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学成果总结报告

安徽扬子职业技术学院秉承“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为民办学”

使命，以“科教兴国，造福天下”为己任，奉行“顶天立地，教育报

国”的办学宗旨，以“追求超一流的教育品质”为办学目标，紧紧围

绕安徽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围绕芜湖市经济转型、产业升级对高素质

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坚持以提高质量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战略，依

托地方特色，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坚持积极主动的开放办学战略，

深化产教融合关系，推进政、行、校、企、研五方协同，形成更大范

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开放办学格局。先后获批教育部“一校一品”

校园文化品牌学校，“安徽省校企合作示范学校”“安徽省第二批校

企合作示范基地”“安徽省校企合作实践教育基地”“安徽省地方技

能型高水平大学建设单位”“安徽省双高计划建设单位”。2018 年

以来，学校牵头成立皖江职教集团，囊括 132 家行业企业、32所中

高职院校，建设校外实训基地 76个，稳定合作规模以上企业 7个。

建设特色产业学院 7 个，立项省级专业群 3个。通过五方协同的产教

融合机制和六维融合的“543”协同育人模式，6年来培养高素质人

才 10000 余人，其中订单培养 2000 余人，年均就业率 98%以上，对

口就业率 95%以上，毕业生用人单位满意度 98.6%。

一、成果背景与基础

（一）成果背景

2017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



提出“将产教融合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融入经济

转型各个环节，贯穿人才开发全过程”，历经多年我国的产教融合实

践探索既有源于国家顶层设计、政策层面的有力推动，也有来源于基

层的自发性实践，是一种“从上至下”与“从下至上”相结合的模式。

2018 年 2月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印发职业学校校企

合作促进办法的通知》，同年 7月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关于

深化产教融合的实施意见》（皖政办[2018]4 号）提出了“构建教育

和产业深度融合发展格局”的总体要求。在此背景下，学校充分学习

文件精神，成立专班组织研讨学校产教融合发展方向，提出“体制激

活、机制重塑、模式转换”的产教融合发展思路，《“体制激活、机

制重塑、模式转换”--高职产教融合人才培养体系创新与实践》等系

列教改项目被立项为校级重大项目。通过搭建职教集团、建设特色产

业学院两大平台载体解决产教融合在哪融合的问题；通过构建“校校、

校地、校行、校企、校研”五方协同机制，解决产教融合怎么融合的

问题；通过六维融合的“543”协同育人模式，解答产教融合下人才

培养规格和标准的问题。通过不断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搭建产

教融合载体平台，激活合作办学体制，重塑产教融合运行机制，转换

人才培养模式，形成“双轮驱动、五方协同、六维融合”的产教深度

融合模式，推动学校高质量发展和高素质人才输出。

（二）成果基础

2018 年开始学校明确了产教融合发展新思路，整合各方资源，

成立皖江职教集团，集团现已囊括 132 家行业企业、32所中高职院



校，建设校外实训基地 76个，稳定合作规模以上企业 7个，形成了

“产业群、专业群、师资群、岗位群、人力群”五群交融、资源共享

的新局面。建设特色产业学院 7 个，立项省级专业群 3 个，形成了校

企“师资联合、资源整合、产学结合、价值融合”四合共力育人新场

景。

2019 年为谋求产教深度融合，优化产教融合效度，学校构建了

“五方协同”的产教融合机制，保障产教深度融合，校企深度合作，

以职教集团、产业学院为载体，与 164 家企业、高校组建中高职一体

化联盟，进一步拓展人才培养横向空间。校地联动，与亳芜产业园、

繁昌数字经济产业园、芜湖市三山经济开发区等政府部门签订校政合

作协议，通过“双创汇”走进鸠江区、芜湖市千家企业大走访等政府

部门牵头的活动签订校企技术研发合同 23项，年均合同金额 623 万。

校行联动，加入汽车工程协会、芜湖机器人学会、芜湖发明协会等行

业协会社团，制定行业标准 4项，修订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5个。校园

协同，与繁昌数字经济产业园签订合作协议，互设实习培训基地、合

作职业技能培训；与亳芜产业园签订协议，投资 100 万元设置共管账

户，合作人才培养、科研和技术攻关。校企联动，送教入企，培养双

师型教师 32位，共生共长，培养申报市级产业教授 67位通过践行产

教融合，校企合作的“543”校企协同育人模式，建设高水平专业群

7个，其中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群立项为安徽省“高水平”专业群，

校合作企业由原来 89家加增长到 172 家，建设校外实训基地由 23个

增加到 76 个。企业兼职教师由 25人增加到 121 人，“双师型”教师



由 36人增至 194 人，申报市级产业教授 67位。立项各类省级以上教

科研项目 136 项，横向科研与社会培训年均到账 1000 万以上。

二、成果主要内容

（一）解决的问题

多年来随着国家产教融合政策推进，职业教育服务产业转型升级

的能力持续提升，然而产教融合，合而不深，校热企冷，“两张皮”

问题依然是职业教育面临的难题。探索实践“双轮驱动，五方协同，

六维融合”的产教深度融合模式这一成果主要解决了以下问题：

1.建设平台载体，解决人才培养主体融合不深的问题。

2.构建多元协同育人机制，解决产教融合运行机制不顺畅的问题。

3.丰富产教融合内容，解决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不匹配的问题。

(二）成果主要内容

1.双轮驱动，搭建了产教深度融合两大资源共享平台



成立皖江职教集团，建设产业学院，整合内外部资源，形成了 1

+N 开放式产教融合办学体制。以皖江职教集团、特色产业学院为载

体，搭建信息交流和资源共享平台，深化产教融合，实现了校企主动

融入到共同融合的转变，形成探索省域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新经验

和新范式。

2.五方协同，构建了“校地行园企”五方协同育人机制

构建了“校地行园企”五方协同育人机制，打通了各方资源导入

通道。政府牵头，校地协同，活用政策，开阔了人才培养纵向渠道和

横向空间；校行协同，加入协会，共谋发展，提高了人才培养岗位适

应性与社会适应性；校园协同，设置共管账户，联合人才培养，优化

了人才培养环境；校企协同，与行业龙头企业共建产业学院，建设共

生、共长、互助的校企命运共同体，培养能用好用的高素质人才。通

过五方协同育人机制，盘活协同育人主体作用，培养符合社会行业发

展和企业需求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3.六维融合，丰富了产教融合内容体系，形成了“543”协同育

人模式

以理念融合为先导，坚持以教促产，以产促教的融合理念，建设

新型、和谐的产教关系；以要素融合为基础，各尽其力，实现了教育

教学资源要素和产业生产要素互通共享；以岗课融合为核心，优化课

程体系，实现课程标准与岗位标准的无缝对接；以利益融合为动力，

订单培养，满足主体个性化需求；以文化融合为支撑，将企业文化融

入教育教学，巩固产教关系，强化产教融合育人效果；以组织融合为

保障，组建管理委员会，降低产教融合运行成本，提高产教融合效率。

以六维融合为标准，形成了“五共同、四层次、三方向”的校企协同

育人模式。



成果应用以来，通过不断深化产教融合关系，推进校地行园企合

作，形成了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开放办学格局。四年累计

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一万余人，其中与芜湖市支柱产业行业内企业

订单培养两千余人，毕业生年均就业率 98%以上，对口就业率 95%以

上，2021 年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率全国排名第六，毕业生用人单位

满意度达到 98.6%。

三、创新点

（一）理念创新

该成果在职业院校产教融合资源优化配置基本理论的基础上，整

合产业与教育、学校与企业等各方资源在载体建设、机制运行、模式

创新方面形成理论研究基础。

一是提出“五群交融，四合共力”的资源平台建设思路

联合地方政府、支柱产业、行业、职业院校成立皖江职教集团，

形成了“产业群、专业群、师资群、岗位群、人力群”五群交融、资

源共享的新局面。联合行业龙头企业建设特色产业学院、形成了校企

“师资联合、资源整合、产学结合、价值融合”四合共力育人新场景。

二是形成“五方协同，联合定向”的产教融合协同机制

聚集“校地行园企”五方优势资源，搭建资源开放、供需对接的

服务平台，提高人才培养岗位适应性与社会适应性。建设共生、共长、

互助的校企命运共同体，培养符合社会发展和企业需求的高素质技能

型人才。

三是形成“六维融合，实践育人”的产教融合人才培养理念



在协同育人过程中融合了理念、要素、岗课、利益、文化、组织

六个维度的内容，丰富了产教融合内容体系，通过课程、实训、活动

等实践教学内容培养能用、好用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二）实践创新

一是建设皖江职教集团、特色产业学院两大平台载体，形成 1+N

开放式产教融合办学体制

平台载体的搭建解决了产教融合在哪融合的问题。通过成立皖江

职教集团，汇聚各方资源，建立了产业交流群、专业建设群、师资共

享群、岗位标准群、人力资源群，拉动多方资源整合，探索省域现代

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新模式、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

新经验新范式；通过校企共建特色产业学院，构建产教实践体系，丰

富产教融合内容，实现校企主动融入到共同融合的转变，推动服务地

方经济发展的人才培养目标实现。

二是从专业建设、实践教学、主体发展三个方向，形成“543”

校企协同育人新模式

以六维融合为基础，形成专业建设“五共同”，实践教学“四层

次”，人才发展“三方向”的校企协同育人模式。专业建设“五共同”：

共同规划专业发展、共同开发项目化课程、共同组建教科研团队、共

同搭建实践教学平台、共同创建技术创新平台的专业建设思路；实践

教学“四层次”：基础实验、实训提高、技能提升、技术应用的渐进

式实践教学体系；人才发展“三方向”：技术型、创新型、综合型三

个人才培养方向满足企业岗位需求和学生个人发展的个性化需求。



四、应用情况

（一）校内推广应用效果

1.毕业生结构进一步优化

成果应用以来，毕业生岗位结构与产业结构契合度明显上升。通

过产教深度融合，毕业生就业结构大幅度改善，支柱产业就业比例上

升 12%，毕业生三年内行业转换率低于同类型学校 2个百分点，从事

服务地方十大支柱产业的工作岗位比例上升 10%。

2.师资素质进一步提升

成果应用以来，企业兼职教师由原来的 25人增加到 121 人，“双

师型”教师由 36人增至 194 人，培养市级产业教授 67人。通过政府

部门牵头的各类活动，签订校企技术研发合同 23项，年均合同金额

623 万。六年来，立项各类省级以上教科研项目 136 项，横向科研和

社会服务年均到账 1000 万元以上。

3.人才培养质量进一步提高

成果应用以来，累计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10000 余人，其中与

芜湖市支柱产业行业内企业订单培养 2000 余人，毕业生年均就业率

98%以上，对口就业率 95%以上，2021 年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率全国

排名第六。据第三方机构组织的高校毕业生用人单位满意度调查，我

校毕业生用人单位满意度达到 98.6%。

4.行业、企业认可度进一步提高。

成果应用以来，通过不断深化产教融合关系，推进校地行园企合

作，形成了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开放办学格局。经过 4年



探索与实践，皖江职教集团已囊括行业企业 164 家，建设校内外实训

基地 76个，稳定合作规模以上企业 8 个。校企共建特色产业学院 7

个，建设高水平专业群 7 个，其中与奇瑞汽车、宏景电子共建的新能

源汽车技术专业群立项为安徽省“高水平”专业群。校企合作企业由

原来的 89家增长到 172 家。

2.各级领导充分肯定

教育部及省、市相关领导多次前往学校调研指导。在考察皖江职

教集团及产业学院时，教育部相关司局领导表示“看到了扬子学院对

教育规律的坚守，对职业特色的坚守，对习总书记关于教育论述的践

行和坚守”

（二）校外推广应用效果

1.兄弟高校来校交流

成果得到国内职业院校的认可，30余所院校来访交流，其中 6 

所院校学习借鉴、部分引用了成果内容，学校受邀参加复旦大学举办

的“长江经济带新兴职业教育发展”论坛并作发言。成果同时得到国

外同类型院校的高度认同，在与泰国格乐大学、马来西亚英迪国际大

学交流中，该成果受到高度认可并借鉴学习。

。

3.主流媒体报道

近年来，成果相关实践内容得到了中央电视台、人民网、新浪网、

中国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网等 20余家媒体的报道。其中，央视 CCTV

-13 频道对我校学生开展的“数字鸿沟”老年人智能技术服务活动进

行了深入的报道，展现了学生高素质技术技能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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