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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校企协作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发展与思考
方振兴 严洁峰 於 宏 仇晓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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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校企合作对整体提高当代大学生的就业能力具有重要作用。文章采用文献研究法对国内外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类

型进行了梳理，不论哪种培养模式都具有其特色和优势。然而目前国内校企合作还存在合作组织松散、合作内容不深入、合作的

机制不灵敏、合作效益不高等问题，结合协同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文章认为通过学校和企业之间的观念协同、经费协同、管理

协同和师资培养协同，达到校企联动状态，能够改进和创新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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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improving the overall employability of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This paper uses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to sort out the types of university-enterprise cooperation talent training modes at home and

abroad, no matter which training mode has its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There is, however, the current domestic university-enterprise

cooperation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is loose, in-depth and cooperation of the contents of the cooperation mechanism is not sensitive,

cooperation efficiency is not high, combined with the collaborative theory and resource dependency theory, the article thinks through the

school and the concept of synergy, funds synergy synergy, management synergy, and teacher training and to achieve linkage between

colleges, Can improve and innovate the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talent training mo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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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

案》提出了到 2035年基本形成富有时代特征、彰显中国特色、

体现世界水平的教育评价体系的教育评价改革目标。随着我国

“中国制造 2025”“互联网+”“教育信息化 2035”等战略的

提出，中国逐渐开始向智能化产业发展，新常态下各种制造业

的结构调整使社会劳动力的需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对各高

校创新型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新要求。同时，也出现了“用工难”

的现象。究其根本，是高校人才输出的供给与目前的产业结构、

企业技术升级和生产转型不匹配。如何将高校丰富知识与企业

实践的有益经验相结合，为社会和企业培养符合要求的高素质

创新人才，全国各大高校都在寻求解决方案以期实现突破，校

企合作应运而生。学校与企业双方建立合作关系，将双方的资

源进行整合发挥各自的优势联合探索人才培养模式愈发重要。

1 国内外校企合作培养模式类型研究综述

1.1国外校企合作培养模式类型

国外的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研究发展至今归结起来有

四种：一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合作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二是

以日本为代表的“产学合作”人才培养模式；三是以德国为代

表的“双元制”人才培养模式；四是以英国为代表的“现代学

徒制”人才培养模式。根据参与培养主体的不同，可分为学校

主体培养模式、企业主体培养模式和校企双主体培养模式。

黄藤（2015）选取了英国、法国等十个代表性国家为研究

对象，对国际人才的分类、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界定、国外产

教深度融合下高层次技术型人才培养体系以及人才培养模式

进行了深入剖析。冯芳（2008）介绍了英国“现代学徒制”和

澳大利亚“新学徒制”两种人才培养模式。英国的“现代学徒

制”人才培养模式是以国家职业资格标准为导向的，以不同岗

位所需要能力为基础，开发出相应的行业岗位标准。澳大利亚

“新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的特色在于“培训包”的设定，“培

训包”的内容包括职业能力标准﹑职业培训标准与考核评估标

准三大部分，将学生能力、评估指导原则、国家证书标准三者

相结合。

1.2国内校企合作培养模式类型

培养模式和机制研究这一领域国内形成了相对丰富的研

究成果及体系。吴堂林，李加林，马杰（2013）重点研究了中

德两国在校企合作领域建构的人才培养模式，认为校企合作需

要建构多主体共同参与的人才培养模式，在此基础上建构科学

的课程体系，配备专业一流的师资队伍，以及合理有效的教学

模式。马建斌，孙晨霞，周桂红，张玉新（2014）提出了校企

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要求在大学本科最后一个年度与相关企

业组织开展校内外实习基地建设、计算机教育企业课程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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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深入企业进修培训等多元化的业务合作，由此来提升师生

的综合实践能力和应用能力。黄承宁，孙洁（2017）基于相关

学者关于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领域校企合作模式的相关研

究成果，提出了人才培养新方案，即“3+3+1（在校前三年重

点学习基础课程+前三年假期安排项目实训+最后一年进入企

业实习）”，通过学校、企业两大主体之间交互性的嵌入培养，

建构更具针对性和实用性的核心课程体系，提高学生的动手实

践能力和研发能力。

在职业院校校企合作中，朱颖华（2015）也提出了“订单

式”、引企入校与进企办校、“前店后校”、校企共建企业实

体和企业学院等模式。上述几种模式的成功运行，均以共赢的

利益驱动机制为基础，以优质专业（群）为平台，以配套的管

理组织为保障。

2 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的优势

2.1校企合作可以共同培养市场需要的人才

理论联系实际是高等教育的一条重要的原则，全面、系统

地掌握各门学科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是应用型人才的基本

要求。校企合作为丰富和完善高校人才培养方案提供了很好的

机会，教学专家通过与企业的探讨可以使人才培养方向和计划

更具针对性；教师通过与行业企业更多地接触可以使日常教学

更贴近实际；学生通过对行业、企业和具体岗位的了解可以理

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尤其是专业实践教学内容的安排与职

业岗位的人才需求和特点更相符合，操作技术、实践能力的训

练和培养基本可以达到就业上岗的技能要求。同时对行业和企

业所需的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和新方法进行适度的超前教

育以适应行业技术升级和设备更新的需要，与时俱进，真正培

养出理论知识扎实、前沿科学熟悉、基本技能熟练、最新方法

了解的兼知识型与应用型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

2.2校企合作可以共同实施个性化就业指导

符合社会发展、企业需要、自身实际的职业规划是学生成

功就业的有力保障，通过校企合作可以更好地为学生提供职业

规划指导和就业指导。做好学生职业规划，除了基本的职业规

划理论、社会因素、家庭因素外，行业因素是其中很重要的一

方面，只有对自己未来发展的行业有较为清晰透彻的了解，对

未来发展的企业和岗位所需的基本技能予以重点培养，才能制

定出符合自己的职业路线，并顺利走好。通过邀请行业、企业

相关专家到学校做行业发展报告、职业规划指导等讲座，可以

使学生在理论上更好地了解行业；通过组织学生到企业进行社

会实践、职业体验可以使学生近距离了解岗位需求。另外，邀

请企业资深人力资源专家做就业指导、模拟面试，可以从企业

的角度对学生就业予以指导，丰富学生的就业知识和就业技

能。

2.3校企合作可以共同搭建学生就业平台

企业是毕业生的“出口”，校企合作对就业工作最直接的

促进作用就是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就业岗位，校企合

作可以使合作的企业对学校和学生有更深的了解，主动吸纳毕

业生，同时随着校企合作规模的增加、质量的提高和成果的实

现，可以提高学校在相关行业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以此为突破

口，奠定学生在行业的就业地位和优势。此时，学校可以整合

行业资源和学生资源，为行业企业和行业人才搭建双向选择的

招聘平台，促进学生就业甚至是行业人力资源的优化配置。

3 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的问题与创新

3.1当前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存在的主要问题

虽然校企合作模式多样，但是合作动力不足、合作层次偏

低、合作管理不力、合作机制缺失、合作内容单一。具体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3.1.1学校方面

对社会需求、企业具体需求了解程度不够，存在一定专业

设置的“同质性”、培养模式的“盲目性”、培养方案的“理

论性”、课程设计的“滞后性”。从教学管理来看：专业设置

未能充分体现专业特色、行业特色、区域特色；课程体系不合

理，侧重理论知识学习，轻视实践训练；从师资建设来看：“双

师双能型”教师比重小，实践教学指导不足等等。

3.1.2企业方面

经济利益和社会效应未能统筹兼顾。校企合作见效周期时

间长，不能给企业带来短期的经济利益。因此，企业参与合作

的热情不高。企业考虑到学校的层次和类型，校企合作以单项

或专项合作模式较多，全面合作较少。学校主动模式较多，校

企共建模式较少。合作层次以浅层次的合作较多，深层次的合

作模式较少。

3.1.3社会方面

孕育校企合作土壤不丰富，资源匹配较少，社会意识滞后

于时代、经济发展的脚步，忽视学习的应用性和服务性。创新、

创业意识不足，“学而优则仕”观念根深蒂固。行业组织指导

不足，行业组织是弥补市场失灵、政府失灵的重要形式，在实

际校企合作过程中，行业组织对校企合作关注度较低。

3.2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的创新

结合协同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文章认为通过学校和企业

之间的观念协同、经费协同、管理协同和师资培养协同，达到

校企联动状态，能够改进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

3.2.1观念上从校企合作到校企协作

当前学校和企业之间不存在责权关系，而在合作中却产生

相应的费用和风险。企业与职业院校分属不同性质的组织，其

组织间合作关系建立与维系的根本在于校企双方发展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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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协作与合作都是主体成员基于共同目标的社会行为。然

而，“协作”与“合作”的区别则在于是否强调同步性。合作

的主体没有太多要求，但协作的主体则要求参与各方紧密配

合，强调同步性和实时性。校企之间有必要从“校企合作”向

“校企协作”转变，校企合作不能只从学校发展的角度去考虑

合作，而应该立足双方的发展去思考合作。

3.2.2健全校企协作经费投入保障机制

一是建立和完善以政府投入为主的保护机制。根据德国双

元制等国外人才培养经验，教育经费来源虽各有不同，但国家

投入都是教育经费最大的来源。二是建立校企协作经费专项专

用制度，具体落实财政责任。法律法规中对校企协作的经费来

源、预算、使用和监督作出明确规定并落实到位。地方政府应

当建立与办学规模、培养成本相适应的财政投入制度，保证拨

放的教育经费能足额投入到学校和企业。

3.2.3加强校企协同管理

在具体的人才培养管理中，通过成立诸如校企合作理事

会、委员会等管理机构，建立规范化的管理制度，制定校企合

作实施细则，明确成员各自应有的责任、权利和义务，比如校

企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专业设置、课程设置；实验、实训、

实习等培养实践机制的共建；师资团队评聘、培养质量考核评

价的共建，实现校企协同管理。同时，应当建立校企合作教学

标准、资质与合同标准；建立与行业企业技术要求、工艺流程、

管理规范、设备水平同步的实习实训标准体系。

3.2.4建设理实兼备的“双师型”教师队伍

教师是人才培养模式实施的主力军。想培养创新高素质人

才，必须建设具有扎实的专业理论、较强的教学能力和熟练的

专业技能的“双师型”教师队伍。这就要求学校既要重视人才

引进和兼职教师聘任，又要重视人才培训；既要重视教师教育

技能和实践技能培训，又要重视理论学习和理念更新，构建理

实兼备的“双师型”教师队伍，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加快建设

校企合作的“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和企业实践基地是一

种可行的办法。选派教师深入企业进行专业实践锻炼，或以脱

产、半脱产的方式在企业挂职顶岗，参与技术攻关和合作研发，

了解岗位特征、企业工艺过程和生产现状；探索建立教师见习

或企业实践制度。

3.2.5健全人才培养评价机制

缺乏健全的人才培养评价机制是校企人才培养深度合作

的重要障碍。针对目前学校为主体的评价模式，应该联合企业、

行业和第三方科研机构参与人才培养过程和质量评价机制建

设，要根据对市场和行业实证调研的数据来制定学生就业所必

需的基本理论、技术技能和实践指标体系，并开展标准化测试。

大力推进毕业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双证融通，建立专业技术技

能与通用职业能力相结合的评估和资格认证制度。应该将学生

理论、技能和实践的考核有机融合，注重综合职业能力的评价。

改变以卷面笔试考核的评价形式，针对不同的课程分别采用实

践操作、关键问题现场答辩、开设主题报告等多元化考核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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