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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供给侧改革是结构性优化供给配置、提升供给品质的重要举措。当前，部分地方高校人才培

养工作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结合不够紧密，导致人才供需两侧面临多重困境，无法有效满足产业发

展、岗位能力、知识需要、应用技能等对高校人才培养的实际需求。地方高校与区域国民经济和社会

发展互动紧密，有利于以学生发展为中心，推动科研与教学紧密结合，深化科产教融合，全面提高人

才培养供给侧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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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高等教育在国家发展进程中的重要性进

一步提升，坚持科技自立自强、构建现代产业体

系等要求高等教育在培养高层次急需紧缺人才

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当今时代，高校绝不再是

知识的“孤岛”，科技创新与学术研究与国民经

济、产业发展以及政府的政策联系日益紧密。产

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校为其注入知识创新，提

供技术支持，培养能够引领产业持续健康发展的

创新创业人才。同时，高校需要不断从产业界获

取资金等资源，补充办学经费，改善办学条件，

提升办学水平。 
    一、部分地方高校人才培养的现状及原因

分析 
    进入新时代，广大高校发挥人才和科技优

势，积极开展创新创业活动，注重学科布局，优

化专业结构，构建开放协同的育人环境。特别是

地方高校顺势与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开展良性

互动，依托区域经济的崛起，吸纳与运用各类社

会资源，实现办学水平和办学竞争力的提升，为

我国早日建成创新型国家和高等教育强国贡献

力量。相关高校聚焦高水平本科人才培养体系建

设，聚力高水平本科人才培养特色打造，培养兼

具家国情怀、全球视野、健康人格、跨界能力、

实学实干的创新人才方阵，取得了显著成效[1]。

但是，在人才培养供给侧，部分地方高校因资金

投入不足、专门机构人员配置不够和校企协同培

养人才机制不健全等多方面的原因，偏离了人才

培养需求侧的实际需要，系统推进高水平人才培

养的举措还有不足。 
    一是“需求高端化、供给低端化”。伴随着

产业数字化、智能化水平的显著提升，广大用人

单位更加注重内涵式发展，因此对高水平人才的

需求剧增。地方高校的专业设置本应与区域经济

和社会发展紧密结合，所培养的人才应具有较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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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产业行业适配性。但是，用人单位普遍反映，

高校在高素质科技创新人才方面供给不足[2]。由

此，在制造业技能人才的供需等方面，出现了较

为突出的结构性失衡现象。部分地方高校的培养

理念本末倒置，人才培养工作的前瞻性较差，专

业设置跟着师资队伍走的现象屡见不鲜，因人设

专业等弊病仍然存在。令人欣喜的是，教育主管

部门和多数高校已及时发现和克服相关困难，主

动面向区域经济社会和产业发展需要开展专业

调整工作。教育部公布的《2021 年度普通高等学

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显示，6 年间，共

有 2 495 个本科专业被撤销。 
    二是“需求应用型、供给理论型”。2022 年

4 月，课题组利用某高校举办“毕业生春季线上

线下融合双选会”的契机，向 327 家参会企业的

招聘主管发放问卷并进行访谈。调查显示，目前

员工所欠缺的能力依次体现在实践层面、情感层

面、认识层面。受制于资源禀赋，部分地方高校

人才培养工作的统筹规划能力还不够扎实，致使

面向产业行业实际的教育教学体系建设质量亟

待提高。具体表现为：学生培养目标与产业需求

不匹配、与岗位技能需要不适配。部分学科专业

培养过程中实践环节弱化、创新活动和教学脱

节、教学内容与产业需求结合不够紧、实践教育

与创业训练体验不够真等现象仍然存在。受访招

聘主管表示，地方高校如不能及时调整“学术型”

人才培养模式，主动适应社会发展需求，培养“适

销对路”的高水平应用型人才，将加剧“千校一

面”的困境，持续削弱地方高校的比较优势。 
    二、地方高校人才培养供给侧改革的基本

理念 
    一方面，地方高校主动融入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汇通学术文化与创业文化，通过为企业注入

学术创新成果，进而与市场同频共振，为企业科

技竞争力赋能。另一方面，也为学校的知识创新

创造资本价值，反哺学校发展。地方高校大多与

地方政府、产业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通过政产学

紧密互动，实现大学的利益相关者互赢互利、相

互促进的局面。 
    地方高校人才培养供给侧改革注重对人才

培养结构及要素进行改革，是对教育教学相关的

资源配置、教学供给、教育质量等进行的调整。

供给侧改革基于高等教育产品的供求关系，紧扣

人才培养过程要素，剖析人才培养供给侧困境，

梳理改革思路，对人才培养供给的结构与要素等

进行优化，引导人才供给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需求，进而促进人才培养质量的全面提升[3]。 
    2018 年，南京工业大学审时度势，于学校第

四次党代会树立了“奋力建成国内一流国际知名

创业型大学”的目标[4]。围绕创业型大学建设，

学校立足地方高校改革发展实际，打造科产教融

合新范式，以学生发展为中心，培养创业型人才，

推动科研与教学紧密结合。学校将科研势能转化

为育人动能，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和多样化教育，

着力解决培养过程的靶向化、内涵化、成果化问

题。学校坚守立德树人初心，系统推进教育理念、

质量标准、技术方法、育人模式等改革；倡导专

业交叉融合，调整专业结构，加紧培养急需紧缺

人才；扎实推进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完善创新创

业教育体系，探索本科人才培养新范式；培养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三、供给侧视域下地方高校人才培养改革

举措 
    通过 4 年的建设，南京工业大学坚决贯彻落

实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坚定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根本任务，为党育人、为国

育才。特别是，学校坚持需求导向，紧紧围绕江

苏“产业强链”三年行动计划对前沿产业领域高

质量创新人才的迫切需求，凝练本科人才培养特

色，已基本建成地方高校高水平本科人才培养新

体系，形成多方协同培养行业高水平人才的良好

环境，推动人才培养供给侧改革。 
    (一) 构建科产教融合育人体系，优化供给侧

内部结构 
    创新理念，提出了科产教“三螺旋”融合培

养工科人才理念。科产教“三螺旋”融合培养工

科人才理念，植根于协同创新的创业型大学文

化，发展形成了“科研链—产业链—教育链”相

互缠绕、紧密结合、彼此融通、互为供给的“三

螺旋”融合模式。 
    创新体系，建构了“价值塑造—能力培养—

实战训练”多维度培养体系。在传统工科人才培

养聚焦知识能力的基础上，增强了全景式职业理

想教育，增加了全要素产业参与体验，丰富了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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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工程教育的内涵。将价值引领贯穿教学环节，

激发了学生扎根产业、创业报国、实干兴邦的

理想信念和学习动力。将产业实景融入教学过

程，在知识链条、教育场景、实践内容、产业

现实中真正实现共振，以产业现实问题激发创

新思维。学生创新创业能力显著提升，在 2021
年“互联网+”大赛中首次取得国赛金奖，获 2
金 1 银；省级以上学科竞赛获奖 2 100 余项，同

比增长近 40%。 
    创新机制，完善了质量标准化、团队一体化、

评价多元化的组织管理机制。加强培养质量标准

化建设，在全国范围内较早地将 ISO9001 教学质

量管理体系贯彻到日常本科教学工作，实现教学

全过程的科学化管理和第三方监管，形成了对接

国际、持续改进的质量管理体系，该体系两次获

得江苏省质量奖(全省高校唯一)。建设了“科产

教联结体”一体化教学团队，集聚擅长科研、教

学、产业等不同领域和专长的优秀人才，推进教

授下车间、高工进课堂，实施项目牵引、目标导

向的教学组织模式。 
    (二) 建立基于市场导向的联动机制，坚持以

生为本 
    学校强化“招生、培养、就业三环联动”“创

新、创业、创优三维互动”及“学校、政府、企

业三方协同”机制；主动适应产业发展，加强学

科专业建设、人才培养质量提升的顶层设计，持

续强化学科专业与产业发展的对接，不断提高人

才培养精准性[5]。 
    完善专业评价调整机制，实现经常性专业年

度评价，明确预警，调整标准，实现常态化动态

调整。稳步推进专业大类招生和培养，着力培养

高素质、强能力的人才。2021 年，本科生优质生

源比例增长 21.6%。同时，以招生计划分配、资

助体系改革为切入点，主动引导招生计划、奖

助学金等资源向学校拟定的重点发展学科专业

倾斜。 
    高标准开展就业服务，把“爱与服务”的工

作理念贯穿就业工作全过程，提升服务温度。深

耕现有就业市场，继续共建、开辟新兴就业市场，

开拓高质量就业市场，全面实施“扬旗计划”，

加强与各地人社部门、重点企业的沟通联系。推

进就业工作“一院一策”和“一行十企”就业工

作市场体系建设，完善学院(行业)重点用人单位

数据库。 
    支持毕业生参与基层项目，引导毕业生前往

重点区域、重要领域就业，扶持毕业生开设中小

微企业创业。常态化开展就业指导和生涯教育咨

询，提供“点对点”“个性化”“精准化”就业指

导服务。高品质打造职业生涯教育，全面开展职

业生涯咨询服务，健全生涯教育实践体系，建设

一批大学生职业生涯教育校外实践平台，引导学

生制定契合时代需要、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个人

成长成才规划。 
    (三) 推进高水平专业建设，匹配产业行业

发展 
    构建与产业行业发展相适应的组织管理体

系、资源配置模式、考核评价机制，形成“以本

为本、协同育人”的良好氛围。根据一流本科人

才培养分层分类目标导向体系，全面梳理现有专

业情况，明确专业差异化、特色化发展目标和途

径，丰富专业人才培养特色，有效提升人才培养

质量，加快推进专业生态建设，打造一流专业。

升级改造专业结构，以新工科建设改革推动“四

新”专业深度交叉融合，为传统专业插上绿色、

智能之翼。 
    以国家“四新”专业建设理念为指导，强化

新工科建设，大力发展新文科，超常规发展医工

结合新专业，引领专业创新发展。按专业大类布

局，集聚资源，加快高水平创业型大学本科人才

培养体系研究和实践，建成一批特色鲜明、社会

影响大的一流专业。按照高水平创业型大学本科

人才培养体系和模式改革要求，强化课程建设，

建成一批水平高、影响大的一流课程，有力支撑

一流专业、“四新”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质量提

升。入选国家级课程 18 门、首批省级一流本科

课程 41 门。 
    瞄准江苏重点产业集群，引导专业组群对接

产业集群，构建凸显安全环保特色的“大化工”

专业群(21 个专业)和绿色智能特色的“大建筑”

专业群(18 个专业)，中石化、中建、华润等 326
个龙头企业深度参与工科人才的“靶向”培养。

大力推进国际产学研合作，服务重点产业行业企

业“走出去”。主办“中国－东盟青年论坛”和

“江苏－东盟高等教育合作论坛”，与亚洲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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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路文化教育合作促进会及相关东盟高校共建

“一带一路”产学研联盟。 
    (四) 加速科产教融合赋能本科人才培养，适

配岗位能力要求 
    深化科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鼓励校企联合共建专业，创新项目化教学

内容，把产业创新技术融入教学体系。以教育部

产学合作协同育人项目为载体，形成校企协同、

工学结合、产教融合的人才培养机制[6]。科研成

果转化为教学内容，“十二五”以来学校获得的

12 项国家科技奖成果、百余项省部级成果全部有

机融入 274 门专业课程。 
    推进以产业需求为导向的课程教学体系建

设，对标国际工程认证标准，探索基于“解决复

杂工程问题”能力培养的嵌入式课程体系，构建

产教一体的实践课程体系，挖掘和推广一批针对

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的校企合作课程、教材

和工程案例，实现教学过程与生产全程对接、人

才培养供给与产业需求对位融合。探索强化产教

融合人才培养新路径，在通识教育、专业教育

和实践教育中有机融入创新创业教育，并在专

业人才培养方案中设置 8个学分的创新创业教育

必修课程。 
    围绕重点和新兴行业产业，遴选一批建设基

础良好、产教联动深入、办学和服务成效显著的

校级产教融合实践基地，扩展产教融合创新实验

和共建共享机制的思路。充分发挥产业教授的桥

梁纽带作用，促进校企在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方

面的深度耦合，打造校企“平台共建、项目共研、

资源共享、成果共创、人才共培”共同体。 
    以国家级现代产业学院、省级重点产业学院

和省级产教融合型品牌专业建设为抓手，构建

“国家级－省级－校级”三级产业学院建设体

系，打造集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企业服务、产

业孵化、学生创业等功能于一体的示范性人才

培养实体。2011 膜产业学院入选首批国家级现

代产业学院，智能建造产业学院获批省级重点产

业学院。 
    (五) 建设“微专业”和“微课程”，输出产

业行业急需课程资源 
    构建“微专业”体系，全面集成学校和社会

资源，采用多方投入的灵活机制，聚焦大数据、

人工智能、区块链、公共安全、应急管理等行业

产业，建设“+智能”和“+安全”微专业，聚焦

创业型人才培养并赋能学校优势和特色学科专

业，叠加“+管理”“+法学”“+财经”等学科专

业和人才优势，稳步建成一批高质量微专业。 
    构建“微课程”体系，探索知识教育新途径，

建设反映前沿、更新迅速、使用灵活的微课程。

“微课程”采用线上线下混合、线上教学为主的

教学模式，既向全校各专业开放，又面向社会开

放，形成有序发展的良性循环机制。在较短的时

间内研究制定了微课程建设评价标准，建成了特

色鲜明的学校微课程库。 
    (六) 促进劳动教育与专业教育深度融合，树

立正确劳动观 
    鼓励二级学院根据学科专业特点和产业需

求优化劳动教育教学内容，实现劳动教育与专业

知识、产业技术创新有机统一，引导学生持续增

强劳动意识、循序积累职业技能、稳步积蓄劳动

经验。将劳动元素融入课堂教学各环节，进一步

突出课程主阵地建设。以劳动教育实践项目建设

为抓手，推动劳动教育落地落实[7]。 
    强化科创赋能，将劳动教育融入科研训练和

双创实践。以学科竞赛、创新创业大赛和大学生

创新训练项目为载体，推动劳动教育与学术科

研、创新创业教育融合发展，探索建立“劳创融

合”育人新模式。突出平台建设，为劳动教育提

供坚实保障。结合劳动新形态，整合校内外实

习实训基地和各类优质社会资源，立项建设一

批“工业+”“农业+”“科技+”“生态+”“文化+”
等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的劳育实践

基地。 
    探索劳动教育评价新机制，建立劳动教育过

程与结果相结合，学生、教师、社会等多元主体

参与的劳动教育综合评价机制，将劳动教育成效

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及各院系绩效考评，

实现对劳动实践项目申报、劳动过程记录、劳动

成绩认定的全过程闭环管理。 
    (七) 提升教师教学创新能力，锻造高水平师

资队伍 
    根据学校建设和学科发展需要，严把教师入

口关和质量关，培育地方产业行业发展急需师

资。打造创业型人才队伍，2021 年增设社会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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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职称岗位，培育江苏省双创人才 3 人，双创博

士 37 人。学校作为唯一高校代表在 2021 年江苏

省委人才工作会议上作典型发言，职称制度改革

经验被上级主管部门向全省推广。 
    完善课程内容、授课方式、考核模式和教师

授课质量评价机制，健全教职工从事本科人才教

育教学的激励办法，提升本科人才培养工作量和

成果质效指标占比。采取有力措施鼓励教师开展

教育教学研究，通过持续资助、连续考核、择优

培育等方法，构建常态化教育教学研究推进机

制，将优秀一线教师培养成为省级及以上教学名

师。在此基础上，发挥特色优势、加强协同推进、

注重凝练升华、加大宣传推广，促进形成高质量

的教学成果。 
    统筹谋划和系统推进教师教学能力的提升

和帮扶工作，充分发挥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和现代

教育技术中心作用，提高教师深度融合现代信息

技术与教育教学的能力，全面赋能教师教学创新

能力提升[8]。在现有教学管理和服务系统基础上，

研发新任教师教学能力胜任模块、立德树人与课

程思政模块、学科专业与教育教学融合发展模块

以及其他专项研修模块，助力教师教学能力提高

和自身发展，激励教师投入教学方法研究、竞相

参加教学比赛。 
    分层分类分级建立教师教学荣誉体系，通过

树典型、立标杆，倡导尊师重教，营造优秀人才

争相从教、教师尽展其才、“大先生”不断涌现

的良好环境。通过加强基层教学组织建设，对基

层教学组织负责人及教学管理人员中表现优秀

者进行评比表彰，为促进教师教学能力提升，教

育教学工作目标的高质量落实提供保障。 
    (八) 打造先进教育技术与教学平台，提升实

践条件 
    以开展高水平实验教学为主线，以提供优质

条件保障为支撑，规范和加强实验教学中心的建

设和运行，打造培养复合型、创新型人才的高水

平实验教学平台。加强实验实习实训场地和设备

建设，充分保证本科教学实验室用房，科学合理

配置本科教学实验设备。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以

增强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目标， 2021 年，

学校的生均本科实验经费为 908.13 元、生均本

科实习经费为 453.97 元、生均教学行政用房为

17.02 平方米，教学经费占教育经费总额的

75.29%，均排名江苏省属高校前列。 
    推广混合式教学，广泛应用以数字化、探究

性学习为特征的新型课堂教学形态，推动信息技

术与课程教学的深度融合[9]。加强信息化建设，

充分利用现代技术手段，建设教学运行数据平

台，强化教学运行过程监控管理，提升效率和

质量。 
    加快构建智慧学习支持环境，加大经费投

入，提高规划质量，增加教室硬件设施设备科技

含量，擢升智慧教室建设水平。围绕激发学生学

习兴趣和潜能深化教学改革，促进学习形态革

新，大力推进智慧教室建设。提升校园网带宽和

稳定性，增强信息化保障服务能力。推动人工智

能在日常教育教学工作等方面的全流程应用，有

效利用智能技术加速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方法的

系统改革和质量跃升[10]。 
    四、结语 
    南京工业大学始终坚持扎根江苏大地，在 21
世纪初形成了“教师在岗创业、成果在园转化、

人才在校成长”产学研合作办学模式。学校将产

学研协同创新比较优势赋能科产教融合的人才

培养模式全过程，打通“应用型—创新型—拔尖

型—复合型—创业型”人才培养体系，在知识链

条、教育场景、实践内容、产业现实中真正实现

共振，探索出了有特色的地方高校人才培养供给

侧改革路径。 
    2009 年以来，超 3 000 位校友自主创业，24
家企业成功上市，2 位校友入选“福布斯中国 30
岁以下精英榜”。学生创新创业及工程实践能力

提升显著，学校开展创新创业活动近 8 000 次，

惠及每一位工科学生，累计 87 万余人次。本科

生取得知识产权 629 项，参与成果转化 7 600 余

项。近五年，在各类学科竞赛中获得省部级以上

奖项 5 300 余项，其中国家级 1 477 项，全国“挑

战杯”竞赛连获三届特等奖，获得全国“创青春”

大赛金奖 7 项。教育教学改革成绩斐然，获批全

国首批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全国高

校实践育人创新创业基地、教育部首批卓越工程

师培养计划高校。23 个工科专业获批国家一流本

科专业建设点，23 个专业通过国家工程教育专业

认证或住建部专业评估，位居全国第四。学校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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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型人才培养改革成效广获关注，近年来获《光

明日报》《学习时报》《中国教育报》《新华日报》

等媒体报道 30 余次。 
    未来，学校将继续秉持立德树人初心，将学

科前沿知识、产业创新技术融入教学过程，开设

新课程，出版新教材，开发新实验，开展研究性

教学，促进知识内化。将校内创新载体、校外产

业基地融入“学习工厂”，建立全员化实训、全

方位融合、跨学科协同、真情实景创业的全流程

创业实战体系，引导学生探寻真问题、参与真项

目、锤炼真才干，推动人才培养供给侧改革再结

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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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upply-side reform is essential to structurally optimize supply allocation and improve supply 
quality. At present, talent training in som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s not closely integrated with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It has resulted in multiple dilemmas on both sides of talent supply and 
demand, which can not effectively meet the needs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 post capacity, knowledge 
structure, and application skills. Loc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interact closely with the regional and 
national econom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This interaction is conducive to taking student development as the 
center, promoting the close integr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teaching, deepening the integration of 
science, industry, and education, and comprehensively improving the supply side quality of talent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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