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怎样结合城市发展需要
推进产教融合？

锦观智库：职业教育作为同普通教育并行的另外一条人才
培养轨道，对城市的产业发展也起到重要作用。就成都而言，我
们要结合这座城市发展的需要，培养技术型人才，在这方面有哪
些比较成功的做法？在人才培养上，您认为应用型本科高校及
地方职业院校下一步如何去适应市场、企业和城市发展的需要？

成都工业学院：2023年4
月，《成都市产业建圈强链优
化调整方案》正式印发，成都
着力布局构建 8 个产业生态
圈，主攻28条重点产业链，推
动成都迈向高质量发展。应
用型本科高校及地方职业院
校是培养适应地方需要的专
业技术人才的教育，关键是
直接为地方经济发展服务，
完成集知识传授和技能培养
为一体的人才培养。

以地方经济发展规划和
目标为导向，把握专业技术
人才培养方向。处于不同发
展阶段的经济，对人才的知
识结构、专业技能结构的要
求也不同。应用型人才的培
养目标定位更加关注地方经
济的发展阶段、行业的发展
程度，突出地方特色。

以地方经济的产业结构
及变动趋势为导向，把握教学
模式和内容的创新。实施能力
导向的应用型模块化课程改
革，把握产业发展对应用型人
才知识、能力和素质的迫切需
求，确定相应专业核心能力，推
动高校与企业合作开发应用型
课程，形成层层递进、相互支撑
的模块化课程体系，探索制定
应用型人才培养标准、专业标
准、课程标准和高校标准。

以行业和企业的人才需
求为导向，把握人才培养的
关键要素。比如，提高学生

适应四川各地区的经济发展
环境；提高学生自我发展的
积极性和良好心理意识，毕
业生就业后需要有良好的心
理素质才能较快地适应不同
的行业环境和职业环境。

以成都工业学院为例，学
院将结合产教融合的具体实
践，围绕“产业+科技+教育+
人才”的发展模式，明任务、提
要求、敢创新、扛责任、强激
励、重实效，强化优势特色的
持续培育，努力培养企业、城
市和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

一是主动找到各主体利
益的平衡点，持续激发各参
与主体的动力和积极性，其
中人才是校企利益重要的连
接点。企业所需要的人才和
高校培养的人才必须满足各
自的需要，让学校和企业均
能从中获得利益。

二是动态调整设置学科
专业，优化人才培养体系，完
善人才培养方案。建立健全
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调整人
才培养方案和课程设置，更新
课程内容，明确课程目标。

三是做好“以需求为导
向”这篇文章，促进产教融
合、科教融汇，提高人才培养
质量，服务产业发展。特别
要基于成都市构建现代职业
教育体系的现状，做好新时
代产教融合的人才培养。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陈仕印

我国高等教育
产教融合呈现出哪些特点？

锦观智库：前不久，国家发改委、教育部等8部门联合印
发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3—
2025年）》提出，到2025年，国家产教融合试点城市达到50个
左右，在全国建设培育1万家以上产教融合型企业。

那么，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产教融合处于怎样的状态？
呈现出了哪些特点？

成都工业学院：高等教育
产教融合是建设教育强国、破
解人才培养和产业需求“两张
皮”问题的有效举措，关系着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关系着
大国竞争主动权，对实现中国
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随
着产教融合形式不断迭代更
新，我国高等教育产教融合处
于融合程度不断加深、产教资
源集成程度和汇聚程度不断
提高、产教融合参与主体不断
多元的状态。

一是产教融合的制度建
设与时俱进，日臻完善。为推
进新时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
展，我国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
求，相继出台或者修订了多部
针对职业教育和产教融合的
文件，例如，发布《职业学校校
企合作促进办法》《国家产教
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职
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
动实施方案（2023—2025年）》
等重要文件，推动产教融合向
纵深发展；修订《中华人民共
和国职业教育法》，以法律形
式明确规定职业教育与普通
教育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尤其是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
步明确了高等教育和产教融
合的重要作用。在上述强有
力的法律、政策与制度保障下，
我国高等教育产教融合程度不
断加深，国家推进职业教育产

教融合工作成效日益凸显。
二是政企行校协同参与，

校企融合越来越体系化。产
教融合、校企合作一直是应用
型高校及职业教育改革发展
的重点，在长期的探索过程
中，形成了顶岗实习、订单培
养、工学交替、职教集团、产业
学院、现场工程师等多种组织
形式。校企合作从“校办工厂、
以厂养校”模式开始，升级为以
学科专业为主体，与企业开展

“产、学、研”合作，目前已升级到
政府主导、产业协同、校企互
融。校企合作从形式上、主体
上、模式上、体制上都发生了巨
大变化，呈现出从点到面再到
体、从内到外再到融的三级跳
跃式升级，校企融合体系更加
立体化、系统化。

三是组织形式上更强调
多方协同创新，多元办学。
伴随地方政府作用的不断强
化、产教融合组织形式的迭
代更新，产教融合的边界不
断拓展、内容不断丰富，推动
应用型本科高校及职业院校
提质增效、增值赋能的路径
越发清晰，追求“1+1>2”的
聚合效应变得越发明显；主体
作用上更强调企业侧需求，越
发重视企业的利益诉求和积
极性调动，越发重视产教融合
对产业发展、行业进步的人才
支持和技术支撑。

锦观智库：近年来，我国将高等教育置于国家发展战略中
更加突出的位置，产教融合是应用型本科高校及职业院校改
革发展的重点。但产教融合仍存在“合而不深”、校企合作“校
热企冷”等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在这个
过程中，高校和企业分别遇到了哪些难题？

成都工业学院：企业与高
校分属两大不同的社会系统，
它们的价值取向、运行机制迥
异，导致了产教融合面临诸多
问题，融合实践成效不佳。

首先，企业与地方职业学
院、应用型本科高校对产教融
合的认识不同。地方职业学
院、应用型本科高校认为产教
融合是国家战略，国家出台了
相关政策，企业自然会积极参
与；而企业则认为，产教融合
仅仅是引导并非必须，从企业
角度看，校企融合的目的主要
是解决人力需求问题，以及以
项目制形式解决企业发展过
程中遇到的其他问题，因此校
企融合处于浅层次，缺乏实质
性、全过程的深度融合，人才
培养与行业需求脱节。

其次，企业与地方职业学
院、应用型本科高校参与产教
融合的核心利益不同。学校
核心利益是培养社会适应性
人才，追求长期回报，本质属
性是“公益属性”。企业核心
利益是追求经济效益最大化，
本质属性是“利益属性”。因
此，校企合作过程中，往往是
学校热度高，企业不积极，故
合作动力不足，难以形成共赢
的产教融合共同体。

还有，企业与地方职业
学院、应用型本科高校的运
行机制不同。学校遵循《高
等教育法》等法律，通过政策

进行宏观调控，以培养人才
为基本职能。产业企业在运
行过程中遵循市场规律，以
市场为主导，遵守《公司法》
等法律。产教融合的机制单
一，资源供给及支持平台不
足，育人的资源、内容、途径
分散，导致产教融合普遍存
在碎片化现象。

总之，由于产教融合涉
及多主体，参与动力强弱各
异。一方面，以生产能力为
核心的企业追求可持续化发
展，其重心在于追求利润增
长，这决定企业对于人才培
养的投入带有一定的利益诉
求，在校企合作初期，企业愿
意为人才培养投入实验设
备、人员培训等成本，但人才
共育需要长期投入，校企人
才共育面临人财物无法持续
的问题，合作停留在协议层
面或人才需求层面的表层。

另一方面，供给侧与需求
侧匹配性不一致，企业未能深
入参与学校人才培养过程，导
致学校培养的人才不一定精
准适用企业，校企合作逐渐出
现“校热企冷”的局面。另外，
产教融合性企业认定要求高，
当前只有国家级的产教融合
型企业标准，对不满足该标准
的广大中小型企业，是产教融
合工作的主力军，但产教融合
的政策和激励措施没有标准，
导致企业的动力明显不足。

产教融合“合而不深”的
深层次原因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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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融合如何赋能城市产业高质量发展？

精彩观点
①

高等教育产教融合是建
设教育强国、破解人才培养
和产业需求“两张皮”问题的
有效举措，关系着现代化产
业体系建设

②
供给侧与需求侧匹配性不一

致，企业未能深入参与学校人才培
养过程，导致学校培养的人才不一
定精准适用企业，校企合作逐渐出
现“校热企冷”的局面。

③
应用型本科、职业学院和产业统

筹融合、良性互动，培养适应地方需要
的专业技术人才，其关键是直接为地
方经济发展服务，完成集知识传授和
技能培养为一体的人才培养

6月19日召开的省

委十二届三次全会指

出，四川正处于工业化

中期向中后期转型推进

的关键阶段，必须把推

进新型工业化摆在全局

工作的突出位置，加快

建设服务国家全局、体

现四川特色的现代化产

业体系。

推进新型工业化与

发展高等教育有着密切

联系，新型工业化也对

地方应用型高校及职业

院校提出了更高要求。

产教融合则是衡量高等

教育改革成效的重要标

志，是实现教育链、产业

链、供应链、人才链与价

值链有机衔接的重要举

措。我国高等教育产教

融合呈现出哪些特点？

产教融合“合而不深”的

原因何在？如何结合成

都城市发展需要推进产

教深度融合？本期《锦观

智库》带着问题采访应用

型本科高校成都工业学

院，聆听对高等教育产教

融合的一些看法。

编者按

网红盘齐聚6月
二手房热度逐渐回降

“我们最近门店上咨询二手房的购
房者明显减少了，不过多了一些了解改
善新房项目的客户。”桐梓林店的一位
房产经纪人分享说，“尤其是这个月好
多网红楼盘都拿证了，不少原来在观望
的购房者都去报了名。”

本月川发天府上城、鸿山翡翠府、
招商时代公园、万科高线公园等热门项
目的入市为成都楼市增添了许多热
闹。“去年川发天府上城取证的时候就
没有摇中，希望这次可以成功上车！”已

大学毕业 6 年的小杨可以说是川发天
府上城的忠实粉丝，此次项目一开始登
记小杨便早早报了名。而位于锦江区
牛王庙的鸿山翡翠府凭借优质的地理
位 置 吸 引 了 不 少 购 房 者 关 注 ，项 目
99—103 平方米的户型面积也降低了
购房者的购买门槛，但含装修 34800—
38800 元/平方米的价格也使得项目对
于购买群体经济水平有一定的要求。

在二手房方面，当前购房者置业二
手房热情已经减退，整个二季度与一季
度相比市场有所降温。业内人士认为，
由于利率的持续走低、二手房市场房源
的高性价比等多重原因，让购房者购置二
手房的热情在3月达到一个高度。目前

购房者置业需求已经相继释放，不少腾出
资格的购房者也已转战新房市场，正是这
一系列原因让二手房成交数量有所下降，
但仍处于正常范围，市场也在稳步运转。

7月加推热盘扎堆入市
“大户型”房源集中出货

据记者不完全统计，7 月成都有望
迎来 27 个项目入市。其中加推热盘占
比较高，如华侨城滨江壹号、华润置地
中环天序、天府半岛、麓湖生态城等，麓
湖生态城玄鸟湾200平方米以上房源已
于 6 月 26 日开始报名。除麓湖生态城
外，7月也将有多个高端项目推售，其中

多个200平方米以上房源或将齐出货。
“我们去年买到了华侨城滨江壹

号，这个项目又要加推了，我们想给父
母再在这里买一套，住在一个小区也方
便互相照应。”业主梁先生看中华侨城
滨江壹号优质的地理位置，对其非常满
意。在 7 月预售项目中，同为加推项目
的华润置地中环天序的关注度也相对
较高。二八板块、成熟的主城配套让刚
获得购房资格的小何将第一个报名的
房源锁定了华润置地中环天序。

在即将出货的含有200平方米以上
房源的项目中，麓湖生态城关注度位列
其首。项目将推出全新组团玄鸟湾，为
其中重量级组团，市场期待度较高。金
融城融御作为一环路内的两江环抱区内
项目，稀缺程度不言而喻，该项目户型面
积跨度较大，包含87—324平方米房源。
其中149平方米及以上均为跃层，采用的
是局部挑高设计。需注意的是，项目商
办产品和住宅是共用出入口和地下停车
场，对居住纯粹度有要求的购房者需谨
慎考虑。大户型及产品品质均在线的远
大海湾云锦和西派少城则成为蓉漂刘小
姐置换的房源选择对象。

位于天府二街的天府天玺也即将取
证。该项目因优质的地理位置和建面约
82平方米起的户型面积吸引了众多购房
者等待其开盘。此外，成都楼市还将涌
入金沙清源里、天府星萃里、聚亿江安锦
城、天府雅苑等全新项目入市。

整体来看，虽目前成都楼市回温态
势逐渐放缓，但总体依然保持平稳状
态。此外，即将入市的多个热门项目以
及“毕业季”的到来都将成为推动楼市
成交量增长的重要因素。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戴安娜 文/图

6 月 27 日，大众点评 2023“必
吃榜”发布，来自全国 61 地的 2062
家餐厅脱颖而出，上榜餐厅数创
历年记录。其中，成都 84 家餐厅
上榜，数量高居全国第三。在食
客心中，“必吃榜”代表了一座城
市餐饮消费的真实底色，今年迎
来发榜第 7 年。这份基于近 1400
万商户遴选出的榜单中，有 374 家
餐厅开业时间在 10 年以上、109 家
餐厅已上榜 5 年以上。同时，榜单
中近半数为新上榜餐厅，非连锁
小店占比近 40%。美团高级副总
裁张川表示，每一年的必吃榜里，

都能发现一个地区好吃不贵体验
佳的优质餐厅，看见城市升腾起
的烟火气。今年榜单上，成都商
户区域连锁品牌商户占比近 75%；
晓友烧麦、西月城谭豆花、欣妹鸡
杂等近 20 家扎根街头巷尾的小店
也登上榜单，有的客单价人均仅
为 20 元。另据美团、大众点评数
据显示，过去 12 个月，中小微餐饮
商家的经营活力正在复苏，内地
54 座城市的线上餐饮本地消费额
占比超过 60%，本地订单量同比增
长近 15%。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王晓鸥

财政部、国税总局、工信部三部门
日前发布了关于延续和优化新能源汽
车车辆购置税减免政策的公告，给市场
注入一针强心剂。公告指出，对购置日
期在 2024 年 1 月 1 日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的新能源汽车免征车辆购置
税。其中，每辆新能源乘用车免税额不
超过 3 万元；对购置日期在 2026 年 1 月
1 日至 2027 年 12 月 31 日期间的新能源
汽车减半征收车辆购置税，其中，每辆
新能源乘用车减税额不超过1.5万元。

从时间上来看，最新汽车购置税减
免政策与即将于2023年12月31日结束
的政策无缝链接。2024 年—2025 年期
间，只要符合减免政策的车型直接免征，
2026年—2027年期间，符合减免政策的

车型减半征收，为消费者和市场留足了
过渡时间。从减免金额来看，2024年—
2025 年每台车免税额最高不超 3 万，意
味着开票价超过33.8万元以上的高价值
车型不在减免范围内，保时捷Taycan、宝
马iX等进口车型，以及蔚来、理想、仰望
等品牌部分车型均不属于减免对象，对
普通消费者购买 15 万元—30 万元区间
的中高级新能源汽车是一大利好。

此次明确了除纯电动汽车外，插电
式混合动力（含增程式）汽车依然属于

减免对象，消除了此前消费者的担忧。
2022 年，中国车市插电式混合动力（含
增程式）汽车的销量增长 150%，远高于
纯电汽车的增幅。日常城区通勤或中
短途出行用纯电，长途远行用混动的模
式为消费者消除了续航里程和充电不
便的顾虑。此次政策的出台，插电式混
合动力（含增程式）新能源汽车有望迎
来再次爆发。

按照截至2025年的减免政策计算，
消费者购买一辆 30 万元级别的新能源

汽车，可以省去车辆购置税 2.7 万元左
右；2026年—2027年期间则可以少缴纳
1.35万元左右的车辆购置税。对广大普
通消费者而言，可以省去一大笔家庭开
支。今年1—5月，新能源汽车销量进一
步走高，市场占有率达到 30%左右。随
着三部门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减免政策
的出台，对汽车市场尤其是新能源汽车
具有极大的稳定和促进作用，将进一步
助推消费者的购买潜力。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唐爱

或是抄底新能源汽车最佳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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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锦观·云公益城市行”携手雀巢
打造夏日解暑公益下午茶活动

今日开启招募

继2023“亲情美家”关爱儿童
文明实践活动后，“锦观·云公益城
市行”第二弹来了⋯⋯本月初，由成
都日报锦观新闻、成都日报锦观传
媒、成都云公益发展促进会共同打
造的“锦观·云公益城市行”品牌正
式亮相，并发起2023“亲情美家·遇
见困境中的阳光少年”关爱儿童文
明实践活动，为100个成都本地乡
村留守和困难家庭儿童实现了“六
一”节愿望。

作为国内首个由主流城市党报
发起的全民公益品牌，“锦观·云公
益城市行”将持续走进全市新时代
文明实践点位，开展一系列群众喜
闻乐见的文明实践活动是党报人的
愿景和使命。6 月 21 日夏至以来天
气日渐炎热，7月7日又将迎来小暑
节气，为了慰问奋战在一线的城市
建设者，“锦观·云公益城市行”携手
雀巢联合打造首个夏日解暑公益下
午茶活动，并于今日正式启动报名。

以一杯咖啡解乏解渴已成为许
多一线城市工作者的生活习惯。为
了关爱在酷热中的城市建设者，让
他们有更好的工作状态，本次“锦
观·云公益城市行”携手雀巢打造首
个夏日解暑公益下午茶活动，将走
进一线城市建设者和服务者的身
边，带来咖啡畅饮、创意冰咖、DIY
花式咖饮、下午茶点心、咖啡文化互
动获取福利等公益活动内容。

6月30日—7月29日，凡地处成
都、员工数量在100人以上，能够提供
约15平方米摆放台及下午茶使用空
间的单位企业均可报名参加。报名
后，工作人员将致电沟通。

报名电话：
13882298411 13880976475

成都日报锦观新闻记者 周婷婷

6月成都楼市回温放缓
7月200平方米以上房源有望齐放量

截至6月28日，成都本月新房成交量12547套、二手房成交
量16076套，总成交28623套。从目前数据来看，预计6月总成交
量与上月总成交37031套的数据相比稍有回落。其中新房市场
迎来39个项目取证，虽有川发天府上城、鸿山翡翠府、招商时代
公园、万科高线公园等“高热度”项目入市，但距离房源成交还存
在一定延迟，使得本月新房成交放缓；而二手房市场由于购房者
置业诉求已经相继释放，其成交数据则相对下降。

看向7月，记者统计发现有27个项目有望取证。7月预售楼
盘中不乏天府天玺、天府半岛、麓湖生态城等热门楼盘，这些项
目目前已经累积有一定的客源在等待开盘。7月还将迎来多个
200平方米以上房源推售，丰富高改市场的房源供应。

三部门发布新能源汽车购置税减免政策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