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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平台支持的区域产教融合共同体运行机制 
——以苏州工业园区为例

曹磊 梁进

（ 江苏电子信息职业学院 江苏 淮安 223003 ）

摘  要  随着数字化技术的迅猛发展，数字化平台在区域产教融合共同体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本研究以

苏州工业园区为例，探索了数字化平台对产教融合共同体运行机制的支持作用。通过系统分析苏州工业园区的实

际数据，本研究采用案例分析的研究方法，深入探讨了数字化平台如何促进产学研用的深度融合。研究发现，数

字化平台通过提供数据共享、资源配置、交流合作与创新创业的有效支持，显著提高了区域产教融合共同体的运

行效率和创新能力。以苏州工业园区为例，数字化平台有助于形成开放的信息流通机制，优化知识和技能的迅速

转移，促进产教研用协同创新，从而助力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与人才培养的完善。此外，本研究还指出了在数字

化平台支持下存在的挑战，如数据安全、平台可持续发展和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协调等问题，并对如何克服这

些挑战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通过本研究的深入分析，将有助于理解和推广数字化平台在区域产教融合共同体中

的应用实践，为其它区域和领域提供可借鉴的经验。总体来说，苏州工业园区的实践为其他地区提供了宝贵的经

验，有助于推动区域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有效运作和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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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digital technology, digital platforms play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regional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communities. This study takes Suzhou Industrial Park as an example to explore 
the supportive role of digital platforms in the operational mechanisms of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communities. By 
systematically analyzing actual data from Suzhou Industrial Park, this research employs case study methodology to del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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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信息技术和内容的数字化革新，越来
越多的领域在实现其业务流程的数字化。尤其
在教育和产业合作中，新的技术大大改变了以
往的运作模式，使得产教融合共同体成为新的
研究热点。近年来，多区域性产教融合共同体
使用数字化平台以提高协同性和效率，其中，
苏州工业园区的实践便是一个显著的例子。在
这个崭新的领域里，数字化平台的作用正在被
深入研究和挖掘。本文以苏州工业园区为例，
通过深入理解和分析其数字化平台对产教融合
共同体运行机制的支持作用，旨在揭示数字化
平台如何通过提供数据共享、资源配置、交流
合作与创新创业的有效支持，来显著提高区域
产教融合共同体的运行效率和创新能力。研究
发现，数字化平台的适应性和灵活性能加速信
息交流，优化知识和技能转移，进一步推动产
学研用的深度融合。然而，挑战和机会并存。
在数字化平台提供的便捷和效率提升的同时，
也存在着数据安全、平台可持续发展和不同利
益相关者之间的协调等问题。因此，本文也将
深入探讨如何从技术、管理和政策等多方面应
对这些挑战，确保数字化平台可以持续、稳定

地支持产教融合共同体的运行。

1 数字化平台在现代社会的角色和重要性

1.1 数字化技术的发展与影响

数字化技术自 20世纪末进入迅猛发展的
轨道，对社会的各个层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1]。
在经济领域，数字化通过提高生产力和效率，
重塑了传统产业的运作模式，并推动了新兴产
业的兴起。教育方面，信息技术的普及使得在
线学习和远程教育成为可能，教育资源得以广
泛共享，教学方式更加多元化 [2]。在社会文化
领域，数字化提升了信息传播速度与范围，推
动了全球化进程和文化交流。数字化技术还引
发了一系列社会变革，包括工作方式的多样化、
生活方式的数字化以及社会交往的网络化。
1.2 数字化平台的角色和功能属性

数字化平台在现代社会中扮演着多元化的
角色，其功能属性可以从多个角度进行分析。
数字化平台是信息共享的核心枢纽，通过高效
的数据交换促进知识的快速传播。它作为资源
配置的优化器，能够提高资源使用效率，支持
多方利益的协调与合作 [3]。数字化平台促进了创

into how digital platforms facilitat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cademia,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The findings 
reveal that digital platforms significantly enhance the operational efficiency and innovation capability of regional indus-
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communities by providing effective support for data sharing, resource allocation, communica-
tion cooperation, and innovation entrepreneurship. In the case of Suzhou Industrial Park, digital platforms help to form an 
open information flow mechanism, optimize the rapid transfer of knowledge and skills, and promote collaborative inno-
vation among industry, education, and research, thereby contributing to sustainabl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improved talent cultivation. Furthermore, this study identifies challenges under digital platform support, such as data se-
curity, platform sustainability, and coordination among different stakeholders, and offers targeted suggestions to overcome 
these challenges. Through in-depth analysis, this research will contribute to understanding and promoting the 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digital platforms in regional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communities, providing reference experiences 
for other regions and fields. Overall, the practices in Suzhou Industrial Park provide valuable insights for other areas, aid-
ing the effective oper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communities.
Keywords Digital platforms;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community; Suzhou Industrial Park; Operational mecha-
nism; Cas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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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创业，通过连接不同领域的专业知识和技术
资源，加速产品开发和市场化进程。数字化平
台还构筑了开放的交流合作空间，提升了合作
方的沟通效率，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
1.3 数字化平台在产教融合中的应用状态

数字化平台在产教融合中具有显著的应用
状态，成为连接产业与教育界的关键纽带。这
些平台实现了教育资源与产业需求的精准对
接，推动知识的快速传播与技能的精准培养。
数字化平台通过提供实时数据共享、在线课程
及互动工具，加速了教育与行业间的协同创新，
助力产教融合共同体的高效运行。这种应用还
支持创新创业活动，增强区域经济的竞争力与
人才培养的效果 [4]。其应用状态显示了在信息
流通、资源配置及合作领域的显著优势 [5]。

2 区域产教融合共同体简述及其运行机制

2.1 区域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定义和构架

区域产教融合共同体指的是在特定地域
内，产学研用各方共同为推动经济发展和提高
人才培养质量而建立的协作组织。其构架通常
包括政府机构、教育机构、企业及科研单位等
多方参与者。政府机构负责提供政策支持与资
源引导，教育机构侧重于知识传授与技术培训，
企业提供实际应用场景及市场需求反馈，科研
单位则引领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在这种组织
下，各方根据共同目标协同合作，资源共享，
信息交流密切。在数字化平台支持下，信息流
通更加顺畅，促进了构架内各环节的高效互动
与创新生成。通过这样的机制，区域产教融合
共同体有效增强其运行效率与竞争优势 [6]。
2.2 产教融合共同体的运行机制及其特点

产教融合共同体的运行机制主要体现在资
源整合、协同合作和创新驱动三个方面 [7]。通
过区域内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的资源联动，

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需求的无缝对接。共
同体成员在交流与合作中形成紧密联系，提升
整体协作效率，推动知识和技能的快速转移与
应用。创新驱动则促使参与方在产品研发、技
术创新和市场开发方面展开深度合作，从而提
升区域整体的竞争力和发展潜力。这些特点构
建了一个高效、开放和动态的运行框架。
2.3 数字化平台如何支持产教共同体的运行

数字化平台通过提供实时数据共享，加速
信息流动，优化资源配置，有效支持产教融合
共同体的运行，增强协同创新能力，并促进知
识与技能的迅速转移，为区域经济和人才培养
提供持续动力。

3 苏州工业园区的数字化平台实践

3.1 苏州工业园区在数字化平台应用的背景介绍

苏州工业园区作为中国现代化开发区的典
范之一，其数字化平台应用背景深受高新技术
产业集群发展的影响。园区自建立以来，不断
引入先进的信息技术和管理系统，以推动区域
经济的发展和创新。各类企业、教育机构和研
究机构在园区内的集聚，为数字化平台的应用
提供了充足的基础和实践场景 [8]。政府政策的
支持和园区内创新创业氛围的营造，进一步促
进了数字化平台在产教融合共同体中的广泛应
用。苏州工业园区既是数字化技术应用的推动
者，也是创新实践与产教融合的试验地，有力
地反映了数字化平台在构建高效、协同的产教
融合机制中的重要作用 [9]。
3.2 数字化平台在苏州工业园区产教融合共同

体的应用实践

苏州工业园区的数字化平台在产教融合共
同体中的应用实践主要体现在多个方面。通过
平台数据的实时共享，企业、高校和科研机构
能够更有效地进行信息交流和资源整合 [10]。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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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合作促进了产教研用的深度结合，实现了知
识和技能的快速转移。数字化平台的使用简化
了创新创业的流程，增强了各机构间的协同创
新能力。园区内的数字化平台还积极推动跨领
域合作，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新动力，为人
才培养提供了可靠的支持 [11]。这样的应用实践
提升了苏州工业园区在产业和教育协同发展的
整体水平。
3.3 数字化平台对苏州工业园区产教融合共同

体带来的改变

数字化平台在苏州工业园区极大提升了信
息共享能力，加强了企业与教育机构的协同创
新，优化了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了区域经济发
展和人才培养水平的提高。

4 数字化平台支持下的面临挑战及其应

对策略

4.1 数据安全问题及解决方法

数字化平台在促进区域产教融合时，数据
安全问题成为一个关键挑战。由于平台涉及大
量商业机密、科研成果和教学数据，其安全性
直接影响到各方利益。有效的数据加密技术是
保障数据传输和存储安全的基础。建立健全的
数据管理和访问控制机制至关重要，以确保仅
授权人员能够访问敏感信息。定期的安全审计
和监控可以识别潜在漏洞，防止数据泄露事件
的发生。通过提升整体防范能力和风险管理水
平，可为数字化平台环境中的数据安全提供坚
实保障 [12]。
4.2 平台可持续发展的挑战及应对策略

数字化平台的可持续发展面临诸多挑战，
是技术更新与维护的压力。数字化技术日新月
异，平台需不断进行技术升级，以保持竞争力。
资金投入也是一个关键问题，平台的持续运作
和优化需要稳定的资金支持，获取长期资金并

不容易。平台的商业模式和盈利能力也直接影
响其发展，可持续的营收模式有助于平台健康
运作。建议通过多元化的业务模式，探索新的
合作伙伴关系，并加强平台的盈利能力，以克
服可持续发展中的这些挑战。
4.3 利益相关者间的协调问题与解决建议

在数字化平台支持的区域产教融合共同体
中，协调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是关键所在。
不同利益方，包括政府、企业、教育机构和研
发组织，常常因目标和资源分配差异而产生冲
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建立透明的沟通机制，
确保信息及时共享并达成共识。通过制定明确
的合作框架和利益分配机制，可以有效促进各
方的积极参与与协作。数字化平台应具备监测
与反馈功能，以便及时调整策略，保障所有利
益相关者的需求得到合理满足。

5 对区域产教融合共同体中应用数字化

平台的启示

5.1 数字化平台推动产教融合共同体成果总结

苏州工业园区的实践表明，数字化平台在
推动区域产教融合共同体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数字化平台通过提供便捷的数据共享机制，使
不同利益方能够快速获得所需信息，从而在信
息交换中实现效用最大化。资源配置效率的提
升则是通过优化利用园区内的教育、研究、和
企业资源，使这些资源能够更有效地满足各方
需求。交流合作方面，数字化平台为产学研用
之间搭建了高效沟通的桥梁，减少了传统模式
中的信息壁垒和沟通障碍。创新创业机制的支
持是数字化平台赋予区域产教融合共同体的一
大优点，通过平台提供的各种工具和资源，创
新者能够更快速地实现概念验证和市场化。总
体来看，数字化平台不仅提高了运行效率，还
显著加强了区域经济的创新能力和人才培养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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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为实现产教研用的深度协同提供了有力支
撑。这些成果证明数字化平台是现代区域产教
融合共同体发展的核心引擎。
5.2 对其它区域和领域的参考和启示

数字化平台在区域产教融合共同体中的成
功应用为其它区域和领域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
启示。其在信息共享、资源整合和协同创新等
方面的优势，展示了数字化技术在推动产学研
合作中的潜力。其它地区可借鉴苏州工业园区
的经验，强化平台在政策制定、技术升级和用
户体验方面的支持体系。要针对不同行业和教
育机构的特殊需求，定制化数字化方案，以便
更好地服务于区域经济的独特目标。在面对数
据安全、平台维护和多方合作等挑战时，提前
规划和多利益相关者协作机制尤为关键。这些
经验能够帮助其它地区更有效地推动产教共同
体的建设和发展。

6 结束语

本文通过对苏州工业园区数字化平台支持
的区域产教融合共同体运行机制进行深入研
究，得出结论，数字化平台通过提供数据共享、
资源配置、交流合作与创新创业的有效支持，
极大地推动区域产教融合共同体的运行效率和
创新能力。同时，以苏州工业园区为例，可见
数字化平台有助于形成开放的信息流通机制，
助推知识和技能的迅速转移，推动产教研用协
同创新，从而助力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与人才
培养的完善。就目前而言，此类平台尽管实现
了区域产教融合共同体多方面的改善，但也面
临着诸如数据安全、平台可持续发展和不同利
益相关者之间的协调等问题。展望未来，为了
充分发挥数字化平台的作用，应着力解决这些
难题，进一步优化区域产教融合共同体的建设
和发展。在此基础上，苏州工业园区的实践提

供了宝贵的借鉴经验，有助于推动其他区域产
教融合共同体的有效运作和可持续发展。综上
所述，数字化平台在区域产教融合共同体中扮
演着重要的角色，通过本文对苏州工业园区的
实证研究，有望为进一步理解和推广数字化平
台在区域产教融合共同体中的应用实践提供理
论基础和实践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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