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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考察点 计分 

1 
基本 

情况 

案例名称与类别准确、简明地反映出案例的主要内容和特征，

案例经过两年以上实践检验（高校牵头申报）/一年以上实践检

验（企业牵头申报）。  
10 合作单位应在案例的方案设计、论证、研究和实践的过程中做

出实质性贡献，并具有一定资质。其中，申报企业要依法在工商

部门注册设立并连续合法经营 3 年以上，顺利通过相关质量体系

认证等资格资质认定，在本行业内积累了较高知名度、信誉度。 

2 
案例 

内容 

科学性：案例应服务国家和区域发展战略，积极贯彻落实党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部署和要求，符合教育教学规律、

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产业发展规律，适应学生全面发展与产

业转型升级、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30 

创新性：1.在校企合作案例的设计、论证上有理论基础，有理念创新，

具有一定原创性；2.在实施过程中有机制、模式等方面的创新，对

已有的校企合作有创新与发展。 

两个聚焦：1.企业聚焦高校的专业建设与人才培养，校企双方共同推

进课程、教材、实验室、实训基地、教学团队等专业内涵建设，

在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方面的做法与成果； 
2.高校聚焦企业的科技创新与人员培训，积极推动创新成果转化，

开展企业员工培训，在助推行业企业转型升级方面的做法与成果。 

3 
特色 

成效 

实效性：1.在人才培养、科技转化等方面的实施成效；2.高校、企

业、社会以及教师、学生对案例成效的评价等。 
30 

特色性：在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以及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服

务经济社会发展等方面具有突出的被社会认可的特色。 

4 
综合 

水平 

典型性：案例的代表性、先进性与影响力。 

推广性：示范推广意义与复制借鉴的成效。走访活动期间签约、邀

访及参访效果，校企合作现场签约成果，宣传报道效果。 

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