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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利益共同体到职教生态园：高职教育 

“中山火炬模式”的探索与实践 

成果总结报告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地处粤港澳大湾区几何中心的腹地，坐落

在国家中山火炬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简称“开发区”）的产业原点，

位于由八大国家级产业基地所支撑的产业生态园区枢纽。2009 年，

由开发区管委会主导，学校与中山火炬工业开发总公司共建生产性实

训校区，建成校企利益共同体，启动高职教育“中山火炬模式”探索。

2010 年，学校与开发区共同制定了《以“四个合作”为核心的职业

教育改革试点方案》，被国务院确定为“国家职业教育综合改革试

点”单位。2012 年 10 月，引入生态学理论，系统性制定《基于国家

火炬开发区产业生态的职业教育生态园建设方案》，进一步完善了“中

山火炬模式”架构。经过政校企 8年多的共同实践，构建了主动服务

大湾区建设的自我迭代、开放包容的区域性职业教育生态系统，推动

学校先后建成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国家优质高职院校，并跻身国家

“双高计划”建设院校行列。 

一、 背景与问题 

2002 年，中山火炬开发区建成包装、电子信息、健康医药、装

备制造、成果转化等八大国家级产业基地，完成了产业归类聚集，形

成了以“园区经济”为特色的产业生态体系。2008 年，受全球金融

危机影响，位于开发区工业原点（加工区）的企业纷纷关停并转，产

业生态一度遭到破坏。产业转型升级压力和金融危机冲击双重叠加，

促使开发区更加迫切地要求学校加快培养大批技术技能人才，从技术

技能供给侧为园区企业提供更强支撑。2009 年，学校以人才、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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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设备参与的方式，与位于开发区工业原点的中山火炬工业开发总

公司共建了占地 200 多亩的生产性实训校区，并根据教学需要引入企

业，构建了产教利益共同体，加工区的产业生态逐步恢复。 

鉴于工业开发总公司引入职业教育建设利益共同体推动产业生

态修复和完善的成功经验，开发区、学校、园区企业形成高度共识：

必须共同构建支撑园区产业生态持续优化的职业教育生态。面对新挑

战，政、校、企三方必须协同解决好以下问题： 

——在运行机制层面，重点解决好政、校、企三方如何同频共振

的问题，整体性构建动能交互、资源转化、市场适配等关键环节的运

行系统，保障系统之间的有机协同。 

——在教育教学层面，重点解决好如何推动产业资源和教育资源

有效迁移和转化的问题，探索资源互换的有效途径和方法，提升师资

队伍整合应用产业资源的能力。 

    ——在技术技能供给层面，重点解决好如何实现校企双方共同开

展技术攻关，致力成果转化的问题，提升“创孵联动”的实战化水平。 

二、过程与策略 

为破解上述三大问题，2012年 10 月，引入生态学理论，系统性

制定《基于国家火炬开发区产业生态的职业教育生态园建设方案》。

经过三届区管委会班子和三届校党委班子 8 年多的接续探索和政校

企各方的努力实践，逐步探索出以国家“火炬计划”为基因、以产业

生态为依托、以“六大机制”为驱动的自我迭代、主动发展、开放包

容的区域职业教育生态系统，高职教育的“中山火炬模式”架构进一

步完善、内涵进一步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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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基于国家火炬开发区产业生态和大湾区战略的高职教育生态系统 

（一）始终坚守立德树人初心使命，从偏重业务主导到强化党建

引领，逐步完善党对学校事业发展全面领导的内生动力机制，打造核

心动能系统。2004年到 2012 年，学校党委书记和校长先后由区管委

会主要或分管领导兼任、代理，通过“党政联席会议”方式决定学校

发展重大事项。2006 年至 2013年间邹鑫同志先后任代院长、党委书

记，带领学校探索并构建了“以生产性实训校区建设”为重点的高职

教育“中山火炬模式”，解决了一系列影响学校生存和发展的瓶颈问

题。2020 年，上届党委班子任期届满后，省委又及时为学校选配了



 4 

书记和校长，邹鑫同志再次担任学校党委书记，提出了“八个聚焦 八

个提升”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总体思路，党委会、书记校长沟通会、

书记专题会、校长办公会等议事制度和规则全面建立并日益完善。各

党总支围绕“八个聚焦 八个提升”深入开展“党建铸魂+特色育人”

行动，与合作企业建立联合党支部，在推动“中山火炬模式”向职教

生态系统升级迭代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充分发挥，构建了核心动能系

统，保障了教育教学活动集中聚焦到“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

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增强了“四个意识”，坚定了“四个自信”，

做到了“两个维护”。 

（二）不断优化非法人董事会架构，从依赖政府主导到注重社会

协同，逐步完善以人才培养为中心的资源聚合机制，建设资源转化系

统。2004 年，成立了由区管委会主要领导为董事长、区属八大总（集

团）公司总经理（八大国家级产业基地负责人）为成员的非法人董事

会，整合园区资源，服务人才培养。2013 年，为适应产业升级和“中

山火炬模式”迭代需要，遴选园区标杆企业加盟，扩容了董事会成员

单位，拓展了董事会职能。2020 年，将“院园融合”的触角延伸到

中山市战略新兴产业带，董事会进一步壮大，标杆企业成员占比进一

步提高，资源聚合能力进一步提升。学校与董事会成员单位联合打造

产教融合利益共同体，先后建成了两个生产性实训校区，373 个校外

实训基地、37 个校企合作研发中心、6个企业冠名学院、3个产业学

院，利用实习实训设备总值 1.18 亿元，提供 3000个实习实训岗位。

依托利益共同体，60%的专业推行现代学徒制。中山中荣印刷集团、

联合光电等上市公司和园区标杆企业与学校持续开展现代学徒制项

目试点，将现代学徒制协同育人项目纳入企业高技术技能人才生态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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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战略规划之中。非法人董事会架构的不断优化，促使人才培养资源

以依赖政府配置为主逐步向由市场聚合为主转变。 

（三）持续推行“深海探珠”行动，从“三三五”到“三精准、

三融合”育人模式优化升级，逐步完善培养模式的自主迭代机制，构

建市场适配系统。2010 年，党委书记邹鑫在《进一步加强学院内涵

建设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实施专业和课程建设的“深海探珠”

行动，要求教师带着任务和问题“沉”到企业生产一线的“深海”中

去，探取课程重构的“珍珠”——第一手课改资料，支撑校本教材建

设重构课程体系。经过 11 年持续实践，先后选派 200 多名专任教师

开展“深海探珠”，将园区企业 217 项新技术、1500 多项新工艺、

98 个岗位新标准融入课程和专业建设，校企共同开发了 150 多门专

业核心课程标准、课程设计与实施方案，开发国家行业职业标准 4 部、

省级专业教学标准 1 部，国家级教学资源库 1 个、省级精品资源共享

课程 16 门、公开出版教材 53 本。2017 年，根据产业升级需要，将

29 个专业调整为 20个，并按“以群建院”原则，围绕 5个核心专业

群组建 5个二级学院。持续推进“三三五”人才培养组合机制升级迭

代。人才培养规格与市场需求高度适配，历届毕业生就业率 99%以上，

企业满意度达 95%。90%的毕业生在大湾区就业，2028 名毕业生在中

山 125 家规上企业任骨干。“深海探珠”行动持续推进，完善了以产

业链升级带动专业群优化的人才培养模式自主迭代机制。 

（四）充分发挥“政府津贴”激励作用，从单方聘请到互兼互聘，

逐步完善人力资源双向互补机制，优化主体实施系统。2010 年 4月，

开发区管委会出台《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兼职教师政府津贴实施办

法》，鼓励园区各大企业的骨干精英到学院担任兼职教师，建立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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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态的兼职教师资源库。同时，鼓励学校专任教师到企业担任技术顾

问。累计超过 600 多名企业骨干精英到校兼职，资源库人数稳定在

400 人左右；教师累计超过 200 人次为企业提供技术攻关服务。培育

广东省优秀教学团队 6 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3 个、广东省高职教

育专业领军人才 7人、高校“千百十人才培养工程”省级培养对象 2

人 、广东省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培养计划 6 人、广东省技术能手

4 人、南粤优秀教师（教育工作者）5 人；教师获省级以上教学比赛

一等奖 3项、二等奖 9 项。 

（五）主动吸纳“商帮文化”元素，从创业教育到专创融合，逐

步完善“双创”同行的校企联动机制，强化“创孵”实战系统。中山

古称香山，是著名的侨乡，中国近代著名的“四大百货”公司（先施、

永安、新新和大新）均由香山人创办，形成了独特的香山“商邦文化”。

学校主动吸纳香山“商帮文化”中的积极元素，将敢为人先、实业救

国、艰苦奋斗、努力拼搏的精神元素融入创业教育和学生职业规划课

程。积极响应国家“双创”行动，大力推动“专创融合”，政校企联

合共建了校、区、市、大湾区四个层级的 8 个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

培育学生创业团队 185 个，参加第六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获国赛银奖 1项、铜奖 1 项，省金奖 4项、银奖 6 项。

毕业生在大湾区创办企业近 1000 家，仅中山市就有 350 多家，其中

规模以上企业 9家，部分学生公司的产品用于天安门广场的亮化工程

和深中通道建设。 

（六）大力推进工改技改和成果转化，从局部突破到整体提升，

逐步建立科技服务的主动供给机制，强化技改支撑系统。2009 年以

来，校企联合搭建科技创新服务平台 11 个、组建教师工作室 9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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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派教师科技特派员 12 名，与企业共同开展科学研究、技术研发、

项目申报，推进科研立地、专利转化，为中山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

的智力支撑。教师累计获得技术专利（发明）219 项，累计主持市级

以上纵向科研课题 684 项，获广东省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1项，省轻工

行业科技进步一等奖 3 项。助力乡村振兴战略，与养殖合作社开发出

黑鱼鱼柳、鱼肉片等 10 多种新产品，增值 3 亿多元。新冠疫情期间

帮助企业研发 KN95 新型智能口罩机出口国外，为世界抗疫作出了贡

献。 

三、特色与创新 

（一）理论创新。引入生态学理论，将“政府、学校、产业园区”

一并纳入建设主体，依托国家级产业基地完备的产业体系，系统化构

建区域性职业教育生态园区，突出了校企在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和教学

资源建设中的“双主体”作用，突破了单纯以政府主导为主的产教利

益分配机制，强化了市场在职业教育生态体系建设中的资源配置作

用，在区域层面形成了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社会治理体系。 

（二）机制创新。突出党委在开放办学、教书育人中的政治核心

作用，完善了党建引领的内生动力机制和以人才培养为中心的资源聚

合机制，围绕“六大驱动机制”构建“六大运行系统”，通过共建联

合党支部、产教育人平台、共同开发行业标准、教学资源，共同开发

技术攻关等方式，确立“政、校、企”各方在职业教育区域性生态体

系中的序列和定位，实现治理架构、人才培养、科技服务等方面与区

域产业转型升级同频共振。 

（三）实践创新。推行“以群建院”，以“一产业集群一产业学

院”为实施单位，组建 5 个二级学院。将“院园融合”的触角延伸至



 8 

中山市的新兴产业带，共建 6 个企业冠名学院，3 个镇区产业学院、

2 个生产性实训校区、2 个行业学院。在职教生态园的建设中，不断

扩容董事会规模，提高标杆企业在董事会中的占比，与董事会成员单

位先后共建 373 个校外实训基地、37 个校企合作研发中心，利用实

习实训设备总值 1.18 亿元，提供 3000个实习实训岗位，推动人才培

养资源以依赖政府配置为主逐步向由市场聚合为主转变。 

四、应用与推广 

（一）推动人才培养质量和就业创业能力显著提升。培养 26168

名技术技能人才，就业率 99%以上，2028 名毕业生在中山 125 家规上

企业任骨干，用人单位总体满意度达 95%。学生获省级以上竞赛奖项

384 项。培育学生创业团队 185 个，获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

创新创业大赛国赛银奖 1 项、铜奖 1项，省金奖 4 项、银奖 6 项。毕

业生在大湾区创办近 1000 家企业，仅中山就有 350 多家，其中规上

企业 9 家，部分企业的产品用于深中通道建设和天安门亮化工程。 

（二）推动学校综合实力和专业(群)精品课程建设水平逐年提

高。建成国家骨干高职、国家优质院校，跻身国家“双高计划”建设

院校行列。主持或参与国家教学资源库建设项目 4 个；培育国家级、

省级重点骨干品牌专业 12 个；开发国家专业教学资源库 1 个、课程

14 门、省精品开放课程 17 门；开发国家行业职业标准 4部、省级专

业教学标准 1 个；获 2 项国家级、7 项省级教学成果奖；培育省优秀

教学团队 6 个、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3 个、广东省技术能手 4 人；教

师获省级以上教学比赛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9项。 

（三）社会影响力逐步扩大，起到了示范引领作用。国内媒体报

道超过 239 篇。先后有广东和吉林省委政策研究室、杭州职院等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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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个机构到校学习经验。成果主要完成人在“全国高等职业教育改革

与发展工作会议”等全国性会议上作经验介绍。相关成果运用于罗定

职业技术学院、贵州职业技术学院等 4 所院校。获广东省职业教育先

进集体、广东省扶贫工作先进单位等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