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特色袁 还可以宣传城市的经济人文情况以及产业

优势袁通过系列的整合营销袁极大地促进所在城市

和地区的发展遥
愚整合和升华闽南民间传统艺术袁 促进地区

文化产业的发展

通过对世界节庆活动的观察袁 一个重要的创

新是将节庆活动与艺术节相结合遥 比如北方春节

的庙会尧南方广州春节的迎春花市尧丹麦的灯节袁
都是节庆活动与当地的文化艺术相结合的产物袁
不但丰富了老百姓的生活袁 还促进了当地经济的

发展遥
闽南民间艺术丰富多彩袁 比如拍胸舞尧 高甲

戏尧木偶戏尧布袋戏袁还有闽南歌谣袁都是散落于民

间的艺术瑰宝袁 期待着人们通过现代的手段对其

加以挖掘尧发展和升华遥
（作者单位：厦门城市职业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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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到深化科技

体制改革时强调袁要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尧市场为导

向尧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1]遥 早在 1997
年袁我国就开始产学研合作尝试遥经过 20 余年的发

展袁诞生了科大讯飞尧北大方正尧固高科技尧大疆无

人机尧晶科电子尧商汤科技及思丹德等一大批独角

兽企业或准独角兽企业袁形成了成果转让尧技术开

发尧共建实体及校企联盟等多样式的合作模式[2]遥
国家站在发展的角度提出产学研合作袁大院大

所大企业最早响应并能获得成功袁很大程度上是基

于大院大所大企业的技术尧资金或发展规划已比较

完善袁足以对外输出袁因而能借政策红利和发展导

向加快布局和合作遥 但地方普通院校和中小企业

虽然都认识到合作的重要性且也有很强的合作意

愿袁但落地实践时却困难重重院地方普通高校科研

经费缺乏袁科研成果数量少,教学内容与实践有偏

差,学生缺乏实习经验曰地方中小企业面临技术难

题无法解决袁产品升级发展受限袁未实现规模化生

产袁新员工专业技能不足袁需花时间和精力重新培

养等问题遥 归根到底袁就是研发水平尧生产水平尧专
业技能和资金量不足导致的合作不畅遥

在国家提倡产学研深度融合实现科研成果转

化的前提下袁鼓励地方高校和企业合作的方向是正

确的遥 但还必须转化思路袁立足实际遥 笔者根据多

年工作经验袁建议将学生作为地方产学研合作的纽

带和突破口遥

让学生成为地方产学研合作

的纽带和突破口

饶志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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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院 产学研合作的纽带和最小

分歧点
1. 学生是校企产学研合作的纽带

产学研首先是科研成果的产业化遥 科研过程

中的新思路和新方案大多数是由学生提出的袁他
们是研发的主力军曰实验也基本由学生执行袁第一

手数据也多由学生获得遥 他们是产业化最早的参

与者袁因而成为产学研的中坚力量遥
学生毕业后大多数在企业谋职袁 某种意义上

说他们是将自己的成果带去企业转化袁 因而产学

研意愿最为强烈遥
学生与高校尧企业的关系最为紧密袁但与双方

利益冲突却最小袁能公正地看待双方的利益诉求袁
因而可作为沟通双方的桥梁袁 促进利益平衡点的

达成遥
2. 学生是校企产学研合作的最小分歧点

借鉴产学研成功案例袁 从各方最小分歧点入

手是促成合作的突破口和最有效途径遥 学生恰恰

是现阶段地方校企合作的最小分歧点院 学生能否

完成学业尧找到工作是学校的一项重要考核指标袁
而挑选到合适的学生加入自己的企业也是企业招

聘的首要任务遥 学校和企业在学生成才尧就业这一

点上能达成共识且无分歧遥
在实践过程中袁 企业可把学生作为技术攻坚

的重要来源袁高校则要做到立足学生的成长袁双方

在其中的交集部分完成磨合袁 有助于推动稳定长

久的产学研合作的实现遥
企业院把学生作为技术攻坚源动力

企业参与产学研合作的目的主要是解决技术

问题袁而学生是技术攻坚的源动力遥 因此袁在与学

生的互动和沟通中袁 要以学生为依托或站在学生

立场思考袁最大程度获得学生的支持袁才能得到高

校的重视袁从而利于产学研合作的开展遥 企业可从

以下方面加强与学生尧高校的联系遥
1. 以问题为导向袁寻求学生帮助袁激活高校研

究团队

通常来说袁 每个独立的学生背后都有一个隐

形的科研团队遥 企业遇到技术问题求助无门时袁可

通过高校论坛尧 专业技术群等提出需求袁 寻求帮

助遥 这往往可调动学生渴望实践的积极性袁主动利

用自己的学识和创新思维来提出解决问题的思路

或方案遥 更深入的沟通可能会激活学生背后的研

发团队袁吸引更专业人士加入到讨论或实践中袁从
而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和产学研初步意向的达成遥
网易创始人丁磊当年通过网络求助技术问题袁结
识了还是学生的黄铮袁 后者凭借丁磊及其好友段

永平的帮助创立了现在日渐强大的拼多多袁 传为

相互成就的美谈遥
企业也可直接求助员工母校的技术研发团

队遥 作为曾经的学生袁员工对企业诉求和高校团队

技术能力的双向评估可直接预判合作的可能性袁
从根本上增加双方合作意愿袁促进合作的实现遥

此外袁企业还可联合学校袁通过组织校园技能

比赛等方式袁把企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袁如服饰行

业款式更新袁餐饮尧食品行业口味变化袁制造行业

自动化升级等袁 通过学生的参与从多角度获得解

决思路或办法遥
2. 以奖学金为媒介袁肯定学生成绩袁履行社会

责任

企业可用普通员工一年工资作为奖学金奖励

特定学校尧特定专业学生遥 奖学金可按照常规设置

一尧二尧三等奖袁或按照企业鼓励政策设置特等奖尧
进步奖和贡献奖等袁 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积极

性遥
学生的成绩和进步需要得到认可特别是社会

的认可遥 企业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袁对优异学

生进行褒奖袁积极地履行了社会责任遥 通过褒奖袁
学生对企业的友好度和产品认知度会上升袁 甚至

形成品牌忠诚度袁 在产学研和就业问题上会优先

考虑该企业遥 而企业则实现变被动为主动袁在增强

学生加入企业或购买企业产品意愿的同时袁 也提

升了与高校的亲密度袁 解决了产学研过程中的前

期磨合问题遥
3. 以福利为亮点袁提高学生就业起点袁增强研

发后备力量

企业根据获奖情况或学校推荐袁 可提高学生

在实习尧就业方面的起点袁如连续获奖学生可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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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核心业务部门实习袁 按照正常员工待遇给予

实习工资曰对于毕业后考虑来企业工作的学生袁可
通过减免实习期尧 提升不超过 20%的基本工资或

直接作为管培生等方式提升学生就业起点遥 大量

优秀学生的加入在提升企业自身研发能力的同

时袁 也为更深入和全面的产学研合作打下良好基

础遥
高校院以人为本袁立足学生成长
高校参与产学研合作袁除实现成果转化外袁还

担负有培养学生的责任遥 产学研合作不仅能让学

生获得科学知识袁 对其人文精神的培养和社会经

验的获得也有很大帮助遥 高校对外交流是学生最

容易接触到的社会活动袁 理应成为学生人文实践

的重要场所遥高校的社会形象袁也是企业综合考虑

是否录用学生的重要因素遥 高校可从以下方面入

手袁加强与企业的联系袁为学生的成长和就业提供

帮助遥
1. 转变固有思维袁为学生就业营造良好氛围

高校往往由于看重研究经费和职称评定而偏

向于申请国家和省级课题袁 对成果转化利用不太

上心袁进而与企业的交往也不太积极遥但学生实习

和就业都和企业直接关联袁 他们的成长与成才需

要企业的参与遥学校作为学生野家长冶袁理应站在学

生角度袁除帮助学生辨别尧打击无良企业外袁更需

要加强与企业的沟通袁营造积极健康的社会形象袁
提升学校辨识度袁增强学生就业软实力遥

2. 带领学生主动实践袁培养务实态度

高校应主动下沉了解企业技术需求袁 把科研

与实践相结合袁把实事求是的作风传递给学生袁增
强学生的实践能力袁 帮助学生树立务实的态度和

培养谦虚的品格遥同时袁通过实践还能真正了解企

业的实际困难袁把新问题作为研究重点袁在申请项

目时予以体现袁 也有利于项目的过审和问题的解

决遥通过在实践中建立友好关系袁企业也更愿意接

受该校或该专业学生袁从而达到良性循环袁实现人

才尧技术的流动袁促进产学研的发展遥
总结

地方企业要实现立足本地长远发展袁 必须在

公益事业或教育事业中有所投入遥 同样的投入若

用于学生的成长和能力的提升袁 将获得社会和学

校的双重认可遥 地方高校应抛弃固有偏见和一蹴

而就的观念袁以学生成长成才为目的袁脚踏实地与

上下游企业开展技术和产业合作袁 在合作中找寻

更多发展点袁 逐步平衡投入要产出和验证合作模

式的有效性遥 基于此实现的全面深化产学研合作

才更有底气尧动力和后劲遥
（作者单位：厦门产业技术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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