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酿酒现代产业学院

一、目标定位

（一）现代产业学院的建设背景

（设立现代产业学院的主要考虑、学院组建论证情况等，限 300字）

2018年湖南省酒业协会、省工信厅、省商务厅、省食药监局调研湘酒企业，发布

《湘酒发展蓝皮书》，提出“振兴湘酒”战略，校级“湘窖生态酿酒学院”开始建设。2021

年省工信厅出台《关于推进白酒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高质量发展的政策措施》，2023

年省政府发布《关于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指导意见》，湘酒振兴进入新发展阶段。

生态优先、绿色低碳、数字转型已成为白酒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驱动器，本学院在“湘窖

生态酿酒学院”基础上，联合湖南湘窖酒业、湖南省酒业协会、湖南雁峰酒业扩建为“生

态酿酒现代产业学院”，旨在振兴湘酒，促进校企实质性、高水平、可持续融合；实施“校

企协同，项目承载”创新模式，实现新工科人才培养流程再造，为区域产业发展提供人

才与智力支持。

（二）现代产业学院的建设目标

（学院建设目标和定位、毕业生要求等，限 500字）

本学院联合地方、学校、行业协会及企业四方，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技术创新、

企业服务、学生创业方面开展深度合作，旨在服务酿酒产业，达到清洁生产、节粮减排、

提质增效目标，促进企业技术进步和培养复合型酿酒人才，建成国内水平较高、开放性

好、特色鲜明的面向区域产业急需的现代产业学院。学院以服务湘酒产业高质量发展为

办学定位：

（1）完善“校企协同，项目承载”人才培养模式，成为酿酒领域复合型创新人才培

养模式改革试验区；

（2）围绕白酒生态化酿酒新技术与应用、酒类新产品开发与品质评价、微生态环

境大数据开展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打造国内影响力较强的生态酿酒科研创新平台；

（3）做好职业培训功能、科技攻关及成果转化功能对接，建成酿酒专门人才培育、

酿酒技术研发推广和产业服务中心；

（4）强化学生创新创业教育和职业能力培养，建成省内一流、国内有影响力的学

生创新创业基地。

学院通过产学研教合作，聚集教育资源，改革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形成培养目

标、教师队伍、资源共享和组织管理等方面协同育人机制，培养学生理想信念坚定，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毕业后成为能在酿酒领域从事研究开发、生产加工、品质控制、产

品营销及企业管理等工作的复合型工程技术人才。



二、建设基础

（一）组织运行基础

（包括学院组织运行构架等，限 500字）

本学院由邵阳学院食品与化学工程学院具体负责，合作单位湖南湘窖酒业、湖

南省酒业协会、湖南雁峰酒业协助管理，邵阳学院教务处负责运行监管。学院成立

理事会，负责对学院发展规划、学科建设、专业设置、专业群和专业建设等重大事

项进行审议、决策、检查、指导、咨询、监督和协调。实行产业学院理事会领导下

的院长负责制，学院设顾问 1 名，荣誉院长 1名，院长 2 名（校企方各 1名），副

院长 4名，秘书长 1名。理事会下设教学指导委员会、质量评估委员会、校企合作

委员会、产业研究委员会，其成员由若干名具有高级职称（含高级工程师）、博士、

技术与管理人员担任，并设立综合办公室，配备专职管理人员负责校企合作工作（见

图 1）。

学院组织运行管理机制主要包括：1）组织管理：成立了学院工作领导小组，制

定了“工作领导小组-项目-指导教师”三级管理责任制度，负责组织制定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课程体系、教学方法、行业企业兼职教师选派、实习实训基地建设、保障机

制等，并对开展人才培养模式进行检查和监督，使学生能按照人才培养方案完成任

务；2）学院经费管理：由学校和企业负责提供学院的经费和设备设施，由工作领导

小组负责经费及设备使用的落实及监督；3）教学质量管理与考评：实行指导人员分

工负责制。

图 1 产业学院组织运行构架

（二）专业学科基础

（包括学院依托的主要学科专业的建设情况等，限 500字）

本学院依托“食品科学与工程”湖南省双一流特色应用学科、生物工程（省级一

流专业）、食品质量与安全（省级一流专业）、食品科学与工程、电子信息工程（国



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四个本科专业和生物与医药专业硕士点，现有在校本科生 795

人，研究生 110余人。师资总数 43人，其中教授 8人，副教授/高级工程师 21人，

常聘企业指导老师 16人，具有工程背景或工程经验的占比达 74.4%。建有《浓香型

白酒固态发酵生产虚拟仿真实验》等省级一流课程 4门，编写教材与专著 11本。拥

有校内实验室面积工程训练中心 420余平方，实验仪器设备总值 2000余万元，企业

中试车间 1000平方，产品检测实验室 300平方，白酒品评实验室 150平方。企业每

年接纳学生实习 400余人次，年均指导研究生/本科生学位论文合计 30余项，举办白

酒品评培训 3次。

学院始终坚持转型与内涵发展、特色发展理念，随着白酒产业“数字化”转型提

速，在学校政策支持下，学院从微生态窖池管理、生产酿造与设备维护、市场销售

等方面，与电子信息工程专业建设深度融合，构建了《酿酒工艺学》《生态酿酒与

品质控制》《生物信息学》等组成的特色课程体系，完善了“校企协同，项目承载”

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积淀形成了“校企化、项目化、应用化、数字化”产教融合办

学特色，面向酿酒领域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工程实践能力强的复合型工程技

术人才。2020年联合申报“面向区域产业急需的现代产业学院建设探索与实践”项目

获教育部新工科项目立项，2021年电子信息工程专业顺利获批国家一流专业建设点。



（三）产学合作基础

（包括学院相关产业发展情况、前期产学合作情况和成效等，限 500字）

白酒产业是湖南传统支柱产业，在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下湘酒产业高质量发展。

湘酒市场容量 200亿元以上，2022年湖南省白酒产值达 112.4亿，本学院合作单位

湘窖酒业近年呈现两位数增长态势。

1）产教融合有基础。学院与湘窖酒业合作始于 1988年，先后与湖南湘窖酒业、

湖南雁峰酒业、江西李渡酒业等企业联合建成省级工程技术中心、省级创新创业教

育基地、省级高校重点实验室等省级平台 12个（见图 2）。

2）成果转化有效益。2007年《白酒丢糟综合利用关键技术与产业化》获邵阳市

科技进步一等奖；2014年《生态酿酒综合技术的研发与产业化应用》成果获湖南省

科技进步二等奖；2022年《湘产浓酱兼香型白酒酿造关键技术研发与产业化应用》

成果经专家评定为国内领先水平，成果均在湖南湘窖酒业、湖南雁峰酒业等 10余家

酿酒企业推广，为企业新增销售额 5.4亿元，新增利润 5000余万元。

3）协同育人有成效。聘请合作单位 16名工程技术人员担任指导教师，在公司

开展创新创业活动和实习、课程体验式教学，联合培养本科生/研究生，举办白酒品

评培训班。近年来，与中国酒业协会、湖南酒业协会联合举办了白酒酿酒师培训班，

为振兴湘酒提供了人力资源支撑；“校企协同，项目承载”复合型人才培养模式的特

色办学成效得到了审核评估专家的充分肯定。

图 2 产业学院已建立的省级平台



（四）前期人才培养成效

（包括学校在教育教学改革方面的已有探索和成效等，给出近 3年学院毕业生

到本行业（领域）就业的比例数据，限 500字）

1、共商人才培养方案。围绕复合型工程技术人才培养任务，校企教师和工程技

术人员共同研讨制定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使人才培养目标更清晰，实践教学课程体

系更优化，构建特色课程体系，建有省级一流课程 4门，编写教材与专著 11本。

2、共建育人平台。校企合作共建省级以上教学科研平台 12个，其中与湖南湘

窖酒业合作扎实，共建生物工程类专业创新创业教学基地、生态酿酒新技术与应用

湖南省高校重点实验室、湖南省产教融合型培育企业等育人平台 4个。

3、共同培养人才。合作单位每年接受本科生的认识实习、生产实习和毕业实习

达 400人次；举办白酒品评等培训活动 3次，参与人数 760人次；企业高工指导生

产一线的创新课题 21项（国家级 4项），学科竞赛省级以上获奖 18项；年均指导

本科生/研究生毕业论文 30余项，联合培育研究生 110余人，发酵产品分析与检测课

程实习本科生 15人。近三年毕业生在酿酒相关领域考研升学和就业的比例为 37.9%，

优秀优毕业生不断涌现。

4、服务企业发展。在酿酒工艺改进、基酒提质、副产物循环利用等方面进行技

术创新，为企业开发了清亮透明、浓酱谐调、回味爽净、风格典型的系列新产品：

要情、红钻·湘窖、开口笑 16、尊享版封坛酒共四款浓酱兼香型产品。近年来，为湖

南省酿酒行业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受益 1000余人次。

图 3 产业学院前期建设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