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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服务企业“走出去”创新路径研究
王柯萌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山东 潍坊 261061

【摘 要】：2013 年国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为响应倡议，企业纷纷“走出去”，但本土化人才缺乏、语言交流不畅、

中外文化差异等问题阻碍了企业发展。2015 年教育部等部委相继出台多项政策，鼓励高职院校加强国际化建设。本文以山东

畜牧兽医职业学院与新希望六和股份有限公司合作建立的“新希望农牧工坊”为例，提出农牧高职院校服务企业“走出去”

创新路径，助力企业“走出去”，推动高职院校在国外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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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后，为响应“一带一路”倡议，越来越多农牧企

业“走出去”，但面临本土人才短缺、技术标准不统一、语

言障碍等问题。高职院校由于其定位和人才培养特点，将在

本土化人才培养培训、技术服务、人文交流沟通上发挥关键

作用，服务企业“走出去”，推动产业链、人才链、教育链

有机衔接。

1 高职院校服务企业“走出去”的背景和意义

1.1 教育对外开放政策鼓励高职院校“走出去”

配合“一带一路”倡议，2015 年后国家各部委相继出台

教育国际化政策，鼓励院校配合行业企业“走出去”，培养

培训国际技术技能人才。尤其是 2019年以来，《教育部财

政部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

意见》（教职成〔2019〕5 号）等文件提出，鼓励高等职业

院校服务企业“走出去”，开展多种形式的境外办学，承接

“走出去”中资企业海外员工教育培训，建设一批鲁班工坊，

推动技术技能人才本土化，培养当地急需的“一带一路”建

设者。

1.2 高职院校“走出去”是企业发展的需要

“一带一路”倡议促进企业“走出去”，推动与国际产

能合作。2018 年我国全行业对世界直接投资 1430 亿美元，

其中在亚洲的投资占 74%。2019 年对外承包工程合同数

11932 份，同比增长 8.6%，合同金额 2602.50 亿美元，同比

增长 7.6%。海外投资目的地丰富的自然资源、广阔的国际市

场、低廉的人力成本、丰富的劳动力是吸引中国企业投资的

主要原因。但是海外分公司的本土员工劳动效率低、对中国

技术掌握不力、语言交流不畅等降低了劳动生产率，推高企

业人力成本，阻碍“走出去”企业发展。为破解难题，高等

职业院校需要服务企业“走出去”，通过设立海外分院、海

外人才培训中心等开展多层次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培养培

训本土化人才，促进中外技术推广与文化交流，进而助推国

际产能合作，推动企业“走出去”行稳致远。

1.3服务企业“走出去”是高职院校自身发展的要求

“国际化建设”是高职院校“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

和专业建设计划”等重点建设项目，是年度“高等职业教育

质量年报”“国际影响力 50 强”等重要考核指标。“国际

化建设”包括承接海外教育培训和服务、建立海外分校、推

动职业资格证书与其他国家互通互认等服务企业“走出去”

的内容。但高职院校“走出去”存在资金设备不足、目标不

明确、实效不明显等问题，需要与行业企业合作，针对“走

出去”企业发展和人才需求，有针对性地选择“走出去”的

国家、“走出去”的形式，确定人才培养方案、培养标准、

培训内容等，使人才培养培训更有实效，真正为企业培养本

土化人才。高职院校依托大型“走出去”企业“借船出海”，

精准聚焦企业人才培养、技术服务、战略发展需求，为企业

海外分公司开展基层海外员工技术培训、高层员工语言和学

历教育、技术推广和服务等，能够为企业提供人才、技术、

文化支持，促进高职院校海外培训中心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高职院校师生参与海外人才培训，开展技术服务，开发输出

培训标准和证书，能够打造国际化教师队伍、培养国际化技

术技能人才，加强学校内涵建设，提升学校国际化水平。

2 高职院校服务企业“走出去”实践

高职院校服务企业“走出去”的形式主要有合作办学项

目、境外人员短期培训、企业技术咨询与指导、开发境外认

可的专业教学标准等。高等职业教育年度报告数据显示，

2020年全国 505 所高职院校非全日制国（境）外人员培训量

达 38.21 万人次，专任教师和在校生到境外服务“走出去”

企业 64.9 万人次，100所高职院校开发了 283 个国（境）外

认可的行业或专业教学标准等。如金华职业学校以泰国西那

瓦大学华夏学校为基地，建立国际教育职业培训中心，结合

华孚时尚等企业需求开发企业培训外包服务，开展各项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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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及跨文化交流培训；无锡商业职业技术学校联合红豆集

团建立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特区培训中心，培训柬埔寨员工汉

语和国际商务管理、会计基础等专业技能；北京工业职业技

术学校等国内 7所工科高等职业院校与中国有色矿业集团与

合作，在赞比亚设立海外分院，面向中资企业员工和赞比亚

社会民众开展职业培训与学历教育。

3 高职院校服务企业“走出去”创新路径

高职院校应立足自己的特色专业，紧紧围绕专业建设，

对行业内“走出去”企业开展深入调研，与大型“走出去”

企业合作,跟进企业步伐，配合企业“走出去”。根据企业

海外分公司的人才发展需求和当地技术、教育等现状确定院

校“走出去”目的、形式、培训方案和内容等，从而使“走

出去”有的放矢，真正服务企业“走出去”，推动高职院校

“走出去”建设有效、持续。

学校立足以农牧专业为主的办学特色，与农业产业化国

家重点龙头企——新希望六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合作，提出

在东南亚国家打造“新希望农牧工坊”，建立高职院校服务

农牧企业“走出去”品牌，为高职院校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

“走出去”模式。“新希望农牧工坊”将以学校与新希望六

和合作为基础，结合其他“走出去”农牧企业、当地政府及

院校，政校行企探索共建国际班、建立海外人才培训基地等

“走出去”形式，服务企业“走出去”，推动中国及东南亚

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农牧业发展。

3.1 共建国际班，培养高素质农牧业技术技能人才

根据新希望六和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分公司对人才专业、

数量等需求，校企共同招生，选派海外分公司技术骨干、储

备干部及拟在分公司工作的当地青年来华学习，由学校和企

业共同培养畜牧兽医等专业专科学历生及一年制语言生。校

企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参与教学、开发教材，为企业培

养一批后备干部，输送优秀人才到海外企业工作，联合培育

海外本土化员工，为东南亚国家培养懂汉语、认可中国文化、

技术水平高的复合型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3.2 建立海外人才培训基地，培训当地畜牧人才

与新希望六和合作，联合泰国华富里农业职业院校、柬

埔寨工业技术学校等，在越南、柬埔寨等新希望六和当地分

公司驻地分别建立 1 所海外人才培训基地。根据公司人才需

求，校企共同开发培训项目、选派师资授课，为其员工及储

备干部等开展多层次培训，推广现代农牧技术，提供技术服

务，为新希望六和集团培训大批一线人才。

3.3打造“公司+学校+农户”模式，带动东南亚五国农民减

贫

鸡鸭等畜禽养殖资金门槛低、周期短、技术要求简单，

是各国带动农村人口减贫的有效方式。学校和企业创新提出

“公司+学校+农户”模式，由企业与东南亚国家农户签订协

议，向农户供应畜禽种苗及饲料，委托农户养殖，待养殖成

熟后统一收购，带动东南亚国家农户通过签约畜禽养殖减

贫。学校将选派专业教师和优秀实习学生组建技术服务团

队，培训签约农户及本土兽医技术人员。服务团队将分片区

上门集中开展培训，培训农户禽舍布置、饲养方法等畜禽饲

养技巧，培训本土兽医技术人员疾病预防诊断、合理用药等，

帮助农户解决畜禽养殖难题，提供养殖技术服务。该培训将

提高畜禽产品质量，保障食品安全，增加农户收入。参与海

外实习可以提升学生专业技能和国际化水平，优秀实习学生

可被选拔至企业海外分公司工作，为学生打通海外就业渠

道，为企业输送畜牧技术技能人才。

3.4加强文化交流，促进人心相通

组织海外青年来华研修，选派国内师生赴海外研修交流

等，促进中国与东南亚国家文化交流。在海外人才培训基地

及学校举行企业文化节、技能比赛、中外青年联谊等大型文

化交流活动，搭建青年交流桥梁，促进不同文明相互理解包

容，实现民心相通。

3.5成立东南亚农牧合作联盟

学校联合新希望六和等中国“走出去”的大型农牧企业，

汇聚山东省畜牧职教集团等行业企业资源，集合中国农牧院

校和东南亚国家农牧院校，成立东南亚农牧合作联盟。共同

对标农牧企业在东南亚国家人才、技术需求和当地人才等发

展特点，建立海外培训基地和国际班等，共同培养农牧技术

技能人才，培训当地农民、基层员工、中层管理及技术人员

等。加强产学研合作，通过教育合作、技术培训和产业帮扶，

推动更多中资企业“走出去”。

3.6建立东南亚农牧业发展研究中心

学校结合当地农业发展情况、企业发展实际，与当地农

牧职业学校和中国“走出去”大型农牧企业、当地农牧企业

合作开展课题研究。在东南亚某一国家选址建立畜禽健康养

殖研发机构，开展畜禽健康养殖技术推广、技术服务、人才

培养、学术交流、科研合作，形成东南亚农业发展研究中心，

助推中国及东南亚国家畜禽养殖、畜禽产品安全，推动区域

农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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