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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在教育部高教司直接领导下，由中国高教学会产学研合作教育分会组织有关高等职业院校
和教育研究机构的领导、专家和实践工作者共同参与编写，用于指导高等职业院校产学研结合实践的
实用性专著，是高等教育出版社重点图书项目&mdash;&mdash;&ldquo;银领工程&rdquo;系列丛书的重
要组成部分。
本书的撰写工作得到了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武汉职业技术学院、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宁波职业
技术学院、上海商业职业技术学院、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承德石油高等专科
学校、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以及北京联合大学的大力支持。
各参编单位同心协力，相互配合。
所有参加撰稿的老师放弃了寒假特别是春节休假的机会，认真写作，五易其稿，终于在较短的时间里
顺利完成了任务。
2004年4月19日，高等教育出版社组织专家对本书进行了评审，受到一致好评。
本书各章的主要执笔人为：第一章、第二章：吴岩、张炼；第三章：刘晓欢、彭振宇、郭沙、刘小芹
；第四章：李贵敏、刘明保；第五章：任君庆；第六章：乔刚；第七章：黄秋明；第八章：夏昌祥；
第九章：范黎光、丁德全、武瑞营、丁玉平、张仁军；第十章：刘守义；第十一章：刘瑞武、耿凯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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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必由之路》由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和中国高教学会产学研合作教育分会组织编写，旨在指导我国
高职高专教育新世纪人才培养及教学改革的实践。
《必由之路》对高职高专教育产学研结合的相关概念进行了论述，比较全面地介绍了美国、英国、德
国、日本以及我国产学研结合的概况及发展趋势，提出了高等职业教育开展产学研结合的指导思想和
基本原则。
《必由之路》很好地总结了当前我国高职高专院校正在进行的产学研结合的教育教学改革的探索与实
践，重点对高等职业教育9种不同类型的产学研结合模式进行了全面系统地归纳与总结，并从实用和
可操作的角度出发，将每一种模式的内涵（定义）、基本特征、适用范围、管理体系（基本框架）、
运行方式、操作程序与流程以及各个环节的保证文件与规章制度等都进行了详细地介绍。
每一模式都附有一个成功的案例，为学校在开展产学研结合工作时提供参考和借鉴。
《必由之路》适合于高职高专院校、企事业单位、教育管理部门的领导、管理干部、教师和研究人员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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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产学研结合&mdash;&mdash;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第一章 高等职业教育的成就、问题
和产学研结合模式第一节 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历史性成就第二节 中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问题
和解决办法第三节 中国高等职业教育产学研结合实践的主要模式第二章 合作教育&mdash;&mdash;产
学研结合的高级形式第一节 国外合作教育概述：第二节 中国产学研合作教育概述第三节 实施产学研
合作教育应注意的几个问题第二篇 高等职业教育产学研结合模式与典型案例第三章 &ldquo;订单
式&rdquo;人才培养模式及其案例第一节 &ldquo;订单式&rdquo;人才培养模式第二节 &ldquo;订单
式&rdquo;人才培养模式典型案例&mdash;&mdash;武汉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践第四章 &ldquo;2+1&rdquo;
人才培养模式及其案例第一节 &ldquo;2+1&rdquo;人才培养模式第二节 &ldquo;2+1&rdquo;人才培养模
式典型案例&mdash;&mdash;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的实践第五章 &ldquo;学工交替&rdquo;人才培养模
式及其案例第一节 &ldquo;学工交替&rdquo;人才培养模式第二节 &ldquo;学工交替&rdquo;人才培养模
式典型案例&mdash;&mdash;宁波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践第三节 &ldquo;学工交替&rdquo;人才培养模式运
行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探讨第六章 全方位合作教育模式及其案例第一节 全方位合作教育模式第二节 全
方位合作教育模式典型案例&mdash;&mdash;上海商业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践&uml;第三节 全方位合作教
育模式运行中应注意的问题第七章 &ldquo;实训一科研一就业&rdquo;一体化合作教育模式及其案例第
一节 &ldquo;实训一科研一就业&rdquo;一体化合作教育模式第二节 &ldquo;实训一科研一就业&rdquo;
一体化合作教育模式典型案例&mdash;&mdash;上海第二工业大学的实践第三节 &ldquo;实训一科研一
就业&rdquo;一体化合作教育模式难点剖析第八章 &ldquo;双定生&rdquo;人才培养模式及其案例第一节
&ldquo;双定生&rdquo;人才培养模式第二节 &ldquo;双定生&rdquo;人才培养模式典型案
例&mdash;&mdash;昆明冶金高等专科学校的实践第三节 实施&ldquo;双定生&rdquo;人才培养模式需要
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第九章 &ldquo;工学结合，校企双向介入&rdquo;人才培养模式及其案例第一节
&ldquo;工学结合，校企双向介入&rdquo;人才培养模式第二节 &ldquo;工学结合，校企双向介
入&rdquo;人才培养模式典型案例&mdash;&mdash;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的实践第三节 &ldquo;工学结
合，校企双向介入&rdquo;人才培养模式运行中的问题第十章 &ldquo;结合地方经济全面合作&rdquo;模
式及其案例第一节 &ldquo;结合地方经济全面合作&rdquo;模式第二节 &ldquo;结合地方经济全面合
作&rdquo;模式典型案例&mdash;&mdash;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的实践第十一章 &ldquo;以企业为主&rdquo;
的合作办学模式及其案例第一节 &ldquo;以企业为主&rdquo;的合作办学模式第二节 &ldquo;以企业为
主&rdquo;合作办学模式典型案例&mdash;&mdash;北京联合大学广告学院的实践第三节 &ldquo;以企业
为主&rdquo;合作办学模式需要探索研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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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以就业为导向，是保证高等职业教育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坐标高等教育在大众化阶段面临
的一个重要问题是毕业生就业问题。
就业是民生之本，事关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
坚持以就业为导向，是我们全面实践&ldquo;三个代表&rdquo;重要思想、深入贯彻党的&ldquo;十六
大&rdquo;精神的重要体现，对中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
首先，以就业为导向，有利于准确把握学校的发展观和质量观。
当前在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过程中还存在两种模糊认识：一是认为办学层次越高，水平也就越高，盲目
追求学校升格；二是在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中片面强调学科教学，认为基础理论越扎实，学生的水
平越高。
这两种认识说到底是质量观和发展观问题。
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一要明确办学方向，二要树立正确的质量观，三要找准自己的定位和发展空间。
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学校都能办出一流的教育。
一流教育最根本的标准是要培养出国家建设需要和受社会欢迎的人才，换言之，高等职业教育的质量
标准是社会适应性的高低，而不能生搬学科型高等教育的一种标准进行衡量和评价。
其次，以就业为导向，有利于促进职业教育面向经济建设的主战场，加强与企业的合作。
当前高等职业教育中存在一个重要问题是教育与市场的脱节。
当学校将学生就业问题作为关系学校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来抓时，学校就会主动适应市场，了解市场
对人才类型和规格的需求，加强与企业之间的合作。
目前，一些高职院校走出校门，主动与企业加强联系，通过多种渠道、采取多种方式寻求合作项目。
例如，河南机电高等专科学校采用&ldquo;2+1&rdquo;模式培养学生，学生有两年的时间在学校学习，
最后一年到企业去顶岗工作；新疆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等一批学校实行&ldquo;订单式&rdquo;培养，学
生没有毕业就得到用人单位的预先&ldquo;订购&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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