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温州职院：校因城而立 城因校而盛

从捣墙的“破”到共同体的“融”，高职教育“温州模式”再升级——

校因城而立 城因校而盛

■强国建设 教育担当·实践篇

提起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很多人脑海中会立刻浮现出“捣墙”这个词。2006年，温州

职业技术学院在国内高职院校中率先发起一场“捣墙运动”，一堵堵标准教室的隔墙被

拆掉，教学楼变成一个个实训车间。以此为开端，理实一体成为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的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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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特色。十几年过去，温州职院用“理念之变”不断回答“发展之问”，创造性地实行

“东西南北中”分布式办学，下沉到县域，融入产业聚集区，打造五个“共同体”。从

捣墙的“破”到共同体的“融”，走出一条“校因城而立，城因校而盛”的发展道路。

“职业教育怎么办，关键看能否跳出学校办学校；职业教育办得好不好，关键看产教融

合深不深。”学校党委书记王靖高总结了学校高速发展的密码。

“学校发展蒸蒸日上，特别是最近5年。”谈到温州职院的变化和发展，作为建校

“元老”的校党委委员童卫军感受颇深。

在童卫军看来，最近5年，学校最大的变化是变大了。“温州职院有多大？整个温州

能装下。”这虽然是教师们的一句玩笑话，但也真实表明，学校打破物理空间的限

制，通过“东西南北中”分布式办学布局，不断将服务半径扩大。

与区域共生共荣
跳出学校办学校



“东西南北中”的中间位置，是温州市的高教新区，温州职院主校区就位于这里。

位于南面的瑞安学院是温州职院下沉县域办学的初次尝试。2016年，瑞安市政府划

出245亩地，投资7亿元，与温州职院共建瑞安学院，之后每年拿出1000万元专项

资金用于瑞安学院的发展。北面的永嘉学院建在浙江山区26县之一的永嘉县，对于

一个发展相对落后的山区县，能拿出340亩地、12亿元建好校区交给温州职院，无

疑是个大手笔。西面是温州职院与瓯海区政府共建的设计学院，位于时尚智造小镇

的核心区，这个占地72亩、投资6亿元的崭新校区正式启用刚好一年。东面的鹿城学

院是育训结合的社会服务培训基地，学校与温州市经信局共同打造的企业综合服务

平台也在东面运营。

南北两翼主打赋能县域经济社会发展。南面瑞安学院致力于打造市域产教联合体，

学院连续4年毕业生留瑞率超65%。北面永嘉学院实行中高职一地式一体化办学，通

过中高职衔接共同体的打造，带动当地职业教育的发展，同时助力永嘉泵阀等传统

产业升级，以文旅专业服务乡村振兴。瑞安学院和永嘉学院作为各自县域内的第一

所大学，不仅提高了县域的教育层次，也丰富了县域的文化内涵。



东西双核则聚焦园区特色服务。西面设计学院牵头成立行业产教共同体，引领温州

鞋服时尚轻工产业转型发展。在温州职院和瓯海区政府的共同努力下，时尚智造小

镇被评为浙江省首批特色小镇。东面建成数字职教共同体，学校独立运营的企业综

合服务平台，不仅精准对接市经信局的政务数字化需求，而且为超过30万家企业提

供了融资对接、技术诊断、法律咨询等服务，赋能企业数字化转型，成为浙江省服

务“专精特新”企业的示范平台。同时，平台也作为“职教数字大脑”，为校企间

的定向研发、成果转化、人才培养、供求匹配、实习就业牵线搭桥。

“郡县治，天下安。”作为温台模式的发源地，温州所辖县市虽然有着40年民营经

济打下的雄厚产业基础，但在城市化浪潮中也面临着来自城市持续虹吸的压力。正

是深切感受到人才要素匮乏对县域发展的阻滞，同时看到高职教育对县域发展的拉

动，各县市纷纷向温州职院抛来橄榄枝。因此，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

研究所所长徐国庆教授在温州调研后对“东西南北中”分布式办学给予了肯定，他

表示：“高职下沉县域办学，不仅能迅速捕捉到区县产业人才需求的变化，紧密对

接区域发展需求，而且使优质教育资源在本地‘生根’，显著提升毕业生的本地留

任率。”

受益的当然不仅是县域，温州职院始终与区域共生共荣。几年来，温州职院荣获了

全国“双高”校、全国优质高职院校、全国黄炎培职业教育优秀学校奖、浙江省重

点高职院校等荣誉。

“‘跳出学校办学校’撬动各类资源为学校发展服务，不仅解决了学校办学空间不

足这一最大难题，而且实现了产教深度融合，为学校升本打下坚实基础。”王靖高

说。



“潘院长来啦！今年能不能给我们200名学生？”来到时尚智造小镇会客厅，一位年

轻人健步走了进来，边说边坐到同行的温州职院党委宣传部部长潘玲珍身旁。潘玲

珍介绍，来者是温州市服装品牌联合会会长杨礼白。“我不是刚从设计学院卸任

吗，他们还是习惯叫我潘院长。你看，又找我来要人了。”潘玲珍笑着解释。

温州市高教新区发展中心主任陈弦表示，小镇里聚集了400多家鞋服企业。“鞋服是

温州的传统优势产业，企业生产制造水平很强，但前期的面料设计和后期的品牌输

出能力却很弱，所以我们非常需要设计学院为传统产业赋能。”陈弦说。

双方合作伊始，温州职院就向瓯海区政府表了态：“专业随便选，小镇需要哪类人

才，我们就开设相应专业。”于是，服装与服饰设计、鞋类设计与工艺、传播与策

划、产品艺术设计等跟时尚制造产业相关的专业纷纷落户设计学院。

设计学院采用“2+1”的育人模式，前两年学生在温州职院主校区学习基础知识和

技能，第3年进入设计学院，根据兴趣和能力，选择进入不同方向的大师工作室，在

由教师和企业技术骨干组成的团队带领下，完成企业真实项目。去年6月，高颜值的

小镇新校区正式启用，500多名学生进驻。“这些学生今年毕业，我们统计了一下，

有100多人留在了小镇。”陈弦对此感到非常满意。

教育链耦合产业链
紧贴产业办专业



杨礼白则希望设计学院能扩大招生，“有多少我们企业要多少”。杨礼白瞄准时尚

智造“微笑曲线”的两端，牵头在小镇建设数字经济与时尚产业相结合的产业集聚

综合体和电商直播产业园，光是电商直播这一新赛道就有上千人的需求。

“区域有什么支柱产业，学院就设立什么专业”，瑞安学院的建设也秉承这一思

路。汽摩配、机械电子是瑞安市的支柱产业，温州职院就将汽摩零部件专业设在了

瑞安学院，组建了10个订单班，并与中国汽车零部件百强企业瑞立集团共建瑞立产

业学院，助力瑞安汽摩配产业竞争力持续提升。“对应智能装备、汽车零部件、新

能源、新材料、轨道交通五大产业链，我们设置了新能源汽车、机电装备（含新能

源装备）、智慧商贸、轨道交通4个专业群，增设了5个新专业。”瑞安学院院长刘

海明说。

随着新能源汽车产业的迅猛发展，瑞安市传统汽摩配产业也与时俱进，向电动化、

网联化、智能化方向转型。为适应产业转型，瑞安学院撤销了原有的汽车电子技术

专业，改为开设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新专业每年招三至四个班级，预计一半以

上的学生毕业后会留在瑞安，从事新能源汽车的装调、质检、生产现场管理、维修

与服务等工作。”新能源汽车技术专业负责人胡允达说。



温州职院随产业变化“建新、汰旧、扶强”优化专业结构，在这一过程中，东面的

数字职教共同体发挥了重要作用，这里就像一个学校的信息触角和资源吸盘。学校

利用自己运营的企业综合服务平台，对温州市重点产业的企业人才现状与紧缺专业

人才需求状况开展调查，向全市7000多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发放了调研问卷，并选

取其中的100家企业进行深度访谈，制定《温州产业人才开发指引》，分析温州市重

点产业人才的紧缺情况，编制19份《产业紧缺人才岗位目录》，对温州产业人才进

行全景式量化分析并细分岗位人才画像。

这项工作不仅为政府部门提供了决策依据，也为学校专业和岗位的调整提供了精准

指导，2022年学校新增10个专业，调整了14个与产业关联度低的专业，现有的42

个专业覆盖了温州的主要支柱产业。

“我们温州职院，如果还只是去适应产业发展，那就太落后了，我们要做的是引

领。”王靖高自信地说。

王靖高认为，办职业教育，最低的要求是适应当地产业发展，走与产业需求对接的

路子。再进一步就要能支撑产业发展，做大做强优势专业群，做到“办一个专业

群，兴一方产业，活一方经济”。引领产业发展则是职业教育服务经济发展的终极

目标，一方面要服务国家战略、为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作贡献，另一

方面要研发新技术、创造新业态、开拓新市场，引领区域产业发展。

人才链赋能创新链
坚持立地搞研发



温州职院之所以有底气喊出引领产业发展的口号，靠的是立地研发。

在温州职院中心校区里，有一幢专为研创而设的综合体——技术研创大楼。在这

里，学校以“产学训研创用”的理念打造科教融汇共同体，推动产业链、创新链、

人才链深度融合。

走进技术研创大楼，长长的一面墙上，挂满了发明专利证书，令人十分震撼。据了

解，学校授权发明专利数已连续四年位居全国高职院校第一，每年科研到款额超

4000万元。

大楼一层东侧是材料成型与表面强化技术中心。学校联合温州大学和温州头部企

业，共同组建高水平创新团队，开展材料表面改性机理攻关，成果获得了浙江省科

技进步奖一等奖。“电气产业是温州制造业的王牌，生产中大量用到刀具和模具，

而我们研发的纳米涂层技术可以用在刀具模具表面，大大延长刀具模具的使用寿

命，降低企业生产成本。”团队负责人郎文昌博士说。这支由高职院校牵头的创新

团队也入选了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

在大楼五层西侧，温州职院校长方益权得意地将学校和中国联通温州分公司共同成

立的工业互联网研究院介绍给记者。校企双方在这里联合攻关，以“互联网+”技

术，助力当地工业制造企业实现从研发设计到智能生产、再到供应链协作和营销服

务全生产流程的互联网化转型。

“研究院为当地制造业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提供了一系列技术研发服务。比如，在

电气领域为企业定制开发智能化生产调度、自动报工、项目进度实时跟踪等系统，

解决企业生产过程中调度工作量大、进度跟踪难的问题；在汽车零部件和新能源领

域，为企业开发MES系统，实现设备监控、故障报警、生产质量全流程追溯，提高



企业产品质量和核心竞争力。研究院自主研发的工业互联网应用开发平台，可以使

开发效率提升10至30倍，有效降低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本。”方益权仔细地介绍。目

前，研究院累计签约智能工厂的合同金额已超亿元。

立地科研不仅引领和带动着温州产业的发展，而且反哺和赋能温州职院的教育教

学。学校将科研项目融入毕业设计、实验实训、技能竞赛、教学案例、课程教材、

教学标准，实现“教学出题目、科研做文章、成果进课堂”。比如，学校的软件技

术专业教师带领部分学生为企业做信息化系统开发。这些参与一线研发的学生在日

常教学中还充当着“课堂教学助理”的角色，以“老带新”“强帮弱”的形式实现

以点带面、以面带全，在科技服务中提升专业实践能力。

在2022年举办的中国创意锁具设计大赛中，温州职院两名学生凭借出色的设计方案

荣获优秀奖，成为唯一的高校获奖单位。两名学生设计的锁具方案被一家企业看

中，成功转化为产品落地。正因为学校以各类产教融合项目为学生提供了大量企业

实践和参与科研的机会，才促成了学生设计成果的转化和落地。

温州三面依山、一面靠海，山多地少的地貌成就了温州企业家走遍千山万水、说尽

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吃尽千辛万苦的“四千”精神。也正是凭着坚韧不拔的

品格、守正出奇的创新和对外部资源灵活运用的能力，温州职业技术学院勇立潮

头，用“四千”精神擘画出高职院校扎根区域办职教的生动图景。

（中国教育报记者 翟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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