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11-0178 邮发代号 1-209 国外发行代号 4556D 社址：北京市西城区月坛南街59号（邮政编码100045） 值班电话（010）81129157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大工商广登字20180001号 零售价200元 每周一三五日出版 印刷单位：经济日报印刷厂（地址：北京市西城区白纸坊东街2号）

□ 陈 雯

江苏常州，一座长江南岸的美丽

城市，近年来正以惊人的速度崛起。

这座城市去年跻身中国城市“GDP万

亿俱乐部”，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

优越的产业基础和创新的发展模式，

正在成为中国东部地区的重要经济

增长极。

2023年，常州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10116.4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

增长6.8%，实现“历史性一跃”。

如今的常州，已经成为全国首

批、江苏省唯一的国家产教融合试点

城市、基础教育综合改革实验区，入

选“科创中国”试点城市。

这座城市崛起的秘诀之一，正是

教育、产业要素的集聚融合。要谈

产教融合的常州经验，身处这里的

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常州工学院颇

有发言权。

与常州市产业发展同频共振

作为制造名城，常州在20世纪

80年代创造出“小桌子上唱大戏”“双

手舞出八条龙”的发展奇迹。有着厚

实制造业基础的常州，如何借力科技

创新，实现强基拓链？

提升产业创新水平是常州的起

锚点。十多年前，常州就开启“科技

长征”，让国内大学大院大所的科技

成果与本地企业紧密对接，推动产学

研用深度融合。

如今的常州，正在加速构建

“1028”产业体系，聚焦10个先进制造

业集群和28条重点产业链，加快建设

现代化产业体系，前瞻布局了合成生

物、氢能、化合物半导体等未来产业。

“这是不负坚守的一年，我们在

接续奋进中厚积薄发，不断积聚‘万

亿之城’的‘势’与‘能’，城市能级实

现大幅跃升。”1月16日，在常州市第

十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

上，常州市市长盛蕾发言，“新能源

之都澎湃起势，新能源产业产值超

7600亿元，整车产量近68万辆，投

资热度全国第一。”

常州正全力打造“新能源之都”，

其城市定位聚焦在国际化智造名城、

长三角中轴枢纽。而常州工学院的

学科建设，恰恰与常州城市定位与产

业特色高度吻合。

常州的10个先进制造业集群包

括新能源、新能源汽车及汽车零部

件、高端装备、新型电力装备、新材

料、生物技术及新型医疗器械、新一

代电子信息产业、数字信息产业、节

能环保和高端纺织服装，已成为“常

州智造”产业名片。其中，光伏产业

规模接近全国1/10，动力电池产业

链完整度达97%。

常州工学院则紧跟常州经济社

会发展需求，通过专业结构的不断优

化，目前学校48个招生专业与常州

主导产业已实现100%匹配，现有机

械工程、电气工程等4个江苏省

“十四五”重点学

科；有特种加工、特种电机研究与应

用两个江苏省高校重点（建设）实验

室，微特电机研究与应用等9个常

州市重点实验室，通用航空器关键

部件智能循环制造、智能网联汽车

信息安全等4个省工程研究中心，还

与11家企业共建了省级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

2021年7月，国家发展改革委、

教育部联合公布产教融合试点城市

名单。常州成为首批21个国家产教

融合试点城市之一。据了解，自2021

年被认定为国家产教融合试点城市

以来，常州市集聚全市资源、激发各

方活力持续推动产教融合改革走深

走实。常州市产教融合平台载体亮

点纷呈，建立了产教融合重点项目库，

入库项目40个，总投资超50亿元，其

中常州工学院产教融合发展工程等

20个项目已建成投用。目前，常州市

共有市级综合性公共实训基地2家、

省级专项实训基地25家、省级校企合

作实训中心12家、职业院校与合作企

业共建校外实训基地1500余个，已形

成了体现常州市产业特色的公共实训

基地体系。常州工学院中德亚琛产教

融合基地等 4个项目入选国家“教

育强国”重点项目，数量全省第一。

常州工学院党委书记汤正华介

绍，常州工学院建设完成了5万平方

米的产教融合大楼，是与龙头企业共

同打造的人才培养实习实训基地和

科技创新平台。早在2020年9月，常

州工学院就与碳纤维龙头企业新创

碳谷正式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在碳纤

维人才培养及技术研发方面开展相

关工作。除此之外，常州工学院制定

了适合碳纤维新材料行业人才质量

要求的培养方案，校企共同开发了近

10门专业课程资源，编写了两部兼具

教学智能和产业特色的产教融合型

数字化教材，共建了3个校企协同的

实践实习实训基地。

有组织科研“落地生花”

三月春光，万物候新，伴随着常州

工学院师生的回归，寂静的校园又恢

复了往日的热闹。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下，明湖畔

已有同学背起书包带着书本朝图书

馆走去。春风过枝头，静静绽放的除

了海棠花，还有学子求知探索、攻坚

克难的希望。

科教产融合培养未来科技创新

人才，常州工学院有组织科研已然

“落地生花”。近三年，常州工学院以

第一申报单位获批国家级科研项目

57 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

2022年和2023年分别立项18项、21

项，分别位居全省同类高校第一和第

二位；荣获省部级以上科研成果奖16

项。不久前，常州工学院作为第一完

成单位和通讯作者单位在《Nature

Communications》《中国科学》《科

学通报》等国内外权威期刊上发表研

究论文。

当前，常州正抢抓高等教育新一

轮发展契机，积极引进、整合、扩大

高校资源，促进产教城协同创新，全

面提高在常高校助力“新能源之都”

建设的供给能力、创新能力和服务

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常州高等教

育年度十件大事之一，常州工学院科

技创新团队研发的磁悬浮电机成套

装备技术及其应用水平取得了国际

领先的好成绩。该项目已完成百余

类磁悬浮高速电机的开发和应用，

最大功率达 1.5 兆瓦，最高转速达

80000转/分钟。

这一突破的取得，与常州工学院

强化有组织科研、持续提升学校科技

创新与社会服务能力密不可分。常

州工学院有关负责人表示，学校电气

信息工程学院朱益利、李渊、于建英

3位博士一拍即合，组成了科技创新

团队，依托江苏省高校特种电机研究

与应用重点实验室，以科技入股方式

组建了明磁卓控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他们结合地方产业发展需求，以

高速磁悬浮电机设计、特种电机优化

设计为主要研究内容，自主研发了磁

悬浮高速电机设计软件。

另外，常州工学院不断深入推进

“一院一镇，百团百企”行动，全校102

个科技团队，深度对接45个乡镇（街

道、园区）、600多家企事业

单位，近三年横向科研项目到账金额

累计达3.9亿元。同时，学校切实增

强宣传思想文化的辐射作用，推进大

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常州分院、新

能源产业发展战略研究院等智库建

设，多项研究成果获所在省市领导的

批示与肯定。

现代产业学院、国际化
教育等平台建设亮点纷呈

人才是产业发展的基础，常州

“新能源之都”建设急需大量新能源

产业领域的人才储备。

近年来，常州工学院为地方输送

了大量新工科人才。具体而言，在人

才培养方面，常州工学院近三年毕业

生毕业去向落实率94.4%，位居全省

高校前列；毕业生留常就业率34.9%，

位居在常高校前列。在人才队伍方

面，学校不断完善人才引进政策，花大

力气招引高层次人才。近三年投入资

金2亿元，引进220余名博士。截至目

前，常州工学院具有博士学位的教师数

为570人，占专任教师总数的55%；近

三年新增江苏省高校教学、科技创新

团队6个，江苏省教学名师2人，入选

俄罗斯自然科学院外籍院士1人。

为什么说常州工学院要致力于

打造一所地方性、应用型、国际化的

大学？其鲜明的特色是如何体现

的？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看看

常州工学院在这块人才培养改革“试

验田”上的耕耘。

人才培养，常州工学院尤其重视

平台的建设。

据介绍，常州工学院以与地方、行

业、园区、企业共建的平台为载体，深

化产教融合，实现了“五融合”，即专业

与产业、专业标准与职业发展、教学资

源与产业资源、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

教育发展与产业标准的融合。

“通过产业学院的设立，我们打

破了学科专业的壁垒。在产业学

院，我们根据产业实际需要设置有

关课程，调配全校资源，多个学科的

老师共同培养学生，也选聘企事业

单位专家、技能大师等担任‘产业教

授’。”常州工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

张兵表示。

怎么样在教育改革中体现真实

的产业需求？怎么样使人才培养

高度吻合企业期望？可以看到，常

州工学院的经验是从培养方案的制

定到课程建设、课堂组织、探究性实

验项目的开发，都与常州地方产业

发展定位高度一致、高度耦合，动态

式相互促进并迭代升级，真正意义

上实现“产教深度融合，校城一体

发展”。

目前，常州工学院获批国家级现

代产业学院1个、工信部“专精特新”

产业学院1个、省重点产业学院3个，

产业学院建设位列全国高校前列。

让教育走出“象牙塔”，让企业走

入学校，衔接起培养与使用的纽带，

才能促进社会繁荣发展。为此，教育

部和工信部两部委联合发布了《现代

产业学院建设指南（试行）》，强调了

“产教融合”。

在第七届产教融合发展战略国

际论坛上，汤正华提出，现代产业学

院建设是应用型本科高校未来发展

方向。

一方面，要推进产业学院建设，

构建基于现代产业学院的“3+1+N”

人才自主培养模式，“3”是3年产教

融合工程教育，“1”是1年企业深度

学习，“N”是N次递进式项目研习，包

括微专业研习、科研项目研习、企业

工程项目研习、行业知识研习、企业

文化浸润等。

另一方面，则是要深化国际交流

合作，打造国际化育人新平台，如举办

非独立法人中外合作办学机构——常

州工学院赫特福德学院，聚焦智能制

造领域，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辐

射、带动全校所有学科专业建设。

2023年 7月25日，教育部党组

成员、副部长吴岩到常州调研职业教

育产教融合发展工作。吴岩对常州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深入推进产教融

合所取得的成绩给予肯定，并指出常

州要完善产教资源布局优化机制，进

一步推进产业和职业教育资源紧密

融合，形成产业链和教育链衔接的生

态系统。完善产教协同育人提升机

制，建立一支“双师型”教师队伍，打

通校企人员双向流动的渠道，着力推

进校企联动、互兼互聘。完善平台载

体建设共享机制和产业企业培育机

制，强化资源共享共用，积极培育产

教融合型企业，推进校企合作共赢。

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是一项

综合性、系统性改革试点，有利于促

进教育、产业要素集聚融合、优势互

补，打造支撑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

常州产教融合目标定位明确，提出的

各项政策举措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

性，与国家产业和生产力布局相匹

配，尤其是近年来在促进教育链、人

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方面

的探索，在全国起到一定的示范引领

和标杆作用。

“伴城而立，融城而兴”，常州工

学院提供了产教融合常州经验，进一

步擦亮常州“产教名城”的金字招牌，

已建设成为一所以工科为主、七大学

科协调发展、产教融合特色鲜明的地

方应用型本科高校。

一个宜居宜业的产业新城，正在

江苏省拔节生长，一个个融合互动的

光影里，映照的不仅有产业前行的奋

斗足迹，更有地方高校教育改革的坚

实步伐。

（本版图片均由常州工学院提供）

常州工学院：“万亿之城”
光影下的地方应用型本科高校

明湖映照下的常州工学院

辽河路校区图书馆

常州工学院与合作企

业共建复合材料大部件研

发检测实验室

常州工学院项目“景超化工——全国危化品行业供应链安全管理

领航者”在中国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2023）“高教主赛道”中喜获银奖

师生在机电测

控技术实验室进

行机器人焊接工

艺的实践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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