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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是人类行为动力的根源,“是人们各种行为和行动的内在
推动力”。人类开展良好合作的关键因素取决于是否有充足的利益
激励与和谐的利益关系。所以，能否为产教融合主体提供足够的
利益激励并协调好不同主体间的利益关系，直接从源头上决定着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动力的大小。

1  政府推进产教融合的动力分析
关注民意和经济社会发展，是政府推动职业院校深化产教融

合的主要动力。在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继续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
定健康发展，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加快产业优
化升级，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教育领域的综合改革。因此，
自2013年起，政府就着手推动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职业院校转变，
其主要宗旨就是要，解决高校毕业生就业问题（民意）和推动社会
经济发展（履行经济社会发展职能）。

中央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推动职业院校深化产教融合的动
力非常充足。一方面，中央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是职业院校
深化产教融合的策划者。另一方面，中央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
门围绕产教融合实施了一系列举措。在政策方面，发布了一系
列强调和推动职业院校深化产教融合的文件。中央政府及其教育
行政部门推动产教融合的动力充足的主因在于，认识到了推动职
业院校深化产教融合的预期收益较大，可以缓解高等教育的结构
性矛盾，扭转高等学校发展的同质化倾向，解决大学毕业生就
业问题，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国
家发展战略，等等。

2  企业推进产教融合的动力分析
企业是生产和交易的组织，企业生产经营的目的就是要尽可

能提高其利益相关者的收益。企业的利益相关者涉及到企业内部
的股东、管理者、职员，企业外部的政府行政职能部门、消
费者和与其相关联的社会组织、团体。类似于其他利益相关者
团体，企业的生产经营，一般都是追求企业经营利益的最大
化，尤其是要给股东、企业管理者等决策者带来收益。

理论上讲,在人才培养、科研开发和社会服务方面，职业院
校和企业开展深度合作，能够达到取长补短、互惠互利、合作
共赢的效果。一则，企业可以从职业院校获得各专业人才、科
研攻关技术和社会服务等资源，从而保证企业有充足的劳动力资
源，推荐产品不断更新换代等，另一方面，高校可以从企业获
得办学资金支持、实习基地、岗位实践工作经验等，进而拓展
办学的外部资金来源，提升人才的社会竞争力。总而言之，通
过校企深度合作，可以实现科技创新和技术转化的良性育人生态
模式的循环。 但从实际效果来看，企业和职业院校合作并不一
定能给企业带来理论上的预期收益，第一，一些中小型企业或服
务型企业，大多属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对先进技术的依赖性很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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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不会花大成本招收大学毕业生，所以和职业院校合作的动力
基本为零。第二，大企业和职业院校的合作意愿不足。在人才培
养、科研开发和社会服务方面，职业院校的综合实力有限，大企
业一般会需求和一些知名的本科院校合作。第三，职业院校的学
生在校企合作中出现一些毁约的行为，如学生毕业后不在实习单
位就业等。因此，大多企业从产教融合中收益很有限，致使企业
与职业院校合作的动力不足。

3  学校管理人员推进产教融合的动力分析
学校管理人员在职业院校工作的利益需求一般是做好本职工

作和为所在部门谋利益。学校管理人员的利益获得与其产教融合
动力呈正相关关系，即利益获得越大，产教融合的动力越高。

职业院校深化产教融合给学校管理人员带来的利益获得并不
是很大。原因在于产教融合无法较大改善他们的物质需求、精
神需求和社会需求。相反，产教融合还会增加不少学校管理人
员的工作范围和工作压力。由此可见，学校管理人员获得利益
的有限性，不利于提高他们产教融合的动力。

4  教师推进产教融合的动力分析
高校教师属于高级知识分子，其主要职责与追求在于传播和

创新知识以及提高自我精神境界。所以，高校教师一般都比较
注重自我提升、获得学生尊重等精神需求的满足。另一方面，
在追求基本的物质需求、获得领导认可和职位晋升等方面，和
其他行业一样，教师也需要实现个人的利益。

总体而言，职业院校深化产教融合，改革的重点和难点在
于教师。职业院校深化产教融合会伤害教师的短期利益，会增
加教师的教育教学成本，如要求教师完善课程教学内容、革新
教学方式方法、参加校内外培训和积极开展应用研究等，这不
利于调动教师深化产教融合的积极性。另一方面，职业院校深
化产教融合虽大幅增加了教师的工作量，却忽略相应地提高教师
的薪酬，如此为之，很显然会降低教师产教融合的动力，甚至
成为改革最大的反对者。

5  学生推进产教融合的利益分析
职业院校深化产教融合一般都是通过自我变革去提升学生的

综合技能和服务社会发展的能力。理论上讲，产教融合最大的受益
主体是学生，学生应该具有较强的产教融合动力。但实际状况是，
对产教融合持漠视、怀疑态度的学生，不在少数。主要原因在于：
职业院校深化产教融合一般短期内无法显著提升学生的就业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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