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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高职院校而言，培养与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和产业结构

升级相适应的高素质技能人才是其人才培养中的重中之重。校企

合作作为对高技能型人才进行培养的重要平台和途径，主要是基

于市场需求，资源上实现企业和院校双方共享，结合企业需求有

针对性的对专业人才进行培养。因为双赢，所以在当前的高职院

校中普遍采取了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而高效、科学的校企

合作运行机制则是确保校企合作能够持续发展的基础，同时还是

对目前职业院校校企合作中所存在问题进行解决的有效途径。

1  高职院校校企的合作模式

就当前高职院校校企合作的模式来看，主要有“订单式”

和“校中厂”两种模式。

1. 1“订单式”校企合作模式

“订单式”校企合作模式，指的是高职院校将与企业所签

订的用人订单协议作为依据，结合企业的用人需求开展人才培养

工作，进而有针对性的实现对口培养、产销衔接。按照“订

单式”校企合作培养模式，高职院校可结合教学需求对企业的

人力与物资资源进行充分运用，并和企业一同参与到人才培养的

方案制定、课程的设置、人才评价标准当中，对学生的职业素养

以及专业能力进行有针对性的培养，让学生不但可以结合企业需

求规范自身的行为，养成职业习惯，还可以对企业文化真切的感

受，促进其专业学习自觉性的提高。

“订单式”校企合作模式，利用学院和企业所签订的订单，让

学生的职业规划得以实现，为学生搭建了良好的发展平台，使学

生的求职之忧被解决，也极大的提升了高职学院发展的知名度。

对企业来说，这种订单式培养的学生能够在毕业后更快的适应岗

位，甚至可以直接上岗，进而能够更为快速的为企业创造价值，解

决了学生毕业找工作的后顾之忧。三方互惠的合作模式受到了职

业院校的青睐，是校企合作采用最多的模式，也为地方经济的发

展起到了较好的推动作用。

1.2“校中厂”校企合作模式

所谓“校中厂”校企合作模式，指的是在学校中移入企业的

生产线和生产场地，通过对学生操作技能的培养，提升其就业的

竞争力。“校中厂”通常包括三种方式:第一种是高职院校依靠自

身在校内进行生产性的实体建设；第二种是校企双方共同建设，

由学校进行教学场地或是车间的建设，而技术由企业加以指导、

生产设备由企业进行提供；第三种则是创建“前厂后校”式的企

业经营、学校参与实体经营实训基地。该种合作模式，使学习生

产化得以实现，让企业生产和专业教学做到了有效的衔接；加上

设备是企业所提供的，能够节省企业在实训设备上的投入从而节

约成本；企业的技术人员可以为学生进行专业和技术指导，能够

极大的提升学生的操作技能，同时还可以为教师进行培训，加强

学院的师资队伍建设。所以，应该说“校中厂”校企合作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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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使得学生、学校以及企业三方真正实现了共赢，企业得到了

经济、技术以及“人才”的效益；学校的“工学结合”人才培养

目标得以实现，教师的实践能力得到提升；学生的实操能力显著

提高，做到了学生和企业员工角色的迅速转变，从而使其就业竞

争力得到显著提高。

除了上述两种较为常见的校企合作模式外，校企合作模式还

包括基于产业园的校企合作模式、校企共建学生工作室模式、共

建二级学院模式以及集团公司主导下的双师团队共建模式等。

2  确保高职院校校企合作有效推进的运行机制发展策略

2.1完善校企合作相关制度，为校企合作运行提供制度保障

制度是校企合作得以良好运行的基础，完善的制度对于校企

合作目标的实现具有推动作用。只有完善的制度保障，才能够

使校企合作朝着良好的健康方向发展。基于此，首先可以在学

院的规章制度中明确写入校企合作，这有助于高职院校对自身在

校企合作当中所处的地位具有清晰的认识，进而基于战略发展高

度对企业的诉求很好的把握。

2.2 完善组织机构建设，为校企合作运行提供组织保障

统一化和专门化的组织机构是确保校企双方有效合作，做到

无缝对接的组织保障。作为企业和学校来说，应该构建一个包括

双方负责人在内的组织机构，对双方之间进行有效沟通，从而对

最新的信息进行掌握。

2.3 健全体制机制，为校企合作创建动力机制

首先，对统筹管理机制进行完善。在校企合作当中，一

直存在着经费的投入和使用。良好的校企合作成果转化机制对

于双方的受益和合作积极性具有直接的影响，而风险管理机制

则能够让双方的损失最大程度的降低，所以对风险合作管理机制、

成果转化机制以及经费投入和使用机制等进行健全对于校企合作

资源统筹管理具有重要的作用。其次，对校企合作动力机制不断

完善。多元化的评价反馈与激励机制可以极大的提升校企双方内

在的动力，从而使合作的科学性和积极性得到提高。再次，对人

才培养机制进行改革创新。作为职业院校来说，要结合社会发展

需要和学生的实际状况，重视基于就业导向对学生的核心素养和

关键能力进行培养，开发基于校企合作的校本课程、创建“双师

型”教师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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