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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现实挑战与建构路径
——基于系统协同理论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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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中国·山东　潍坊　261000

【摘　要】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作为职业教育与产业协同发展的新型组织形态，是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改革的重要

载体。本文基于系统协同理论，剖析当前共同体建设中动力机制缺位、协同网络虚化、实体运行虚化、人才供给错配等结

构性矛盾，从制度设计、组织创新、资源整合、人才培养四个维度提出优化路径，旨在为构建产教深度耦合的现代化职业

教育体系提供理论参考与实践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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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改革与产业转型升级的双重

驱动下，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作为整合教育链、人才链与

产业链、创新链的新型组织形态，其建设成效直接关乎职

业教育服务产业发展的能级与深度。本文基于系统协同理

论，深入剖析当前共同体建设中存在的动力机制缺位、协

同网络虚化、实体运行虚化、人才供给错配等结构性矛

盾，从制度设计、组织创新、资源整合、人才培养四个维

度构建优化路径，旨在通过完善协同治理机制、搭建校企

融通平台、创新实体化运作模式、实施“五金”赋能工程

等策略，破解产教脱节、校企协同低效等现实困境，为构

建产教深度耦合、供需精准对接的现代化职业教育体系提

供理论框架与实践范式，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与新质

生产力培育。

1　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理论解构与价值澄明

1.1　产教融合共同体的概念建构

我国产教融合的政策话语经历了从“产教结合”（1991

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到“

产教融合共同体”的范式升级。学界对其内涵的认知呈现

三维递进：初期将其界定为“校企利益共同体”，强调经

济利益驱动下的合作机制；中期拓展为“利益-情感共同

体”，突出校企情感认同与文化融合的重要性；当前主流

观点认为其是“利益-情感-责任-文化”四位一体的命运共

同体，要求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深度

耦合。教育部《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指南》进一步将

其定义为“以龙头企业和高水平院校为牵引，整合行业组

织、科研机构、上下游企业等多元主体，形成的跨区域产

教资源聚合体”，凸显其战略性、协同性与开放性特征。

1.2　价值维度与时代意义

1.2.1　教育范式创新：职业教育的结构性突破

从工学结合的单一模式到产教融合共同体的系统建构，

标志着职业教育从“学校本位”向“产业本位”的范式转

型。这种转型突破了传统校企合作的松散性与短期性，通

过建立“共建、共投、共研、共育、共训、共赢”的六共

机制，形成了“产业需求驱动专业设置、技术革新引领课

程改革”的动态适应体系，推动职业教育从知识传授向能

力建构的范式升级。

1.2.2　制度壁垒消解：跨域协同的体制性突破

作为非营利性跨界组织，共同体打破了职业院校的行政

隶属壁垒、企业的所有制界限以及区域间的政策藩篱，构

建了“政府引导-院校主体-企业支撑-市场运作”的协同治

理结构。这种“无围墙”的组织形态，通过整合多元主体

的资源禀赋，形成了“资源共享池”与“协同创新场”，

为解决职业教育的产教脱节、校企割裂等深层矛盾提供了

制度方案。

1.2.3　教育体系重构：职普融通的机制性突破

共同体通过搭建“科-教-研-创-产”五位一体的融合

平台，打通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纵向贯通通道与横

向转换接口。一方面，通过中高职衔接、职教本科拓展、

项目制研究生培养等机制，构建技术技能人才的终身成长

路径；另一方面，通过引入产业标准、技术成果与创新资

源，推动普通教育的实践化改革，形成“学术型人才与技

术型人才并行不悖”的教育生态。

2　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现实困境：基于系统协同的

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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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动力机制缺位：制度供给与组织运行的非对称性

作为典型的政策驱动型组织，共同体面临制度供给与实

践需求的结构性矛盾。政府层面存在“宏观规划有余、微

观指导不足”的治理困境，现有政策多聚焦于顶层设计，

缺乏针对不同行业特性的操作指南，导致政策落地时出

现“一刀切”现象。激励机制的缺位使得企业参与动力不

足，陷入“院校热、企业冷”的合作困局。监督机制的虚

化则表现为缺乏第三方评估机构的介入，自我评估的封闭

性导致问题诊断的滞后性与改进措施的低效性。

2.2　协同网络虚化：多元主体的联结松散与资源错配

共同体的跨区域、长链条特性加剧了组织协同的复杂

性。产业链上下游企业的关系梳理不清，导致资源整合存

在盲目性；校企间的技术、师资等要素流动受阻，凸显供

需对接的精准度不足。职普融通的制度性障碍尚未破除，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在课程体系、学分互认等方面缺乏有

效衔接，制约了技术技能人才的立体培养。这种协同网络

的虚化，使得共同体难以形成“1+1>2”的聚合效应，陷

入“集而不合”的困境。

2.3　实体运行虚化：组织架构与功能实现的偏离

尽管多数共同体建立了“理事会-秘书处-专业委员会”

的组织架构，但在实践中面临三重挑战：一是跨区域政策

差异导致资源整合成本高企，产业政策的区域性差异，阻

碍了要素的自由流动；二是运行模式的创新性不足，多数

共同体仍沿用职业教育集团的管理模式，缺乏适应产业需

求的市场化运作机制；三是信息共享机制的缺失，导致成

员单位间存在“信息孤岛”现象。这种实体运行的虚化，

使得共同体停留在“会议合作”层面，未能转化为实质性

的产教融合成果。

2.4　人才供给错配：教育链与产业链的结构性失衡

专业设置的滞后性是突出矛盾，部分院校未能建立“产

业需求-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导致专业布局与产业升级不

同步，课程内容与技术前沿脱节。实践教学体系的薄弱性

表现为实训基地建设滞后、“双师型”教师比例不足，学

生的实践能力培养难以满足企业岗位需求。师资结构的不

合理性尤为显著，院校教师缺乏产业实践经历，企业导师

教学能力不足，导致“双师共导”流于形式。这种人才供

给的错配，使得共同体难以承担“为产业输送高素质技术

技能人才”的核心使命。

3　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的优化路径：基于现代畜牧业

的实践启示

3.1　制度创新：构建多维协同的治理体系

3.1.1　政策供给的精准化

政府应建立“顶层设计-行业指南-地方细则”的三级政

策体系：中央层面制定宏观指导框架，行业层面出台针对

性操作指南，地方层面结合区域产业特色制定实施细则。

以现代畜牧业为例，可结合现代畜牧业发展特点，聚焦畜

禽养殖、饲料加工等细分领域，制定产教融合专项政策，

明确各方权责与合作方式。

3.1.2　考核监督的立体化

构建“政府-行业-第三方”协同评估机制：政府部门

制定评估指标体系，行业组织实施过程性监督，第三方机

构开展成效性评估。建立“考核结果与资源配置挂钩”的

激励机制，对表现突出的成员单位给予财政补贴、项目优

先申报等政策激励，形成“以评促建、以评促改”的良性

循环。

3.1.3　组织架构的规范化

完善共同体章程，明确理事会、秘书处、专家委员会的

权责分工，建立重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推行“轮值理事

长”制度，由龙头企业与高水平院校轮流牵头，确保各方

利益的均衡表达。建立跨区域协调机制，设立区域联络办

公室，负责对接地方政策、整合区域资源。

3.2　组织创新：打造高效协同的运行体系

3.2.1　产业链与教育链的精准对接

建立“产业链图谱-专业群布局”动态匹配机制，以现

代畜牧业为例，可围绕“上游良种繁育-中游养殖生产-下

游加工销售及衍生服务”的产业链结构，优化畜禽良种繁

育、智能养殖技术、畜产品加工与安全等专业群布局。组

建“校企专业建设委员会”，定期开展产业需求调研，动

态调整专业目录与课程体系。

3.2.2　资源共享平台的智能化

搭建“线上+线下”一体化资源共享平台：线上开发产

教融合大数据系统，集成企业技术需求、人才供需信息等数

据，实现智能匹配与精准对接；线下建设跨区域产教融合实

训基地、产业学院等实体平台，推动技术、师资等资源的跨

区域流动。可依托国家重点实验室与龙头企业研发中心，建

设“产教融合创新中心”，开展关键技术联合攻关。

3.2.3　职普融通的制度化

借鉴德国双元制经验，建立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

资格框架衔接机制”。试点“技术技能证书与学术学位

互认”制度，允许职业院校学生通过技能认证获取普通高



177

Educational Teaching,教育教学,(7)2025,5
ISSN:2705-0912(Print);2705-0866(Online)

校学分，普通高校学生通过实践考核获取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构建“中高职-职教本科-专业硕士”的纵向贯通体

系，探索“项目制本硕博”培养模式，培养复合型技术领

军人才。

3.3　机制创新：激活实体运行的内生动力

3.3.1　市场化运作模式的探索

引入“产业学院股份制”“混合所有制实训基地”等市

场化机制，明确各方的产权归属与收益分配规则。以畜牧

业产业学院为例，可由企业出资建设生产线，院校提供场

地与教学资源，通过“产品生产-学生实训-技术研发”的

一体化运作，实现企业盈利与人才培养的双赢。设立产教

融合发展基金，通过政府引导、企业参与、社会资本注入

的方式，为共同体项目提供资金支持。

3.3.2　区域化协同机制的构建

针对跨区域合作的复杂性，建立“核心区-协作区-辐射

区”的三级协同机制：核心区由龙头企业与高水平院校组

成，负责制定行业标准与技术攻关；协作区由区域骨干企

业与高职院校组成，承担技术转化与技能培训任务；辐射

区由中小企业与中职院校组成，负责基层人才培养与技术

推广。

3.3.3　特色化发展模式的培育

鼓励共同体结合行业特色与区域优势，探索差异化发

展路径。现代畜牧业可聚焦“科技赋能-生态循环”主线，

打造“产学研用”一体化的生态共同体，重点开展智慧养

殖、绿色畜牧等前沿领域的产教融合实践，形成可复制、

可推广的“畜牧发展模式”，为其他行业提供借鉴。

3.4　人才培养创新：实施“五金”赋能工程

3.4.1　专业建设：打造产教融合“金专业”

建立“产业需求导向”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围绕现代

畜牧业的关键岗位需求，重点建设一批对接产业高端的特

色专业。例如，针对智慧养殖的智能化管理需求，开设“

智慧畜牧系统开发与运维”专业；通过校企共建专业标

准、共同开发课程体系，提升专业与产业的契合度。

3.4.2　课程建设：开发产教融合“金课程”

组建“企业技术专家+院校骨干教师”的混编课程团

队，立足畜牧业实际生产场景，开发项目化课程。以现代

畜牧业为例，可围绕养殖、加工、管理等核心环节，设计

项目模块，融入行业前沿技术与标准，同时搭建在线开放

课程平台实现资源共享。

3.4.3　师资建设：培育产教融合“金师资”

实施“双师双能型”教师培育工程，建立“教师企业实

践-企业导师授课”的双向流动机制。院校教师每年不少于

3个月的企业实践经历，企业导师需接受教学能力培训并承

担一定课时的教学任务。设立“产业教授”岗位，聘请行

业领军人才担任兼职导师，参与人才培养方案制定与科研

项目攻关。

3.4.4　实训基地：建设产教融合“金基地”

按照“生产性、先进性、开放性”原则，校企共建集教

学、实训、研发、生产于一体的高水平畜牧实训基地。以现

代畜牧业为例，可聚焦智慧养殖、良种繁育、绿色循环等核

心领域，引入智能化设备与先进技术，打造“产学研用”一

体化平台，同时面向行业提供技术服务与人才培训。

3.4.5　教材建设：编写产教融合“金教材”

以职业能力培养为核心，组织编写体现产业新技术、新

工艺、新规范的活页式、工作手册式教材。教材内容应融

入典型工作案例与技术解决方案，采用“纸质教材+数字资

源”的立体化呈现方式，开发配套的虚拟仿真实验、在线

测试等数字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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