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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融合背景
当前，我国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产教融合作为推动教育链、人才

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的重要途径，对于促进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

培养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高职院校孵化器意义
高职院校作为技能型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通过建设孵化器，可以搭建起教育

与产业之间的桥梁，推动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背景与意义



建设进展01

近年来，我国高职院校孵化器建设取得了显著进展，一批批优秀的创业

项目和企业从孵化器中脱颖而出，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主要模式02

高职院校孵化器建设的主要模式包括学校主导型、政府主导型、企业主

导型和行业主导型等，各种模式各具特色，但均以服务地方产业发展为

目标。

存在问题03

尽管高职院校孵化器建设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如孵

化器的定位不够准确、运行机制不够灵活、资源整合能力不强等，制约

了孵化器的进一步发展。

高职院校孵化器建设现状



产教融合与高职院校孵化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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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融合是指产业界与教育界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等方面的深度合作，旨在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和产业竞争力。

内涵

产教融合具有互动性、双赢性、动态性和开放性等特

点。互动性体现在产业界和教育界的双向参与和合作；

双赢性体现在双方通过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

共同提升价值；动态性体现在产教融合的内容和形式

随着产业发展和教育改革的推进而不断调整；开放性

体现在产教融合不仅局限于学校和企业之间，还可以

拓展到政府、行业协会、科研机构等多方参与。

特点

产教融合的内涵与特点



高职院校孵化器的主要功能包括人才培养、技术创新、社会

服务和文化传承等。通过提供创业培训、技术支持、市场资

源等，帮助学生和教师将创新成果转化为实际产品或服务，

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功能

高职院校孵化器应定位为连接产业界和教育界的重要桥梁，

致力于推动产教融合和创新创业教育的深入开展。同时，孵

化器还应积极与地方政府、行业协会、科研机构等建立合作

关系，共同构建区域创新生态系统。

定位

高职院校孵化器的功能与定位



产教融合有助于高职院校孵化器拓展资源渠道，获取更多
的产业资源、市场资源和政策资源，为孵化项目提供更加
全面的支持。

拓展资源渠道

产教融合可以推动高职院校孵化器提升服务质量，通过与
产业界的紧密合作，了解市场需求和行业动态，为孵化项
目提供更加精准的指导和服务。

提升服务质量

产教融合有助于促进高职院校孵化器的成果转化，通过与
产业界的合作，实现技术创新和成果转化的有机结合，推
动孵化项目的快速发展和落地实施。

促进成果转化

产教融合对高职院校孵化器的影响



高职院校孵化器建设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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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建设目标，制定发展规划

确定孵化器建设目标

以提高学生实践能力和就业竞争力为

核心，结合地方产业发展需求，明确

孵化器建设的短期和长期目标。

制定发展规划

根据目标，制定详细的发展规划，包

括基础设施建设、资源整合、师资队

伍建设、孵化项目选择等方面。



整合校内资源

充分利用学校现有的实验室、设

备、场地等资源，为孵化项目提

供必要的硬件支持。

拓展校外资源

积极与地方政府、行业协会、企

业等合作，引入资金、技术、市

场等外部资源，共同构建孵化平

台。

建立资源共享机制

通过校内外资源的有效整合和共

享，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孵

化成本。

加强资源整合，构建孵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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