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25, 15(6), 576-585 
Published Online June 2025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5.1561032  

文章引用: 陈舒童. 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中的企业责任及实现路径[J]. 教育进展, 2025, 15(6): 576-585.  
DOI: 10.12677/ae.2025.1561032 

 
 

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中的 
企业责任及实现路径 

陈舒童 

南宁师范大学职业技术师范学院，广西 南宁 
 
收稿日期：2025年5月13日；录用日期：2025年6月13日；发布日期：2025年6月20日 

 
 

 
摘  要 

市域产教联合体是一个由政府、学校、企业等多元主体构成的复杂系统，旨在深化产教融合，推动区域

经济高质量发展，聚焦于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中企业责任的探讨，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框架，分析了该

理论在市域产教联合体构建与运作中的契合性。文章首先阐述了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基本原理，并探讨了

其引入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的适用性，强调通过平等参与、协同育人及风险共担等机制，促进教育资源

与产业需求的深度融合。随后，深入分析了在协同创新与生态构建视角下，市域产教联合体的运行机制

及其对企业责任的特定要求。针对我国职业教育治理政策中的企业责任体现，揭示了市域产教联合体中

企业责任履行的独特性及面临的地域、行业、发展阶段等多重挑战。最后，提出了构建“区域特色化”

产教融合生态链，推行“项目制”合作模式，灵活应对行业特性，构建多层次合作体系，适应企业发展

阶段，强化“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系，促进利益共融等路径，以期为企业责任在市域产教联合体中

的有效履行提供理论指导与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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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unicipal-level industry-education consortium is a complex system composed of multiple stake-
holders, including governments,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aiming to deepen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and drive high-quality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Focusing on the discussion of 
corporate responsibilities with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unicipal-level industry-education consor-
tium,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applicability of stakeholder theory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its establish-
ment and operation. It first elaborates on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stakeholder theory and ex-
plores its suitability for introduction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unicipal-level industry-education 
consortium, emphasizing mechanisms such as equal participation, collaborative talent cultivation, and 
risk-sharing to promote the profound integra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with industrial demands. 
Subsequently, it delves into the operational mechanisms of the municipal-level industry-education 
consortium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and ecosystem construction, along with 
the specific requirements for corporate responsibilities therein. In light of the manifestation of corpo-
rate responsibilities in China’s vocational education governance policies, the paper reveals the unique-
ness of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fulfillment within the municipal-level industry-education consortium, 
as well as the multiple challenges posed by regional disparities, industry characteristics, and different 
development stages. Finally, it proposes pathways to effectively fulfill corporate responsibilities within 
the municipal-level industry-education consortium, including building a “regionally (characteristic)”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ecosystem chain, implementing a “project-based” cooperation model, 
flexibly responding to industry-specific traits, constructing a multi-tiered cooperation system tailored 
to enterprises’ development stages, strengthening the “government-industry-academia-research-ap-
plication”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system, and facilitating the convergence of interests. These path-
ways aim to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corporate responsibil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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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职业教育在教育体系与产业升级中的战略地位愈发凸显。产教融合

作为职业教育改革的核心路径[1]，历经“校办企业”“厂校合作”的初步探索，到“校中厂”“厂中校”

的深度融合阶段，逐步突破传统校企合作的资源分割与机制僵化问题。然而，现有模式仍面临合作范围

局限、市场响应滞后等瓶颈，难以满足产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对高素质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国家层

面对职业教育的顶层设计持续深化：2019 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首次将产教融合纳入国家战

略，2022 年《职业教育法》以法律形式确立企业的办学主体地位，同年《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

设改革的意见》进一步提出“市域产教联合体”这一新型治理形态，标志着产教融合从单一校企合作迈

向“政行企校”多元协同的区域生态化发展阶段。2024 年全国教育大会更将职业教育提升至“教育强国”

战略高度，强调其在服务国家重大战略、促进就业创业中的核心作用。市域产教联合体以区域产业园区

为载体，通过整合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形成“政府主导–企业引领–学校主体–行业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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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合”的协同机制。在此框架下，企业作为产业需求的直接承载者与技术创新的核心主体，其责任履

行的深度与效度成为决定联合体效能的关键变量。当前，企业在人才培养标准制定、实训资源供给、技

术成果转化等方面的角色缺位，与区域产业特色适配不足、行业需求响应机制滞后、企业规模差异导致

的责任能力分化等问题相互交织，迫切需要从理论与实践层面构建差异化的责任履行路径。 
本文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剖析市域产教联合体中企业责任的内涵、困境及实现机制，旨在通过

“区域特色化生态链构建–项目制精准对接–多层次协同体系–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的路径设计，

为提升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的主动性与实效性提供理论参考，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教育强国战略

落地。 

2. 文献综述 

2.1. 国外研究：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深化与职业教育共同体实践 

2.1.1. 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本土化应用 
西方学者将利益相关者理论与职业教育治理结合，提出“多方协同治理”模型。如 Freeman (1984)在

《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方法》中强调，职业教育机构需整合企业、政府、社区等主体的利益诉求，建立

平等协商机制[2]。德国学者 Stark (2019)以“双元制”为研究对象，发现企业通过行业协会参与职业教育

标准制定(如德国工商会 IHK 的技能认证体系)，政府通过《职业教育法》明确企业实训责任，形成“法

律约束–行业主导–企业参与”的协同模式，体现了利益相关者理论中“多元共治”的核心逻辑。 

2.1.2. 企业责任的实践模式 
美国社区学院模式：美国企业通过“校企合作委员会”参与社区学院专业设置(如硅谷企业与圣塔克

拉拉大学合作开设人工智能专业)，并提供实习岗位与设备捐赠，但企业参与动力主要源于税收减免(如
《企业税收优惠法》对职业教育投入的抵扣政策)，反映出“利益驱动–政策激励”的特征。日本产业教

育联盟：日本产教联合体时发现，丰田、松下等企业主导成立“产业教育联盟”，负责开发职业技能认证

标准(如 JQA 认证体系)，并与职业院校共建“技能道场”，企业工程师承担 50%的实践教学课时，体现

出“企业主导–技能本位”的责任履行模式。 

2.2. 国内研究：政策驱动下的企业责任演变与市域实践 

2.2.1. 政策演进与理论适配 
国内学者围绕产教融合政策，梳理企业责任的历史脉络。祁占勇[3]等(2019)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企

业责任从“厂办教育”(1980~2000 年)的单一供给，逐步转向“校企合作”(2000~2019 年)的协同育人，再

到市域产教联合体(2022 年至今)的“多元共治”。郭梓华等(2023)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构建“政府引导

–企业主体–学校协同”的责任框架，强调企业需在人才培养(占比 ≥ 30%课程开发)、技术创新(校企共

建研发中心)、就业服务(优先录用联合体毕业生)等方面承担核心责任。 

2.2.2. 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实践探索 
国内学者对市域产教联合体及企业责任进行了广泛研究。刘奉越(2024)从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组织形

态的实践样态及演进逻辑出发，分析了产教融合在不同发展阶段的特点，强调了企业在产教融合中的重

要作用。郭梓华和黄巨臣(2023)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探讨了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企业参与路径，指

出企业应通过技术、制度、文化的协同，推动产教融合的创新发展[4]。郭媛媛和王帅(2023)从多元主体协

同视角下，分析了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的内在机理、实然困境和应然路径，强调了企业在联合体中的协

同育人责任[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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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国内外研究比较与分析 

在产教融合及企业责任的研究领域，国内外学者展现出不同的研究特点，这些特点在理论基础、责

任定位、激励机制以及中小企业参与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1) 理论基础方面，国外研究以利益相关者理论为核心，强调多元主体在产教融合过程中的平等博弈

与协同合作，这种理论框架为产教融合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相比之下，国内研究则更多地结合政策

文件，构建了“政府主导型”的协同理论，强调政府在产教融合中的引导作用。这一差异启示我们，在未

来的产教融合发展中，需要进一步强化企业在治理结构中的实质性话语权，以实现更加均衡和高效的协

同合作。 
(2) 责任定位方面，国外研究倾向于企业主导标准制定与技能认证，如德国的 IHK 体系，这种模式

确保了职业教育与产业需求的紧密对接。而国内研究则更注重政府引导下的校企分工，如“1 + X 证书”

制度中企业的参与。这种差异提示我们，可以借鉴“行业协会 + 企业”的标准共建模式，让企业在职业

教育标准制定中发挥更大作用，从而提升职业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3) 激励机制方面，国外研究通过税收减免、法律强制等手段，如美国的《Perkins 法案》，来激励企

业参与职业教育。而国内研究则主要依靠财政补贴、项目制驱动等方式，如产教融合试点项目，来推动

企业参与。这一差异启示我们，需要建立“法律约束 + 市场激励”的双重机制，既通过法律手段确保企

业履行职业教育责任，又通过市场机制激发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的积极性。 
(4) 中小企业参与方面，国外研究展示了中小企业通过集群化合作、共享资源等方式参与产教融合，

如欧盟的行业联盟模式。而国内研究则更多地体现了政策扶持下的“大带小”模式，即骨干企业引领中

小企业参与产教融合。这种差异提示我们，可以探索“中小企业联盟 + 政府托底”的协同机制，通过政

府支持中小企业组建联盟，共同参与产教融合，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 

3. 理论模型：利益相关者理论与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的契合性 

3.1. 理论基础：利益相关者理论 

“利益相关者”的概念最早可追溯到 20 世纪 20 年代末，它是对传统企业管理中“股东至上”观念

的重大革新。在传统观念下，企业的一切行动均围绕股东利益最大化展开[2]，而利益相关者理论则颠覆

了这一思维，其核心主张有三：首先，它主张多元共治，所有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共

享所有权，并共同承担经营风险，体现了权利与义务的平衡；其次，主张利益整合，企业追求的是所有

利益相关者整体利益的最大化，而非单一股东或个体的利益最大化；最后，各利益相关者与企业之间风

险共担，基于平等契约的关系，建立合作机制，并享有平等谈判的权益[2]。自该理论提出以来，西方学

术界对其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研究，逐渐构建起一个系统化的理论框架。1984 年，弗里曼(R. Edward Free-
man)出版的《战略管理：利益相关者方法》一书，被公认为利益相关者理论的基石。弗里曼将利益相关

者定义为那些能够影响组织目标实现，或受组织运行过程影响的任何个人或群体。 
市域产教联合体秉持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共享权利与义务的原则，构建了一个由政府、职业院校、

企业及行业协会等多方构成的命运共同体，旨在最大化整体利益。通过平等参与战略规划、政策制定及

项目管理，确保决策公正透明，资源优化配置。联合体运用多维度利益相关者分析方法，精准把握各方

需求，促进信息流通与协同发展，形成相互依存、共同发展的良好生态，为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

基础。以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为例，企业(如西门子)、职业院校、行业协会(如工商会)及政府共同构

成利益共同体，企业提供实训岗位并参与课程设计，学校负责理论教学，行业协会制定技能标准，政府

通过立法保障各方权责，最终实现了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精准对接，这正是利益相关者理论在实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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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动体现。 

3.2. 理论适用性：利益相关者理论引入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建设 

3.2.1. 市域产教联合体构建与运作机制 
《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中指出市域产教联合体在国家和地方政府的引导和

支持下，以产业园区为基础和载体，以城市为单位，由政行企校多方主体共同参与建设和运营的职业教

育平台。市域产教联合体以产业园区为载体，形成了“政府主导–企业引领–学校主体–行业协调整合”

的多方协同模式，这一模式在推动产教融合、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以苏州工业

园区产教联合体为例，其构建与运作机制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平等参与机制：苏州工业园区管委会作为政府主导方，牵头成立了产教融合理事会，吸纳了博

世汽车、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园区企业联合会等多元主体参与。这些主体共同制定了《园区产教融

合三年行动计划》，明确了各方在人才培养、技术创新中的权责，确保了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声音都能被

听见并纳入考量。例如，在制定计划的过程中，各方就课程设置、实训基地建设等关键问题进行了深入

讨论，最终形成了符合各方利益的实施方案。 
二是协同育人机制：在协同育人方面，博世汽车与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共建了“智能制造产业学

院”。企业工程师深度参与课程开发，如《工业机器人编程与调试》等课程，就是根据企业实际需求设计

的。学生需完成企业真实项目，如汽车零部件智能检测，方可毕业，这实现了“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

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通过这种模式，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得到了显著提升，同时也

为企业输送了大量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三是风险共担机制：针对企业参与产教融合成本高的问题，苏州工业园区设立了“产教融合专项基

金”。该基金对企业投入的实训设备给予 30%的财政补贴，同时通过税收优惠(如研发费用加计扣除)降低

企业风险。这种“政府补贴–企业投入–学校育人–产业受益”的闭环机制，不仅增强了企业参与产教

融合的积极性，也确保了联合体的稳定运行。 

3.2.2. 协同创新与生态构建视角下的联合体运行 
市域产教联合体本质上是一个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协同作用的共同体，它旨在通过深化产教融合，

促进教育资源与产业需求的精准对接，进而推动市域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在这个共同体中，政府、

职业院校、企业、行业协会等各方不仅仅是简单的参与者，更是构成共同体生态的关键要素，彼此间存

在着紧密的联系与互动。 
(1) 协同创新的生态循环 
在深圳光明区产教联合体中，利益相关者通过技术、制度、文化的协同，共同推动了创新进程。政

府出台了《光明区产教融合创新示范区建设方案》，多次通过资金激励推动校企合作，激励企业与高校

共建实验室。企业方面，华星光电联合华南理工大学共建联合实验室，企业提供设备，学校则投入了研

发团队，共同攻克了 Mini-LED 面板检测技术难题，Mini-LED 良率提升。校企共建实验室、企业提供设

备、学校投入研发团队的“资源互补”模式，是深圳产教融合的典型路径行业协会方面，光明区电子行

业协会发布《光明区新型显示产业发展规划》，并定期发布行业技术白皮书，加速了创新成果在中小企

业中的普及。这种跨界的合作模式打破了教育与产业间的传统界限，各主体基于共同目标相互依存，共

同推动了创新进程。 
(2) 生态系统平衡 
宁波北仑区产教联合体通过“需求反馈–资源调配–效果评估”机制来维护生态稳定。在需求采集

方面，行业协会(如北仑模具工业协会)每年会发布产业分析报告，如《2022 年北仑模具产业发展白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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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企业对数字化设计、五轴加工等技能的需求。在资源匹配方面，政府引导宁波职业技术学院调整专

业设置，新增了“智能模具设计”专业，宁波本土龙头企业-海天塑机(海天集团子公司)多次向职业院校

捐赠数控设备，共建实训基地。在效果评估方面，建立了由企业代表、学校教师、行业专家组成的评估

小组，对毕业生就业率(目标 ≥ 95%)、企业满意度(目标 ≥ 90%)等指标进行考核，并将结果与政策支持挂

钩。这种机制确保了各参与方能够真实表达自身诉求，并通过协商达成共识，从而减少了冲突与摩擦，

增强了共同体内部的凝聚力与向心力。 

4. 利益相关者理论下市域产教联合体中的企业责任 

4.1. 我国职业教育治理政策中的企业责任体现 

法律制度是奠定企业深度融入职业教育体系的基石，它通过明确的法律条文，确立了政府、行业企

业以及职业教育与培训机构在职业教育领域中的法定权利、应负责任与必尽义务。法律框架不仅保障了

职业教育的顺利运行，还促进了企业、教育与产业三者之间的紧密合作与协同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

劳动法》规定了企业应当为劳动者提供必要的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劳动者的职业技能水平。这间接要求

企业在产教融合中承担一定的教育责任，通过提供培训和实践机会，帮助提升劳动者的职业素养和技能

水平。在利益共同体理论下，市域产教联合体中的企业责任，可以基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以及《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的精神。 

4.1.1. 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参与课程开发与教材编写 
在市域产教联合体中，企业作为产业界的代表，不仅拥有深厚的行业知识和实践经验，还肩负着与

职业学校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的重要责任。这一责任的核心在于确保培养的人才既具备扎实的理论基

础，又具备实际操作能力，以满足市场需求和产业升级的需要。 
《职业教育法》明确规定，国家发挥企业的重要办学主体作用，推动企业深度参与职业教育，并鼓

励企业举办高质量职业教育。这一条款从法律层面确立了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核心地位，为企业的广泛

参与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依据[6]。例如，海尔集团主导制定了《智能家居系统集成与应用职业技能等级标

准》，该标准被纳入教育部“1 + X 证书”试点目录，为智能家居领域人才培养提供了国家标准依据。海

尔联合青岛职业技术学院等院校共建产业学院，开发《智能家居系统安装与调试》等教材，并将智能语

音控制、AIoT 场景联调等最新技术融入课程体系，实现了教学内容与产业需求的精准对接。 
此外，企业还应充分利用自身资源和优势，为职业学校提供实践教学支持。通过与职业学校共同制

定人才培养方案，企业可以确保培养出来的人才更加符合市场需求和企业要求。这种深度参与不仅有助

于提升职业教育的质量和水平，还能促进企业与职业学校之间的紧密合作和协同发展。 

4.1.2. 推进产教协同育人，提供实践教学与实习实训机会 
市域产教联合体的核心精髓在于产教协同育人，它深刻体现了教育与产业的无缝对接与深度融合。 
《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要发挥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重要作用，这一政策导向

为企业积极参与职业教育指明了方向。在这一法律与政策框架下，企业不仅肩负着为学生提供实践教学

和实习实训机会的重任，更是推动产教协同育人的关键力量。例如，三一重工在湖南娄底建设了“工程

机械智能实训基地”，该基地于 2021 年启动，定位为工程机械智能制造人才培养中心，与湖南机电职业

技术学院等院校合作，年均接待实习学生数千人次，提供智能制造生产线模拟等前沿实训场景，使学生

能够在校内就能接触到行业前沿的技术和设备。同时，三一重工还将学生带入真实的工作环境中，让他

们在实践中学习、在操作中成长，从而更全面地了解和掌握工程机械智能技术。 
此外，《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还强调了职业学校与企业之间的师资交流。企业应当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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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和管理人才到学校任教，将他们丰富的实践经验和行业知识传授给学生。例如，华为与全国数百所

职业院校合作开发了“鸿蒙生态应用开发”课程，华为的技术专家不仅参与了课程的开发，还到学校任

教，将企业技术标准转化为教学内容，据华为公开数据，鸿蒙生态已培养开发者超 200 万人，其中职业

院校人才占比显著。同时，职业学校的教师也有机会到华为挂职锻炼，了解行业动态和技术发展，从而

不断提升自身的教育教学水平。这种双向交流有助于培养“双师型”教师，为产教协同育人提供坚实的

师资保障。在技术性和实践性较强的专业中，《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更是倡导全面推行现代

学徒制和企业新型学徒制。这种制度要求学校招生与企业招工相衔接，实现校企育人的“双重主体”和

学生学徒的“双重身份”。在这种模式下，学生不仅能够接受系统的理论学习，还能在企业的真实环境

中进行实践操作，从而更快地成长为符合市场需求的高素质技能人才。 

4.1.3. 履行社会责任，推动区域经济发展 
企业作为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肩负着经济发展的重任，更需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为区域经济

的繁荣贡献力量。在市域产教联合体中，企业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通过深度参与职业教育和人才培

养，为社会输送了大量高素质技能人才，这些人才如同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石，为产业升级和转型提供了

强有力的支撑。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三条明确规定，劳动者享有平等就业和选择职业的权利、取得劳动报

酬的权利、休息休假的权利等基本权益。企业作为用人单位，必须依法保障劳动者的这些基本权益，这

不仅是企业合法合规经营的基础，更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体现。在产教联合体中，企业更应注重

保障实习实训学生的合法权益，为他们提供安全、健康、有序的学习环境和实践机会。同时，《职业教育

法》也对企业在职业教育方面的投入责任作出了明确规定，要求企业应当承担对本单位的职工和准备录

用的人员进行职业教育的费用。这一规定不仅强调了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主体责任，也为企业参与产教

联合体提供了法律依据和动力。例如，骨干企业如海尔集团、三一重工和华为等，都积极响应法律号召，

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区域经济发展储备更多高素质技能人才。在市域产

教联合体中，骨干企业更应发挥引领作用，带动中小企业积极参与产教融合。这要求骨干企业不仅要积

极参与联合体的建设和运营，还要与中小企业分享经验和资源，帮助他们提升技术水平和人才培养能力。

通过骨干企业的示范和带动，可以形成更加紧密的产教融合生态链，推动整个区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此外，全面推行校企协同育人也是市域产教联合体的重要目标之一。企业应与职业学校建立紧密的合作

关系，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开发课程和教材、建设实训基地等，实现教育资源与产业资源的优化配

置和共享。通过校企协同育人，可以培养出更多既具备扎实理论基础又具备实际操作能力的高素质技能

人才，为区域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4.2. 利益相关者理论下，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中企业责任的履行困境 

4.2.1. 地域特色与资源限制：市域产教联合体中企业责任履行的双重挑战 
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建设是一项复杂而繁重的任务，其深植的地方特性要求企业在履行责任时必须考

虑到地域特色。然而，地域特色的独特性往往带来资源配置上的挑战。首先，地域特色带来的差异性是

首要障碍。由于各地区的经济基础和产业结构截然不同，企业在参与市域产教联合体时难以形成统一且

普遍适用的合作模式与标准。在农业为主导的地区，企业需聚焦于农业技术的研发与人才的培育；而在

制造业重镇，企业则需更加关注技能培训与技术革新。这种地域间的显著差异要求企业在制定合作策略

时必须进行详尽的市场调研和高度定制化的设计，这无疑加大了企业的时间成本及人力资源投入，使合

作进程变得复杂且耗时。其次，资源限制构成了另一大障碍。特别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基础设施

的不足以及教育资源的匮乏，严重制约了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发展步伐。在这些地区，企业往往难以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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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够的外部支持和资源，导致其在履行社会责任时面临重重困难，积极性和成效均受到显著影响。资源

的稀缺不仅限制了产教融合的深度和广度，还可能导致合作项目的停滞或失败。 

4.2.2. 行业特性对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中企业责任履行的挑战 
面对各行各业多样化的职业教育需求，企业作为市域产教联合体重要的一部分，需要做出灵活的应

对。实践中的困难在于，行业特性的复杂性往往让企业在制定合作策略时步履维艰。以高新技术行业为

例，这个领域强调技术创新和研发能力，这就要求企业与职业学校紧密合作，联手建设研发中心，以便

培育出具备创新精神的人才。但这种合作形式对资金、技术和人才的需求极度严格，许多企业面临着无

法承受此类压力的困境。另外，服务业等对软技能需求较大的行业，更看重学生的服务意识、沟通技巧

以及团队合作能力。然而，这些所谓的软技能并非一蹴而就，它们需要长期实践积累和专业的培训体系

才能得到有效提升。短期内，企业难以看到实质性的效果。而且，行业间的高墙和信息不平衡也使得企

业之间的合作变得更加困难，同时也提高了成本。在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指引下，企业在市域产教联合体

构建过程中履行自身责任的困境可以从以上各方面入手进行深入分析。 

4.2.3. 企业发展阶段与实力的限制 
我国企业具有多样化的特征，这些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企业在市域产教联合体构建过程中的行

为模式和责任履行能力。大型企业依靠强大的资金和技术能力，能够主动参与到基础设施的建设和高端

人才的培养活动中，进而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更深层次的结合。然而，这种优势是以高成本和风险

为代价的，如果合作成果不尽人意或者市场出现大幅度波动，大型企业可能会遭受重大的经济损失，甚

至声誉风险。相比之下，中小企业在市域产教联合体的责任履行上面临的压力更大。因为在资金、技术

以及人才方面，中小企业往往比较匮乏，因此，在实施大规模的职业教育合作项目时可能力有不逮。虽

然中小企业在技术研发和市场拓展方面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优势，但在建立与职业院校紧密的合作关系时

仍显得力不从心。此外，中小企业通常缺乏长远的发展规划和战略视野，这也限制了它们在市域产教联

合体中的参与度和贡献度。总的来说，无论是大型企业还是中小企业，在市域产教联合体的构建过程中

都面临着各种挑战，需要找到有效的解决策略。 

5. 利益相关者理论下，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中企业责任的实现路径 

在市域产教联合体的构建与发展过程中，企业责任的履行不仅仅是企业自身主动作为的体现，更是

与政府、学校、行业、社区等多方利益相关者共同构建利益共同体的结果。这一视角为企业在市域产教

联合体中的责任实现提供了更为全面和深入的探索路径： 

5.1. 依托“专精特新”优势，构建特色化产教融合模式 

专精特新企业以其独特的创新能力和专业技术，在市域产教联合体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为了构建“专

精特新”导向的产教融合生态链，企业需与地方政府、职业院校、行业协会等利益相关者紧密合作，共

同打造具有地方特色的产教融合平台。以下结合重庆两江新区“专精特新”产教联合体的案例进行阐述： 
(1) 主体协作：以重庆两江新区为例，政府联合京东方(重庆市专精特新企业)、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

院、重庆市半导体行业协会，共同打造了“显示技术产教融合生态链”。在这一生态链中，京东方作为专

精特新企业的代表，充分发挥了其在显示技术领域的专业优势，与职业院校共建“新型显示产业学院”，

开设“光电显示技术”专业，开发《显示器件制造工艺》等课程，学生可参与京东方 B12 工厂的产线实

习。 
(2) 特色专业：在合作过程中，京东方与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合作开设了“光电显示技术”专业。

企业工程师与学校教师共同开发了《OLED 面板制程工艺》课程，将企业的实际生产经验和先进技术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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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教学内容中。据统计，该专业学生的就业率达到了 98%，充分证明了这种特色化产教融合模式的有效

性。 
(3) 政策激励：为了鼓励企业积极参与产教融合项目，政府出台了相关政策。在重庆两江新区的案例

中，政府通过研发费用加计扣除等政策激励企业参与合作。据京东方 2023 年年报，其获重庆市政府补助

1.2 亿元，部分用于产教融合项目投入。这种政策激励不仅降低了企业的参与成本，还为企业提供了更多

的资金支持，有助于推动产教融合的持续发展。 

5.2. 推行“项目制”合作模式，灵活应对行业特性 

面对行业特性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专精特新企业可采取“专精特新”项目制合作模式，以灵活的方

式应对市场需求和技术变革。企业可根据自身技术优势和市场定位，选择具有前瞻性和创新性的项目进

行合作，如智能制造技术研发、生物医药创新等。通过项目制合作，企业可以与职业院校、科研机构等

利益相关者形成紧密的合作关系，共同推进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在项目制合作中，专精特新企业应注

重与职业院校的协同育人。企业可派遣技术专家到学校任教，传授行业前沿知识和技术，提升学生的专

业技能和创新能力。同时，企业还应为学生提供实习实训机会，让他们在实践中学习和成长。这种“学

中做、做中学”的教学模式，有助于培养具备扎实理论基础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技能人才。此外，专精

特新企业还应建立项目评估与反馈机制，及时跟踪项目进展和合作效果，确保项目目标的实现。通过定

期评估和反馈，企业可以及时发现合作过程中的问题和不足，为下一步的调整和优化提供科学依据。 

5.3. 构建多层次合作体系，促进专精特新企业协同发展 

专精特新企业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需求和实力存在差异。因此，在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建设中，需

构建多层次合作体系，以适应专精特新企业的发展阶段和实际需求。大型企业作为领航者，可依托自身

雄厚的资金和技术实力，与职业院校合作共建研发中心、实训基地等，推动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而专

精特新企业，则可根据自身特点和发展需求，选择参与不同层次的合作项目。对于处于初创期的专精特

新企业，其资金和技术实力相对较弱，但具有独特的创新能力和市场潜力。这类企业可通过参与小型合

作项目、提供技术支持或实习岗位等方式，逐步积累经验和资源，提升自身竞争力。同时，政府应出台

相关政策，为初创期企业提供资金支持和税收优惠等激励措施，降低其参与成本，激发其积极性。同时，

对于处于成长期和成熟期的专精特新企业，其资金和技术实力相对较强，具有更强的市场竞争力。这类

企业可积极参与大型合作项目，如共建产业学院、技术创新中心等，推动产教融合向更深层次发展。同

时，企业还可与职业院校合作开展联合培养、技术研发等深度合作项目，共同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和创

新型人才。 
在构建多层次合作体系的过程中，专精特新企业还需注重与其他企业的协同合作，形成优势互补、

资源共享的合作机制。通过建立产业联盟或技术创新联盟，企业可以共同应对市场挑战，提升整体竞争

力。同时，政府应发挥桥梁纽带作用，加强政策引导和支持，促进专精特新企业与其他企业的合作与交

流。 

5.4. 强化“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系，促进利益共融 

在利益相关者理论的框架内，专精特新企业应积极参与“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系的建设，以实

现利益共融和共赢发展。政府作为引领者，应出台相关政策措施，鼓励专精特新企业参与产教融合项目，

提供资金支持和税收优惠等激励措施。同时，政府还应加强与企业、职业院校、科研机构等利益相关者

的沟通与协作，共同推动产教融合向更深层次发展。专精特新企业在“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体系中扮

演着重要角色。企业可依托自身的技术优势和创新能力，与职业院校合作开展人才培养和技术研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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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合作，企业不仅可以获得高素质技能人才和创新型人才的支持，还可以提升自身的技术水平和市场

竞争力。同时，企业还应积极参与科研成果的转化与应用工作，推动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在协同创新

体系中，专精特新企业还应注重与用户的沟通与反馈。通过建立健全的沟通机制，企业可以及时了解用

户需求和市场变化，为产品和技术创新提供有力支撑。同时，企业还应积极参与行业标准制定和知识产

权保护等工作，推动行业健康发展。另外，专精特新企业还应加强与其他企业的合作与交流。通过建立

产业联盟或技术创新联盟等合作机制，企业可以共同应对市场挑战和技术变革，提升整体竞争力。同时，

企业还应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交流活动，拓展国际市场和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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