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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创新

校企深度融合成立互联网学院，探索混合所有制办学
刘文娟

（德州职业技术学院，山东 德州 253000）

摘要：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职业院校探索混合所有制

的办学体制，有利于增强办学活力，提高办学效益。德州职业技

术学院与企业深化校企合作，积极探索混合所有制办学模式，以

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

关键词：校企深度融合互联网学院混合所有制办学

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取得长足发展，培养了大批技术技能

人才，为区域经济做出了贡献。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职业

院校探索混合所有制的办学体制，校企深度融合，共同成立二级

学院，有利于增强办学活力，提高办学效益。德州职业技术学院

与企业深化校企合作，积极探索混合所有制办学模式，实施校企

协同育人等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并形成了一些经验和做法。下

面以校企共建互联网学院为例来进行论述。

一、合作背景

2015 年 7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京津冀协同发展

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支持山东德州建设京津冀产业承接、科

技成果转化、优质农产品供应、劳动力输送基地和京津冀南部重

要生态功能区”，确立了德州“一区四基地”的战略地位。

德州职业技术学院抢抓机遇，积极落实国家和山东省相关部

门出台的有关混合所有制办学的政策，结合“互联网 +”行动计

划，于 2015 年与天津滨海迅腾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校企深度融合成

立“服务于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首家互联网学院”——德州职业技

术学院互联网学院，探索混合所有制“互联网学院”建设。互联

网学院发展定位“立足山东，服务京津冀鲁”，围绕京津冀鲁互

联网产业人才需求和德州市“一区四基地”定位，搭建“京津冀

鲁应用型互联网人才培养与输出平台和创新创业平台”，深入开

展校企合作模式创新，开展教育教学模式改革，探索混合所有制

办学模式。

校企共建的“互联网学院”揭牌仪式

二、合作形式

（一）合作原则

1. 共育人才。双方合作以培养互联网行业产业应用型人才为

核心目标，在人才培养过程中，既重视技术技能培养，又注重学

生综合素质的培养提升。

2. 责任明确。明确双方责权利，合作过程产生的相关法律及

责任各自承担。

3. 主体明确。“德州职业技术学院互联网学院”归“系部”管理，

不具法人资格。

4. 渐序推进。在双方校企共建混合所有制“互联网学院”的

基础上，逐步深化合作，扩大规模，拓宽合作领域。

（二）合作模式

1. 学校投入

（1）品牌投入：德州职业技术学院投入学校品牌。

（2）专业及招生计划投入：“互联网学院”致力于应用型互

联网人才培养，首期开展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的校企共建，并向

省教育厅备案及物价审批，第一年投入招生计划不低于 200 人；

2016 年向省教育厅申请计算机应用技术专业（软件技术方向和 UI

设计与互联网营销方向）。力争每届培养 500-800 人互联网应用

人才。

（3）人力资源投入：学校教师完成双方约定的公共课及专业

课授课任务，并负责薪酬发放。

（4）教育教学资源投入：提供教学相关场地及学生生活场所

等教育资源。

2. 企业投入

（1）首期投入：企业出资进行教学环境与设备投入。

机房投入：按照互联网学院在读学生每 2 人 1 台计算机进行

机房建设。

基础环境改造投入：按照全真企业环境对互联网学院进行内

部装修改造，实现全真企业化教学环境。

校企共建“互联网学院”建设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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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后期投入：根据在校生规模进行楼宇建设投入，合作协

议终止时楼宇产权与使用权移交学院。

（3）管理与教学团队投入：根据混合所有制互联网学院的教

学计划及日常管理要求聘任相关企业讲师和教学管理人员，并负

责薪资发放。

（4）课程研发与技术投入：企业自主研发系列应用型教材、

人才培养标准、企业真实项目案例、现代企业管理体系等。

（5）行业企业资源投入：企业在京津及全国的行业协会和近

千家战略合作企业及上下游企业资源共享，推动学生就业。

三、运行机制

（一）管理体制

1. 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理事会成员由校企双方和部

分授课教师组成，全面实施企业化运营与管理。

2. 领导班子组成。由学校委派互联网学院院长 1 名，副院长

1 名。企业方委派副院长 1 名。

3. 互联网学院教学与辅导员团队构成。学校现有部分教师和

企业委派的全体教师，所有人员接受企业化管理，同时，根据教

学需要聘请合同制教师和行业企业兼职技术人员来校授课。

（二）运行模式

1. 日常管理

企业方委派的副院长，作为常务副院长，主持日常管理和招生、

教学、就业工作，对互联网学院实施企业化管理与运营。

2. 学生管理

校企共同进行学生管理工作，在学院管理各项制度基础上融

入企业管理特色，如员工化管理、职业化课堂、企业化环境、职

业素质训练等。

3. 教学模式

一是充分发挥学院在基础教学和理论授课优势，承担公共课

和专业基础课授课任务。二是发挥企业实际操作教学优势，由企

业方工程师承担专业核心课和项目实战课授课任务，推行“项目

驱动教学”的授课模式，以提升学生实际动手能力水平。

4. 师资融合

在共同授课基础上，企业每年组织学院教师团队进行企业化

培训以提升专业技术能力，同时参与企业课程研发中心工作，承

担部分研发任务，实现专业技术更新。

5. 知识产权

企业研发系列教材、授课标准、教学案例及课件知识产权（著

作权、专利权、商标权）的所有权归企业方享有。校企联合研发

的教材、授课标准、教学案例、课件等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归校

企双方。

四、成本分担机制

混合所有制互联网学院明确双方投入和工作任务，一是学院

利用现有资源进行混合所有制办学，承担所委派管理人员和教师

薪酬，完成日常管理与教学工作任务，做好监管、协调、统筹等

工作。二是企业承担设备与环境改造投入，承担所委派管理人员

和教师薪酬，完成日常管理与教学及就业工作任务，做好企业化

教学各项工作。

五、资本增值与退出机制

（一）资本增值

在混合所有制办学过程中，一是双方品牌增值不参与混合所

有制办学协议中。二是设备投入与装修改造属于基本运营成本，

当双方终止合作时企业方所投入设备与环境改造所有权归学校。

三是企业方通过楼宇建设进行入股时，合作协议将调整为 15-20

年，房屋产权不列入增值范畴。

（二）退出机制

1. 资产退出机制

一是混合所有制互联网学院企业方投入的设备在合作终止时

产权归属学院。二是企业方投入的楼宇在中途推出合作时根据前

期建设成本双方协商由学院进行收购，收购价格以建设时的投入

相同。

2. 教学退出机制

当双方确定终止合作时，一是双方停止对混合所有制互联网

学院招生的宣传工作，停止招收校企联合培养的学生。二是不论

合同是否终止双方将继续按照合作协议中双方工作任务完成在读

学生的教学与就业工作。

六、主要效益

德州职业技术学院通过混合所有制互联网学院建设，引入企

业级卓越人才培养解决方案，校企强强联合，创新实施“课岗融通、

校企共育、德能并进”的人才培养模式，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建

成了服务“京津冀鲁”的高技能互联网人才孵化与输出平台，在

没有增加办学成本情况下取得了良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一是

学院品牌影响力、专业建设水平、师资授课水平、学生培养水平

进一步提升。二是融入了企业办学先进理念、办学模式、教学资源、

教师资源、就业资源等。三是为区域经济发展起到了人才支撑作用。

企业通过校企合作和混合所有制办学，一是满足了企业自身

人才需求，同时为社会培养了更多互联网领域应用型人才，从而

提升了企业影响力和社会责任感。二是通过混合所有制办学解决

了企业长期人才需求与选拔难问题。

七、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探索混合所有制办学缺乏法律法规依据

国家尚未出台混合所有制办学专门法律法规，特别是对于企

业参与混合所有制办学积极性和收益没有相关政策支撑。明确企

业参与办学和制定全国校企合作收费规范，维护校企双方在办学

中共同利益迫在眉睫。

（二）探索混合所有制与校企合作有待建立联动机制

混合所有制办学目前属于探索阶段，混合所有制办学是校企

办学一个很好的实验田，通过目前国家出台的相关鼓励校企合作

政策，延伸合作深度与广度，通过现有校企合作相关政策开展混

合所有制办学建设将会积累更多宝贵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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