建设各项工作高质量

推进。三是建立会商机制。建立产业学院联席会商机制，校企双

方以召开工作推进会、研讨会、互访交流等多种形式加强沟通协

作，共同研究制定人才培养与实习实训、项目联合攻关、专项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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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管理、资源共享、知识产权管理与成果利益分配等一系列管理

制度，有力保障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有序推进。

二、聚焦育优才，着力推进协同育人

一是在打造教学资源上创特色。根据区域产业发展实际动态

调整优化专业结构，自主探索实施产业学院微专业建设，打造以

智能制造、碳纤维新材料、微特电机、新能源汽车等产业为主导

的特色专业集群，获批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 9个，6个专业通过

工程教育专业认证。完善课程体系建设，推进课程设置与共建企

业产品的设计、制造、检测、控制、优化等过程有机融合，构建

基于产业技术的融合式课程体系，获批国家级一流课程 8门。二

是在人才培养模式上求创新。探索推进“3+1+N”人才培养模式，

其中：“3”是指在学生入学后的前 3年，对接工程教育认证要求，

采用“学校—企业”循环方式，完成培养计划所有课程；“1”是指

在学生毕业前 1年，安排学生进入共建企业，对照职业标准，采

取师徒结对方式进行深度学习；“N”是指安排学生在大学期间通

过 N次递进式项目研习，不断提高学生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

力。实施“引企入校”和“研习工厂”工程，师生共同参与项目研发、

案例训练、模拟生产、创新创业训练等，共同建设实验室 36个，

教学、科研、就业“三合一”基地 113个。2021年，学校入选中国

产学研合作创新示范基地。三是在配强匠人之师上见实效。实施

产业学院“引航计划”，柔性引进企业技术精英 26人为“企航师”，

长期聘任 100余名产业教授，全程参与人才培养方案制（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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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设计、课堂教学、实习实训以及教材编写等育人环节，共同

开发教学资源，14名产业教授获批为江苏省产业教授。制定“双

师双能型教师”认定标准、培养措施、管理激励政策，“双师双能

型”教师总数达 555人。

三、聚焦提效能，全面深化产教融合

一是扎实推进科研攻关。实施科技项目揭榜挂帅制，成立揭

榜挂帅项目协调小组，定期召开项目推进会、技术论证会，围绕

企业提出的技术需求，校企共建研发团队，联合开展技术攻关，

全力帮助企业攻克技术难题。碳纤维新材料产业学院累计承担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各类技改项目 20余项，为碳纤维及复合材料

的制造与应用提供了技术支撑。二是加快推动成果转化。优化完

善科技成果产业化机制，贯通科技研发、孵化、转化等关键链条，

集中人才、科研与实验室等资源优势，帮助企业解决技术难题、

寻找发展增长点。按照“技术共研、成果共享”的原则，在知识产

权与成果利益分配的制度框架内，规范、高效推动科技成果孵化

与转化。近三年，学校申请国内外发明专利 881件，累计转化专

利 118件，取得了良好的经济和社会效益。三是持续深化校地合

作。持续推进“一院一镇，百团百企”行动计划，组建科技创新团

队与常州市相关乡镇（街道、园区）开展深度合作，深入企业研

发生产一线，精准对接研发生产需求。近三年，学校获批江苏省

产学研合作项目 137项，承担企业委托课题 738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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