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高校产学研创新基金-现代服务业新质生产力产教融合 

研究专项申请指南说明 

根据 《关于申报 2024年中国高校产学研创新基金的通知》（教科发中心函〔2024〕

1 号)的相关要求，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发展中心与荣赫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联合

设立“中国高校产学研创新基金-现代服务业新质生产力产教融合研究专项”，支持

高校在电子商务、数字创意、数字贸易、人力资源、文化旅游、餐饮住宿、现代物

流与供应链等领域的科学研究和教学实践，促进技术应用创新和产业升级。 

 

一、课题说明 

 1.“现代服务业新质生产力产教融合研究专项”旨在全国范围内遴选合作高校，

以新质生产力促进产业变革，推动现代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创新人才培养机制，开

展电子商务、数字创意、数字贸易、人力资源、文化旅游、餐饮住宿、现代物流与

供应链等领域的科研、教学改革与实践创新研究。 

2.“现代服务业新质生产力产教融合研究专项”的申请截止时间为 2024 年 10

月 31 日。计划执行时间为 2025年 3月 1日～2026年 3月 1日，可根据课题复杂

程度适度延长执行周期，最长不超过两年。 

3.“现代服务业新质生产力产教融合研究专项”为每个立项课题提供 6 万元至

50万元的研究经费及科研软硬件平台支持，其中研究经费 3万元至 25万元。 

4.“现代服务业新质生产力产教融合研究专项”基金课题的选题方向见表一，

申请人选择课题方向进行申报。要求基于表二提供的科研软硬件平台进行研究。 

表一 “现代服务业新质生产力产教融合研究专项”选题列表 

课题方

向编号 
课题方向 课题研究内容 

A01 电子商务 

交易服务、信息技术服务、广告创意、电商物流、电商代运营、跨境支付、

精准营销、咨询与培训等电商服务业日趋多元化和专业化，不断推动电子商务

的创新和发展。探索新质生产力培育下的新业态、新场景、新服务，研究内容

包括不限于：基于产教融合的电子商务专业实训课堂教学模式、产教融合视域

下跨境电商人才培养体系构建与实践、丝路电商产教融合人才培养、农村电商

高质量人才培养、电子商务行业人才评价体系。 

A02 人力资源 

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具决定意义的因素，对于人力资源服务业来说，

新质生产力的崛起意味着广阔的市场潜力和无限的发展空间。本课题方向旨在

通过就业市场发展、创新人才培养、产教基地建设、数字化转型等方面的科研

和行业研究，加快培养现代化人力资源，创新人力资源配置、提高人力资源服

务质量，助力行业发展。 



 

 

A03 文化旅游 

研究如何利用新质生产力培育新业态、开发新产品、营造新场景、构建新

模式，引领文旅产业实现高质量发展。具体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文旅

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化服务，文旅产业与科技、教育、农业、体育等其他领域的

跨界融合创新，文旅高质量服务人才培养。 

A04 餐饮住宿 

通过餐饮住宿数智化管理、美食旅游发展与标准制定、餐饮住宿新业态等

方面的科技创新、产教融合、人才培养、管理创新、产品创新研究，力争在培

育餐饮住宿行业新质生产力、推进多学科交叉融合、深化产科教协同育人等方

面，取得创新突破。 

A05 
现代物流与

供应链 

积极应对科技创新和产业变革带来的物流与供应链人才短缺和结构性矛

盾，探究行业新质生产力发展需求。研究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方面：智慧物

流与数字化供应链人才培养，物流与供应链数字化升级与专业发展，物流人才

人文素养培养和物流专业课程思政建设，国际物流与供应链人才培养，供应链

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等方面的创新研究。 

A06 自选方向 根据学校自身的条件和专业的优势，申请院校自主选择研究方向进行申报。 

 

二、申报条件和要求 

1. 课题组团队成员在选定的课题研究方向有较好的技术储备，包括与申报课题

研究内容相关的研究成果、教材、论文、专利、获奖等。 

2. 课题组团队组成合理，分工明确，原则上课题组申请人需具备副高级及以上

职称或相当学术水平。申请人需要详细介绍课题团队的成员构成、专业背景和过往

研究成果，并说明所拥有的研究条件和实验设备等硬性条件。 

3. 课题研究内容具备科学性和原创性的基本要求，需要清晰地描述课题的研究

目标、预期成果和研究内容。 

4. 申请人需要明确课题的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必须具备相应的研究条件和实

验设施。 

5. 课题的研究方案必须具备创新性和实践性，申请人应详细说明课题研究的可

能成果，并说明这些成果对于教育领域的发展和教育实践的指导意义。 

6. 优先支持研究内容有创造性、前瞻性和实用性，有可转化前景的课题。 

7. 优先支持有明确研究成果，成果有应用价值，可复制、可推广的课题，不支

持纯理论研究。 

8. 优先支持研究方向明确，研究内容详实，研究方案完整可行的课题。 

9. 申请人应客观、真实地填写申报书，没有知识产权争议，遵守国家有关知识

产权法规。在课题申报书中引用他人研究成果时，必须以脚注或其他方式注明出处，

引用目的应是介绍、评论与自己的研究相关的成果或说明与自己的研究相关的技术



 

 

问题。对于伪造、篡改科学数据，抄袭他人著作、论文或者剽窃他人科研成果等科

研不端行为，一经查实，将取消申请资格。 

10.资助课题获得的知识产权由资助方和课题承担单位共同所有。 

11.课题组在课题开展过程中，需具备可独立支配的研究基础软硬件条件。如需

外部资源支持，须在申请书中明确指出。 

 

三、资源及服务 

针对入选合作院校，将提供完善的资源和服务体系，以保证院校顺利开展合作

课题，并为院校在电子商务、人力资源、文化旅游、餐饮住宿、现代物流与供应链

等领域的科研及人才培养提供长期有效的支持。 

1．“现代服务业新质生产力产教融合研究专项”为立项课题提供对应的研究经

费及科研软硬件平台支持，为申报团队提供创新课题选题指导，协助团队完成科研

课题，并根据需求开展服务校方等工作。 

2．专项发起单位将辅助、联合申报院校申报新的科研课题，提供课题咨询服务

和技术支持，辅助科研成果的快速产品化及解决方案的包装。 

表二  提供给课题研究的软硬件平台说明 

平台

编号 
软硬件服务名称 详细介绍 

B01 电子商务实操平台 

电子商务实操平台是一套通过集成用户管理、商品管理、订单管理、

物流管理、退换货管理和数据统计等全流程功能，为电子商务专业的学生

及从业者，提供安全、便捷、高效的电子商务操作环境，实现电子商务知

识的学习和实践。 

平台主要功能：用户管理、商品管理、订单管理、物流管理、退换货

管理、数据统计。   

B02 
酒店学习资源管理

级及技能认证平台 

酒店学习资源管理及技能认证平台是应用微服务机构、计算机技术、

多媒体技术、网络通信技术、数字技术、虚拟现实技术等现代信息技术手

段构建的一种新型教学模式，是融合现代教育理念、教学内容和现代信息

技术的具有多种功能的开放式的教与学交互系统。 

平台系统具有以下特点：1.系统设计满足大规模用户使用、要求提供

分布式部署，满足万人以上在线学习的性能要求。2.采用 B/S 结构，使

用云部署，系统：Linux 或 windows；数据库基于 mysql8 和 redis 或同

类数据库。3.具有先进性、可移植性、开放性和兼容性。4.不限注册课程

数量和注册用户数，可以满足 2000 人并发，5000 以上用户同时在线。 5.

平台核心功能 ：培训管理-课程资源发布-在线学习-视频点播-文档预览-

题库练习-学习进度监控-在线考试。 



 

 

B03 
酒店餐饮服务管理

教学实训系统 

酒店餐饮服务管理教学实训系统是以当前各类中高档的中西餐经营

管理运作模式为业务核心，通过建立餐厅的前台、后台业务体系为学生真

实再现中餐厅（西餐厅）工作环境，实现场景化教学实训模式。 

系统主要功能：1.预约管理；2.顾客接待 ；3.收银结算 ；4.客户管

理 ；5.销售管理 ；6.后厨管理 ；7.后台管理 ；8.财务中心 ；9.万能

表 。 

B04 
酒店前厅运营管理

教学实训系统 

酒店前厅运营管理教学实训系统是按照星级宾馆（含连锁酒店或集

团）标准化业务程序流程，结合现代酒店管理教学的特点，从酒店前厅、

酒店客房、酒店营销部等岗位实训出发，提供全方位的酒店岗位技能训练；

通过实训系统，帮助学生了解、掌握现代大型酒店的信息化管理流程。 

系统主要功能：1.客户历史信息/客人档案管理；2.预订处理；3.前

台接待；4.前台收银；5.客房管理；6.销售员管理；7.财务审核；8.房价

收益管理。 

B05 
智慧实训信息管理

平台 

智慧实训信息管理平台是一种集成了多种信息技术的综合性管理平

台，主要服务于实训教学的全过程管理。该平台通过运用大数据、云计算、

物联网等先进技术，实现了对实训资源教学过程、学员表现、实训成果等

全方位、多维度的信息化管理和分析。 

在功能上，智慧实训信息管理平台提供了实训资源管理、教学计划制

定、课程管理、学员管理、成绩管理、数据分析等多项功能。通过该平台，

教师可以方便地制定教学计划、管理课程，实时掌握学员的学习进度和表

现;学员则可以随时随地参与实训课程，获取个性化的学习资源和指导。

同时，平台还提供了丰富的数据分析工具，帮助管理者和教师深入了解实

训教学的效果和存在的问题，为改进教学方法和提高教学质量提供有力支

持。 

 

四、课题申报说明 

1. 申请人须仔细阅读申请指南，按照指南详细填写申请书，填写不合要求的课

题会按照格式不符合要求处理。 

2. 请各课题申请人按要求填写申请书（申请书中手机和邮箱必须填写），为方

便评审，材料报送请按以下命名规则命名：学校名称+申请人姓名。 

3. 课题的执行时间为 2025 年 3 月 1 日～2026 年 3 月 1 日，可根据课题复杂程

度适度延长执行周期，最长不超过两年。 

4. 每位申报人限报一项课题。 

5. 课题选题列表上的选题方向都不限定课题数量，但是如果存在内容重复的相

似课题，专家组将根据课题组技术积累、课题方案、课题支撑条件等要素择优选择

资助课题。 

 



 

 

6. 如果以联合课题组的形式申请课题，需要列明不同学校单位的课题任务。 

7. 课题申请人无需向资助企业额外购买配套设备或软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