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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带一路”发展战略的提出，南

宁学院转变办学思路，服务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转变办学体制机制，深化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提升到

服务国家发展战略的新高度，强化与深化

了高等教育发展对“一带一路”国家战略

需求的参与度、支撑度。

与行业合作，共同增强服务“一

带一路”建设的能力

根据国家“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和

国务院印发《质量发展纲要（2011－2020
年）》提出建设质量强国的要求，为解决质

量人才匮乏的问题，2014 年 1 月 13 日，南

宁学院与广西质量技术监督局（以下简称

“广西质监局”）以及广西质监局属下的广

西质量技术工程学校在南宁学院举行合

作办学签约仪式，南宁学院与广西质监局

实行一体化合作办学，共同致力于计量、

标准化、检验检疫、认证认可等技术领域

人才的培养。目前，广西质量技术工程学

校已经整体搬迁到南宁学院办学，并重组

为南宁学院的二级学院——机电与质量

技术工程学院，完成了磨合过程。

南宁学院与广西质监局的合作办学

开创了广西混合所有制办学的先例，率先

搭建了从中职、高职到应用技术本科的立

交桥，弥补了学科专业的空白。合作协议

生效后，南宁学院在发展定位规划中，明

确将“质量技术监督工程”，确定为学校重

点建设的两大跨学科专业集群之一，优先

发展、特色发展，并于 2014 年依托原有专

业开办了电梯、锅炉等质检系统急需的专

科专业人才培养。2015年，南宁学院申报

““教育部教育部--中兴通讯中兴通讯 ICTICT产教融合创新基地产教融合创新基地””落户南宁学院落户南宁学院。。 作者供图作者供图

高等教育面临“一带一路”发展的新机遇，学校最应思考的不是“我们能够做什么”而是“社会需
要我们做什么”“国家战略发展需要我们怎么做”。南宁学院的实践证明，以需求为导向，主动参
与、主动融入、主动支撑、主动引领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进一步贴近国家发展战略要求，是地
方高校转型发展的重要渠道，也是地方高校特色发展的必由之路。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南宁学院的实践与经验

□文/赖 每 陈雄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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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办“质量管理工程”本科专业获得教育部

批准，成为广西第一个、全国第五个开设该

专业的高校。广西质监局依托南宁学院组

织了近 5000人次的行业人员培训，广西质

监局下属的特种设备院、质检院等机构向

南宁学院投入了电梯、锅炉、质监仪器等近

1700万元的教学仪器设备，建成质量类实

验室近10个。近30位具有博士学历、高级

职称的质检专家加入了南宁学院教师队

伍，充实了南宁学院建设“质量技术监督工

程”特色学科专业群的办学实力，使学科专

业能够错位发展，差异竞争，特色发展。

国家质监总局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

书记和党中央关于“发挥广西与东盟国家

陆海相邻的独特优势，加快北部湾经济区

和珠江－西江经济带开放开发，构建面向

东盟的国际大通道，打造西南中南地区开

放发展新的战略支点，形成 21世纪海上丝

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重要

门户”的战略部署，全力支持广西各行业对

接东盟，服务国家发展战略。鉴于南宁学

院与广西质监局合作进行质量人才培养方

面的优势，今年5月18日，国家质监总局党

组副书记、副局长梅克保率领总局多位司

局长考察南宁学院。国家质检总局相关司

局及直属机构基于国家与区域发展的重要

战略需求，发挥高校、质监、检验检疫、食药

监、安全监督管理等部门的优势资源，以及

地方优质企业共同构建“中国－东盟检验

检测认证高技术服务集聚区”。其中重点

内容之一是利用广西质监局与南宁学院开

展一体化合作办学的平台，多方合作建设

东盟质量人才培养基地和质量科学协同创

新中心，共同打造中国东盟质量人才培养高

地和质量科学研究智库，宣传“中国技术、中

国标准”，支撑广西“一带一路有机衔接门

户”建设，更好地服务中国制造、中国装备走

向世界。 如此一来，南宁学院的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将更紧密贴近服务“一带一路”发

展战略的需求，发展的空间更为宽阔。

与企业合作，为中国制造与装备

走进“一带一路”保驾护航

南宁市轨道交通（地铁）建设项目是一

个庞大的工程，工程能否如期完工并规范

运营，人才是关键。基于南宁市轨道交通

发展的迫切需要，经过反复沟通协商，南宁

学院与南宁轨道交通有限责任公司达成校

企合作协议，合作共办城市轨道交通控制

专业及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专业。

迄今为止，学校与南宁市轨道交通有

限责任公司已联合招收培养五届学生，南

宁市轨道交通有限责任公司考评录用了大

部分毕业的学生。根据合作框架协议，南

宁学院与南宁市轨道交通有限责任公司共

同投入资金，建成了“轨道交通系统运行与

控制实验中心”，新增教学仪器设备总价值

约 1000 万元，基本能满足一般教学需要。

2014年上半年，学校与南宁市轨道交通有

限责任公司联合申报南宁市的人才小高地

获得批准。南宁市轨道交通小高地是第四

批南宁市人才小高地，该小高地通过引进

国内轨道交通业界专家学者，以人带技术

的模式，消化吸收先进技术与协同研发创

新并行，努力把轨道交通运行与控制实验

协同创新中心建设成为广西区内唯一且华

南地区领先的轨道交通人才小高地、中

国－东盟轨道交通运行与控制实验创新共

享平台。

南宁学院与南宁市轨道交通公司的合

作，对于助力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

具有重要的意义。2013 年 9 月，来南宁参

加第十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的泰国教育部

官员在参观了学校的轨道交通办学条件

后，随即组织 20 多位大学校长来校观摩，

并与学校签署合作培养轨道交通人才的协

议。2014年 4月，第一期来进修的 26名泰

国高校教师完成进修学习。泰国是李克强

总理最早进行中国高铁项目推介的国家，

“一带一路”发展战略提出后，南宁学院也

加大了轨道交通、高铁人才培养在泰国的

推销活动，学校校长赖每教授亲自到泰国

20多所高校进行宣讲。2015年春季，南宁

学院与泰国方面达成协议，泰国教育部选

派的 30 名公费留学生将进入南宁学院进

行为期一年的轨道交通与高铁的学习。泰

国教育部还与学校协商进行机车车辆、运

营调度指挥、通讯讯号、高校轨道专业教师

的培养计划，南宁学院的轨道交通人才培

养模式获得了东盟国家的认可。

用我国的装备制造、流程、标准、教材

培养国外的人才，这就为国外采用我国的

标准、装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高等

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形式。目

前，南宁学院利用与地处邕宁区新兴产业

园的南车轨道交通装备有限公司地理位置

相近、人才培养互补性高等现有有利条件，

进一步探讨、充实合作培养外国轨道交通、

高铁人才的方案，共同为中国制造、中国装

备走向“一带一路”保驾护航。

攀亲嫁接优势产业，支撑中国－

东盟区域性信息交流中心建设

“一带一路”既是经济带、产业带、文化

带，也是信息高速公路，信息产业与新一代

信息技术既是广西要重点发展的“14+10”
千亿支柱产业之一，也是广西走向东盟，服

务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技术前提。

为对接广西的信息产业群，南宁学院致

力于打造信息与通信工程专业群，学校与国

内 ICT产业的龙头企业中兴通讯集团建立

了基于利益共同体的稳固校企合作关系。

南宁学院与中兴通讯集团合作共建

“南宁学院－中兴通讯工程学院”。合作之

初，中兴通讯就以“以明天的技术培养今天

的学生”为建设宗旨，陆续将 4G LTE移动

通信、物联网、智能交换及智能物流等中兴

通讯最前沿、最核心的技术及通信设备投

放到南宁学院，支持广西下一代信息技术

产业的发展。2014 年 7 月，南宁学院携手

中兴通讯斥资 1700 万打造的国内顶尖通

讯实训室第一期建设工程已顺利完成，第二

期建设工程也接近尾声。放眼全国同类院

校，其建设标准之高、实训设备之新也是屈

指可数的。先进的实训设备与人才培养模

式，吸引了大量的学子，短短两年时间，在

校学习 4G移动通讯技术的本科生超过了

300人。

为强化协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能

力，今年 4 月 16 日，南宁学院与国家教育

部、应用技术大学联盟、中兴通讯股份有限

公司签署协议，获批成为“教育部－中兴通

讯 ICT产教融合创新基地”，拿下了学校第

一个国家部委级的创新平台。该平台以南

宁学院学生与教师为创新科研的人员主

体，以中兴通讯技术及产品和人员训练为

基础，深入开展产教融合创新实践，重点推

进智能城市管理、智能工业、精细农牧业、

智能交通、智能物流、智能医疗等应用示范

工程进行二次研发创新，将研发成功的产

品、解决方案，通过中兴通讯的全球销售网

络，侧重向“海上丝绸之路”国家进行销

售。所以，南宁学院“教育部－中兴通讯

ICT产教融合创新基地”的建设，为学校参

与中国－东盟区域性信息交流中心建设，

更好地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搭建了难得的

先进技术平台。

（第一作者系南宁学院校长、教授；第

二作者系南宁学院副校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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