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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实施职业教育应当实行产教结
合，为本地区经济建设服务，与企业密切联系，培养实用人
才和熟练劳动者。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可以举办与职业
教育有关的企业或者实习场所。
                        《职业教育法》第23条

    进一步建立和完善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满足人
民群众终身学习需要，与市场需求和劳动就业紧密结合，校
企合作、工学结合，结构合理、形式多样，灵活开放、自主
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2005

    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

    推进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坚持校企合作、工学结合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2014

    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育训结合。

    坚持知行合一、工学结合。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2019



• 产教融合： 职业教育发展的社会基础，

• 校企合作:  职业教育办学的基本途径，

• 工学结合： 职业教育的主要教学模式。

——构成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基本特色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
2017.12

• 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
接，是当前推进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迫切要求。

• 面向产业和区域发展需求，完善教育资源布局，加快人才培养
结构调整，创新教育组织形态，促进教育和产业联动发展。

• 校企协同，合作育人。充分调动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强化政策引导，鼓励先行先试，促进供需对接和流程
再造，构建校企合作长效机制。

• 将教育优先、人才先行融入各项政策。结合实施创新驱动发展、
新型城镇化、制造强国战略，统筹优化教育和产业结构，同步
规划产教融合发展政策措施、支持方式、实现途径和重大项目。

• 推动学科专业建设与产业转型升级相适应。建立紧密对接产业
链、创新链的学科专业体系。



    在开展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基础上，建立产
教融合型企业认证制度，对进入目录的产教融合型
企业给予“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的组合式激励，
并按规定落实相关税收政策。试点企业兴办职业教
育的投资符合条件的，可按投资额一定比例抵免该

企业当年应缴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强化企业重要主体作用

• 鼓励企业以独资、合资、合作等方式依法参与举办职业教育、高等教
育；

• 支持企业参与公办职业学校办学，鼓励有条件的地区探索推进职业学
校股份制、混合所有制改革；允许企业以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依
法参与办学并享有相应权利；

• 深化“引企入教”改革。支持引导企业深度参与职业学校、高等学校
教育教学改革，多种方式参与学校专业规划、教材开发、教学设计、
课程设置、实习实训，促进企业需求融入人才培养环节；

• 推行面向企业真实生产环境的任务式培养模式；鼓励以引企驻校、引
校进企、校企一体等方式，吸引优势企业与学校共建共享生产性实训
基地。支持各地依托学校建设行业或区域性实训基地，带动中小微企
业参与校企合作；

• 通过探索购买服务、落实税收政策等方式，鼓励企业直接接收学生实
习实训。



《产教融合，企业主动作为很关键》

         上汽通用汽车以企业为主体，经过筛选的职业
学校为成员，共同组成校企联盟。“政府主持，企
业主导，多方参与。”

    建议以行业领军企业为主体，以校企联盟为载
体，管理中心设在公司内，以企业化的标准运行校
企合作项目。企业培训师与院校教师共同对学生授
课。（光明网）



完善政策支持体系

• 支持一批中高等职业学校加强校企合作，共建共享技术技能实训设施；

• 完善体现职业学校、应用型高校和行业特色类专业办学特点和成本的职
业教育、高等教育拨款机制；

• 职业学校、高等学校科研人员依法取得的科技成果转化奖励收入不纳入
绩效工资，不纳入单位工资总额基数；

• 企业投资或与政府合作建设职业学校、高等学校的建设用地，按科教用
地管理；

• 鼓励金融机构按照风险可控、商业可持续原则支持产教融合项目。利用
中国政企合作投资基金和国际金融组织、外国政府贷款，积极支持符合
条件的产教融合项目建设。

• 引导银行业金融机构创新服务模式，开发适合产教融合项目特点的多元
化融资品种；

• 加快发展学生实习责任保险和人身意外伤害保险，鼓励保险公司对现代
学徒制、企业新型学徒制保险专门确定费率。



《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

• 校企合作是指职业学校和企业通过共同育人、合作研究、共
建机构、共享资源等方式实施的合作活动。

• 校企合作实行校企主导、政府推动、行业指导、学校企业双
主体实施的合作机制。

• 职业学校应当根据自身特点和人才培养需要，主动与具备条
件的企业开展合作，积极为企业提供所需的课程、师资等资
源。企业应当依法履行实施职业教育的义务，利用资本、技
术、知识、设施、设备和管理等要素参与校企合作。

      ……



    如何真正调动起企业参与校企合作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学校究竟在校企合作中需要些什么？



企业并没有培养人才的职责

    企业的任务是生产、服务，是面向市场运作，是
以营利为本，而教育属于公益性事业，首先讲究社会责
任和效益，性质上就有本质区别。

    政府各部门的行政法规只能在在各自的权限范围内
实施，不见得能约束到企业。

    企业有权拒绝任何机关和单位向企业摊派人力、
物力、财力。除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任何机关和
单位以任何方式要求企业提供人力、物力、财力的，
都属于摊派。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第32条



校企合作的定位应该回归到“合作”的本质上

合作的基础是自愿，互利。

基本关系必定是甲方乙方的关系，其他的定位都只能是在
这个基础上派生出来的。

合作协议是执行的依据，核心内容是分别规定甲乙双方的
权利、责任及具体任务，各方照此执行，并有相应的实施
措施和保障条款。也就是一种契约关系。



学校是校企合作的主动方，也是需求方，需求可能是多样
的，但可以分出层次。最现实的、也是最刚性的需求就是
学生实习。其次是为学生提供对口的就业出路。

企业可能通过接受实习学生补充生产岗位，这是最直接的
好处，也是校企合作得以实现的首要原因。其次是希望能
在实习生中选拔录用新员工。

学生到企业顶岗实习以及随后在这个企业就业对校企双方
可以说是共同得利，其他的恐怕就只能说是相互提供的利
益交换。

“政府既要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也要采取购买服务等
多种办法，调动企业、社会多方面的力量。”——李克强

校企合作需要厘清双方需求，确保履行条件



“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坚持工
学结合、知行合一。”——习近平

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           工学结合 

    产教融合是校企合作的前提，保障，校企合作
是工学结合得以有效实现的必要举措；

    职业教育必须工学结合，要工学结合就需要校
企合作，要搞好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是目标。



    工学结合的核心是学，工本身也应该是学，
而且是一种不可缺少的学习形式。

    既不能脱离工只讲学，更不能以工代学，只
是单纯顶岗打工。

    因此需要围绕培养目标，通盘设计专业教学
计划，哪些在课堂学，哪些通过实训学，哪些放
在实习中，结合工作去学，使学生扎扎实实地掌
握专业知识和技能。



关于加强实训基地建设组合投融资支持的实施方案

• 利用“补贷债”组合模式，坚持政策统筹、资源共建、开放共享，综合运用中
央预算内投资、地方财政投入、开发性金融、债券融资和吸引社会资本等手段，
多措并举拓宽投融资渠道，引导地方政府、行业企业与职业学校、高等学校全
面加强合作，大力加强实训平台载体建设。

• 加大中央预算内投资对实训基地建设项目支持力度。

• 鼓励各地方与国家开发银行加强机制合作，通过构建校企股份制或混合所有制
主体，创新结构化融资模式。

• 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与职业学校深化产教融合，以股份制、混合所有制等方式
创新产权制度，探索设立产权共有的实训基地（机构）。



打造一批高水平实训基地
    加大政策引导力度，充分调动各方面深化职业教
育改革创新的积极性，带动各级政府、企业和职业院
校建设一批资源共享，集实践教学、社会培训、企业
真实生产和社会技术服务于一体的高水平职业教育实
训基地。

    面向先进制造业等技术技能人才紧缺领域，统筹
多种资源，建设若干具有辐射引领作用的高水平专业
化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推动开放共享，辐射区域内学
校和企业。

    鼓励职业院校建设或校企共建一批校内实训基地
，提升重点专业建设和校企合作育人水平。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三、“工学结合”折射教师培养

应服务于教育教学的基本需要

              在教师培养标准上，“教”是核心，
教师的专业技术能力要体现在良好的教
育教学上 。



教师与技师实践技能要求的区别

掌握实践
技能

教师 技师

目的 用于“教” 用于“做”

总体水平 能够示范、指导学生 个人精熟，达到等级

适应面 与教学相关的职业工作过程
整体

自己工作的业务领域

侧重点 注重规范性和适应性，以及
发现和纠正、解决操作
中出现的各种问题。

已无需关注，只求自
身操作技术的精益
求精及等级晋升



谢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