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年，学校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

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关于深化现

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若干意见》，以深化“产教融合”为

重点，积极探索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发展新路径，全面助力珠

江口西岸都市圈新质生产力发展，初步构建起“产教研互利共

赢，行企校合作共生”的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新生态。学校

将探索“产教融合 科教融汇”的过程与成效总结了一篇题为

“产教融合科教融汇  构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新生态”的稿

件，发表于光明网，并被“南方+”、“江门人才发布”等多家媒

体转载。原文如下： 

 

产教融合科教融汇 构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新生态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探索实践之路 

作者：钟仰进（广东南方职业学院校长）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坐落于粤港澳大湾区腹地江门市。校

园占地面积 1484 亩，全日制在校学生 1.9 万余人。学校环

境优美，教学设施完备，师资力量雄厚，办学声誉良好。学

校立足江门市，面向大湾区，积极探索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发

展新路径，全面助力珠江口西岸都市圈新质生产力发展，初

步构建起“产教研互利共赢，行企校合作共生”的职业教育

高质量发展的新生态。 

一、深化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夯实学校高质量发展的

平台基础 

广东南方职业学院充分发挥民办学校的体制机制优势，

不断深化与湾区相关行业企业的合作，积极探索珠三角民办



高职院校的特色发展之路，基本形成了“产教融合科教融汇”

的校企合作办学新机制。 

——合作平台更坚实。为实现产教融合，学校首先从内

设机构着手，主动对接行业企业需求，紧盯新质生产力发展

趋势，先后成立校企合作办公室等职能机构。积极争取省市

政府相关部门大力支持，省级大学科技园、广东省新型研发

机构、广东省工程技术中心、江门市智能制造产学研公共服

务平台等 10 多家校企合作平台纷纷入驻学校，为产教融合

奠定了坚实的平台基础。 

——利益捆绑更紧密。学校还通过大学科技园提供场地

设施、提供人才支持、争取政策红利等方面为企业发展提供

合作空间，企业则在合作共建专业、共建生产性实训基地、

支持师生创新创业等方面与学校精诚合作，互惠共利，寻求

校企双方利益追求的最大公约数。得益于利益共享机制的有

效建立，近十年来，学校久久为功，通过控股或参股的方式，

先后引进了广东南大机器人有限公司、广东智工机床装备有

限公司、广东新偲投资有限公司、南大技术有限公司、中国

邮政南职院校园电商平台蜂创产业园等 50 多家企业进驻学

校，建立了一批“校中厂”，有力支持了工业机器人技术、智

能控制技术、数控技术、机电一体化、信息技术、电子商务

等众多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的紧缺专业的人才培养。与中航

国铁教育科技有限公司、达内时代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等 8 家

实力雄厚的实体企业合作，建有 8 个产教融合型产业学院，

大力为社会和企业培养了专业性及产业数字化转型人才。 

——产教融合见真章。企业入校，为师生提供了真实的

生产经营环境，先进的生产经营设备设施，行业企业发展的



最新信息，让师生们在“闻得见硝烟、听得见枪声、看得见

战场”的地方去真刀实枪去学习、实习、去探究，将“车间

搬进校园，让教学融入生产”，也进一步强化了学生的实操技

能，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目标要求得到有效落实，

人才培养质量显著提高，企业有了更多“拿来即用”的实用

新型人才选择。 

学校入企，教师和学生能更加便利、主动地融入企业生

产经营过程中，为企业创新注入新的活力，帮助企业解决技

术难题、管理问题，推动企业稳步发展，不少“校中厂”还

通过在校内的孵化，获得学校支持，成长为国家高新技术企

业、国家标准起草单位（起草国家标准 9 项）、广东省新型研

发机构、广东省工程技术中心、江门市智能制造产学研公共

服务平台等。 

——科教融汇显奇效。广东南方职业学院大学科技园

（下称大学科技园）是目前江门地区首家省级大学科技园，

唯一一家校企联合举办和管理的省级大学科技园，也是目前

广东省唯一一家在民办专科类高校中建立的大学科技园。学

校与大学科技园的科教研融汇，与大学科技园实施“园—校

一体”的创新创业育才机制，是学校完成“智能制造全链条

示范机制”的载体和典型。目前，大学科技园学校师生创业

企业 30余家，占在孵企业总数的 60%以上。师生创业企业与

学校在技术、成果和人才等方面有实质性联系的在孵企业达

100%。2021 年至今新增培育经认定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共 4

家，新型研发机构、第一批产教融合示范性企业 1 家，江门

市科技型中小企业 2 家。为 3 家企业在孵企业完成 A 轮投融

资服务 1000 余万元。2023 年度完成技术开发、技术服务合



同登记达 400 余万元。 

——政行企校互通联动。学校高度重视政行企校互通联

动，先后与中国生产力促进中心协会、国资委机械工业经济

管理研究院、教育部中国高等教育培训中心、清华大学清大

智库研究院等政府机构合作，共建粤港澳大湾区产学研国际

合作创新基地、人工智能学院；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广东

南大机器人有限公司、广东智工机床装备有限公司等著名企

业合作，建有华为云学院，智能制造产教融合创新平台、广

东省机器人应用技术创新基地、众创空间；在人工智能技术

转移转化与产业数字化转型中，与政校行企共建人工智能学

院 1 家、创新创业载体 1 家、博士高层次人才科研工作站/

基地 2家（省级）、研发和技术转化平台/中心 4家（省市级）；

为在孵企业建有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 1 家、研究生工作站 1

家、众创空间 1家（获得省级 A级运营评价）、市级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1 家。广东南大机器人有限公司年产值超 5000 万

元，代表江门市参加 2018 年中国国际博览会，为 200 多家

企业提供转型升级，2019年被授予全国高新科技企业，2023

年被认定为“专精特新”企业；广东智工机床装备有限公司

投资 8000万元生产智能数控 5轴机床（工业母机）；广东新

偲投资有限公司专业研发生产滤波电子芯片，2024 年 3 月，

学校获批设立广东省博士工作站。目前学校有一个广东省示

范性产业学院、两个广东省高水平专业群、两个广东省品牌

专业。政行企校的互通联动，强化了“政校行企”四方联系

与合作，形成了四方共赢的良好局面，有力促进了学校人才

培养质量提高和社会服务能力提升。学校已呈现出产、学、

研、孵为一体的校企融合办学特色。 



二、紧贴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激发产教研活力，创新

人才培养模式 

学校充分发挥民办高校体制新、机制活的特点和优势，

不断深化产教融合与科教融汇，以自身在智能制造装备、工

业互联网、先进高端数控机床等多个领域的专业办学特长和

科研优势，依托众多“校中厂”育人平台，在帮助企业产品

培育和技术孵化的同时，全力促进师生创新创业环境的营造，

促进各院系、各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一专业一特色，

一院系一品牌”的格局正在形成，学校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

高，社会服务能力和水平显著提升。 

——产教融合办专业。学校充分利用粤港澳大湾区产业

门类齐全，产业聚集度高、高新技术产业发达的优势，不断

加强行业产业发展趋势的跟踪调研，从学校长远发展的战略

高度，以民办高校敏锐的市场意识，不断深化与行业企业的

联系与合作，适时优化调整专业结构，精心谋划专业布局，

集中精力建设好区域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急需、产业转型升

级迫切的先进制造业类、电子信息类、现代服务业类专业，

目前，学校设有智能制造、信息技术、医学、财经、管理、

交通工程、建筑工程等 7 个二级学院，开设工业机器人等 50

多个专业（方向），每年为社会输送优秀毕业生近 7000 名，

为粤港澳大湾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技能人

才支持。 

——“园—校一体”育英才。学校依托大学科技园，以

利益为核心，以合作为纽带，积极探索“园—校一体”的人

才培养模式。把专业与产业融合起来，把教学与研发结合起

来，把实训与生产对接起来，较好实现了人才培养目标与行



业企业的人才需求紧密衔接起来，专业教学要求与企业生产

经营实际有机结合起来，专业教学资源与企业生产资源共建

共享起来，人才培养质量评价与企业用工考核紧密对接起来，

从而基本解决了校企合作“一头热”“两张皮”的难题。 

——科研反哺教学强服务。学校不断完善科研管理制度，

努力增强科研激励机制，鼓励广大教师走出校门，深入行业

企业，及时了解掌握企业急需的科技攻关难题和经营管理难

题，与行业企业专家，一线管理人员等一道开展课题研究，

实现了专业教师与企业专家互兼互聘，成果共研共享，课程

教学合作实施的校企合作新局面。学校现有省级产教融合/

知识产权类专家 7 人，市级以上科技特派员 40余人，高/中

级技术经纪人 3人，已实现技术成果转移转化 140 余项（自

主有效知识产权）。学校还努力完善技术转移转化机制，主动

探索与企业共同打造成果转化的商业运营实践模式。目前已

参与国家标准起草 9 项，参与行业标准起草 2项，签署、实

施及完成“四技服务”18 项，合同金额达 3654 万元。学校

与在园企业共享共有，实现 13 项发明专利技术成果转移转

化和产业化。在 2021 年全国高校发明专利授权排行榜中，我

校获授权的发明专利 12 个，在全国高校排名第 106 位，广

东省高校排名第 10 位，广东省民办院校排名第 2 位。2023

年，广东省教育厅和广东省科学技术厅联合公布了《广东高

校科技成果转化年度报告（2022）》和《广东高校科技成果转

化年度榜单（2022）》，在全省 89所高职院校中，学校列广东

高职院校第 10名。 

教师科研服务能力的增强，不仅有力促进了校企合作的

深化，同时也为专业课程教学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案例，理论



与实践的结合有了更加坚实的基础。 

三、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是高职院校高质量发展的必由

之路 

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于社会而言，可为区域经济发展提

供高质量的人才支持和智力支撑，助力产业转型升级。于学

生而言，是科学制定自身职业规划，尽快提升自身能力，适

应社会发展需求的一条优质路径。 

紧密的产教融合，深厚的科教融汇，极大的促进了学校

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学校现有智能制造学院、建设工程学

院、信息学院、管理学院等 11个二级学院，开设了 50 个招

生专业，组建了工业机器人应用技术等 6 个专业群，大数据

与会计、软件技术专业入选广东省二类品牌专业，工业机器

人应用技术专业群、大数据专业群被立项为广东省高水平建

设专业群，形成了理、工、医为主的专业布局。近三年来，

学校教师获省级教学成果奖二等奖 1 项，教师教学能力比赛

省级奖项 7 项；学生在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累计获奖 9 人次，

其中国赛二等奖 6 人次，省级一等奖 11人次，二等奖 84人

次，学生获奖人数 2022－2023 学年度位列广东民办院校首

位；毕业生总体就业率连续五年保持在 98%以上，毕业生专

业对口率达 81%，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产教融合耕沃土，科教融汇培新芽，校企合作育英才。

学校近 20年的办学实践证明，不走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之路，

不坚持不懈地大胆探索和实践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培养模

式改革，就不会有广东南方职业学院蓬勃发展的今天，就不

会有社会各界对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高度赞誉！ 

今后，广东南方职业学院将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贯彻落实

《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若干意见》，以深

化“产教融合”为重点，以“科教融汇”为新方向，守正创

新，优化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新生态，助力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赋能新质生产力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