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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高校的教学、科研、社会服务三大职能中，国家对高等职

业教育与产业对接，面向企业直接开展科技服务能力建设特别

重视，先后出台了多个文件，尤其是２０１１年教育部教职成

［２０１１］１２号文件《关于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引领高等

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的若干意见》提出了“高等职业学校要搭建

产学研结合的技术推广服务平台……建立专业教师密切联系

企业的制度，引导和激励教师主动为企业和社会服务”的要求，

对高校的科技服务工作的指明了改革的方向和路径，但多年来

重视教学、科研，忽略社会服务已经成为高等职业院校的普遍

现象，在高等职业院校建设发展过程中，科技服务成为学校全

面发展的短板，科技服务对教学科研的先导和引领作用没有得

到充分体现，制约了高等职业院校产学研体系的建立和学校全

面可持续发展［１３］。在此就科技服务和产学研体系建设的现

状、问题及对策进行探讨。

１　高等职业教育科技服务与产学研体系建设现状

１．１　学校———重视教学、科研，轻视科技服务是普遍现象　高

职院校对生均拨款和科研项目资助的依耐性，导致高职院校对

教学科研倾注了几乎全部的热情，把教学、科研作为一切工作

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而科技服务由于短时间内难以产生直接经

济效益，同时带来的经济效益有限，存在“科技服务只用钱、不

赚钱”的现象，出现投入与产出的利益纠结，往往被忽略和轻

视，导致对科技服务的人力、财力、物力投入严重不足。

１．２　教师———热衷教学和科研，不愿开展科技服务工作　由

于科技服务与职称评定没有直接联系，同时科技服务区域多地

处偏远山区或生产一线，条件艰苦，导致科技人员下基层开展

科技服务的积极性不高。

１．３　学生———接受的知识陈旧，技能差，社会适应能力不足　

由于学校教师自身生产技能的不足，导致学生学到的知识陈

旧，体现高等职业教育特色和优势的实践动手能力没有得到锻

炼和强化，与社会对技能型人才的现实需求脱节，社会适应

力差。

１．４　社会———对高等职业教育科技服务寄予厚望，但难以获

得直接的科技服务　高等职业院校的建设初衷就是为产业服

务提供人才培养和提供直接的科技服务，但由于高等职业教育

团队缺乏生产实践经验，导致高等职业院校为当地企业提供科

技服务的能力严重不足，高等职业院校与当地产业的结合不够

紧密，不能充分体现高职院校为地方经济服务的理念。

２　高等职业教育科技服务与产学研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

２．１　科技服务缺乏配套政策引导，产学研体系失衡　虽然国

家对科技服务的大政方针已经明确（见表１）。但在实践过程

中，宏观文件的可操作性不强，要把党和国家方针落到实处，还

亟待具体的配套政策，形成有利于科技服务发展的政策环境，

建立产学研平衡发展机制。

２．２　高职院校对科技服务投入不足，制约了教学科研工作的

发展　由于科技服务直接盈利能力不强，在高校绩效考核中，

科技服务是一个软性指标，高等职业院校开展科技服务工作积

极性和主动性不强，这一方面导致教学、科研与生产实际脱节，

教师知识结构老化，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差，在教学上缺乏实

践经验；另一方面，科研选题上缺乏现实依据，没有实用

价值［４］。

３　以科技服务为先导，构建产学研体系的对策

３．１　解放思想，凝聚共识，确立高等职业院校科技服务工作的

先导地位　从美国的《莫里尔法案》到威斯康星大学将直接为

社会服务作为其任务和职能的办学思想与实践来看，高等职业

院校是为产业发展服务的高等教育，为区域产业发展提供人才

与技术支撑是高职院校办学的起点和终点。科技服务是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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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国家高等职业教育部分文件

文件来源 文件名称 涉及主要内容

［２００６］教育部、财政部
关于实施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

划加快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意见

１、增强社会服务能力。２、示范院校要积极为社会提供技术开

发与服务。

［２０１０］中央政治局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年）

１、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

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２、推进产学研用结合，加快科技成果

转化。３、大力提高高校教师教学水平、科研创新和社会服务能

力。

［２０１０］教育部、财政部
关于进一步推进“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

建设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

拓展社会服务功能，面向行业企业开展技术服务，面向区域开

展高技能和新技术培训，参与企业技术创新和研发。

［２０１１］教育部教职成司
关于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引领高等

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的若干意见

１、进一步完善符合高等职业教育特点的教师专业技术职务（职

称）评审标准，将教师参与企业技术应用、新产品开发、社会服

务等作为专业技术职务（职称）评聘和工作绩效考核的重要内

容。２、高等职业学校要搭建产学研结合的技术推广服务平台，

面向企业开展技术服务，推进科技成果转化；面向新农村建设，

提供农业技术推广、农村新型合作组织建设等服务。建立专业

教师密切联系企业的制度，引导和激励教师主动为企业和社会

服务。

高等职业院校师资水平，构建产学研体系的关键，同时也是支

撑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直接力量。

３．１．１　强化顶层设计，出台配套政策　２００６～２０１１年，党和

国家出台了两个意见、一个纲要、一个通知（见表１），从国家政

策文件上可以看出，高校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三大职能是高

等职业教育不能偏废的社会职责。首先亟待落实［２０１１］教育

部教职成司“关于推进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引领高等职业教

育科学发展的若干意见”文件精神，完善高等职业教育教师专

业技术职务（职称）评审标准，将教师参与社会服务等作为专业

技术职务（职称）评聘和工作绩效考核的重要内容［５］。

３．１．２　立足长远、树立产学研一体的科技服务效益观　加大

对科技服务的持续性投入十分重要。科技服务需要日积月累，

具有长期性，希望短期得到经济回报，过早提出有偿服务或有

偿服务要求过高，都是不可取的，会影响科技服务的发展。

３．２　以提高科技人员积极性为出发点，建立科技服务组织保

障和制度保障　经对２０多家高等职业院校问卷和电话调查，

仅有２所学校设有校地合作处，绝大多数高等职业院校没有专

门的社会服务的领导机构或管理部门，也没有科技服务的激励

制度，导致科技服务缺乏组织性和制度保障，学校的教学、科

研、社会服务三项职能平衡机制难以建立。要保障科技服务工

作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完善相关保障机制和激励机制，在制度

层面上建立科技服务与学校绩效考评和职称评定挂钩的良性

互动机制，实现科技服务工作制度化、规范化和常态化。

３．３　开放合作，打造高等职业教育“无界化”的产学研团队　

高职院校以科技服务引领产学研体系建设的关键是团队建设，

产学研一体化团队是高职院校科学发展的前提和结果［６７］。在

科技服务团队建设上，往往会出现高职称、高学位人才与应用

人才、外来人才和自有人才、长期合作与短期合作人才等方面

的困惑，容易出现偏差，导致团队结构失衡，这就要求我们要打

破校内外界限，实现开放性合作，广纳科技人才参与项目团队，

实现更大范围的团队合作，使整个团队一定要具备产学研能

力，而对团队单个成员可以不要求都具备生产、教学、科研能

力［８］，类似新加坡的无界化高等职业教育理念。

３．４　面向生产一线，提高产学研合作的有效性　在目前的教

师评价和职称晋升机制下，学校和老师对科研工作都很重视，

申报科研项目的积极性很高，教学科研结合比较容易做到。但

要求教师进入企业、深入农村基层开展科技服务就相对比较

难，这需要政策引导，通过示范带动作用，让大家养成在生产实

践中寻找科研课题的良好习惯，摆脱为科研而科研，为论文搞

科研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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