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山西省产教融合型试点企业建设培育
专家评审工作制度

为规范山西省产教融合型试点企业建设培育工作专家

评审管理，有效发挥专家的咨询作用，保证优质、高效、公

正地完成产教融合型试点企业建设培育的评审工作，特制定

本制度。

第一条 评审专家的评审范围

一是产教融合型试点企业列入信息储备库审核、企业产

教融合三年规划审批、企业入库建设培育 1年后的认证等环

节，必须组织专家进行评审。专家评审意见应作为产教融合

型试点企业入库培育、进入认证目录、享受相关支持政策的

重要参考依据。二是产教融合改革的其他有关工作。

第二条 评审专家应具备的条件

（一）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能够以客观公正、廉洁自

律、遵纪守法、认真负责、坚持原则、作风正派为行为准则。

（二）熟悉国家、省产教融合型试点企业建设培育的工

作流程、审核条件、认证标准和评价办法，能够及时了解和

掌握国家产教融合型试点企业建设培育有关的法规、文件等

内容。

（三）原则上应具有副高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在本专

业或行业领域有较深造诣，熟悉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国内



外情况和动态。

（四）被聘请参加专家评审活动的专家，年龄在 65 周

岁以下，身体健康，能够熟练操作计算机，具备线上办公能

力。

（五）没有违法违纪等信用不良记录。

第三条 评审专家库的建立

（一）纳入产教融合型试点企业建设培育评审专家库的

的人选，主要由省产教融合厅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推荐的方

式产生，并提供以下材料：

1.证明本人身份的有效证件；

2.教育背景及工作简历；

3.学历学位及专业资格证书；

4.工作成就简况；

5.本人所在单位或专业学会（协会）出具的推荐意见。

（二）省教育厅或委托的第三方机构对候选专家进行资

格审查，为经审查获取资格的专家颁发聘任证书，聘期为三

年。聘用期满，经考核合格，身体健康且本人同意，可以继

续聘用。

第四条 评审专家的权利和责任

（一）评审专家在工作中享有以下权利：

1.对有关产教融合型试点企业建设培育的方案、条件、

标准以及被评企业相关情况的知情权；

2.了解企业申报的目的，并可要求查阅该企业开展产教

融合工作的有关材料；



3.工作中不受任何单位或个人的干预，充分发表个人意

见，可要求在专家评审意见中记录不同意见；

4.按国家规定，可以一事一酬方式获得相应的劳务报

酬；

5.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二）评审专家应承担的责任

1.依据国家和省委省政府明确的主要产业方向，提出培

育企业的急需产业、重点行业，并以企业年产值、社会贡献

度等指标细致划分层次类别，保证遴选企业最大限度实现试

点意义,研究修订《山西省产教融合型试点企业建设培育遴

选标准》;

2.认真对待评审工作，提供客观、公正、具体、明确的

意见，并对所签署的意见负责；

3.严格遵守廉政规定，在评审工作中发现有关人员有违

规行为的，应及时向有关部门反映情况；

4.严格遵守保密规定，不向外界泄露评审工作的情况以

及相关材料的内容；

5.对与自己有利害关系的评审工作，在评审时应主动提

出回避。

第五条 评审专家的使用管理

（一）参加产教融合型试点企业建设培育评审工作的专

家，原则上应在专家库中按照相关条件随机抽取。

（二）省教育厅或委托第三方机构对专家库成员实行动

态管理，受聘专家有以下情形之一的，经核实，解除聘任关



系：

1.不能客观公正履行职责的；

2.利用专家名义，为企业或个人牟取不正当利益的；

3.违反有关规定，接受企业的财物或其他好处的；

4.因身体健康状况不能承担相关工作的；

5.本人提出申请要求解除聘任的。

第六条 专家评审结论形成和表达方式

（一）依据量化打分的分值。

（二）专家组评审意见。

（三）其它的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形式。

第七条 专家评审结果的运用方式

评审专家合规评审的结论将作为决策依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