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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论文聚焦“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在推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中的应用研究”。随着现代职业教育发

展需求的增长及国家政策的支持，探讨此课题意义重大。论文阐述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内涵与特征，

深入分析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的内涵及重要性。剖析当前现状与问题，包括合作深度不足、企业参与积

极性不高等。提出政府、学校、企业三方的应用策略，如政府加强政策引导、学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企业提高参与积极性等。通过国内外成功案例分析，总结经验启示。最后得出结论，校企合作与产教融

合对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具有重要作用，并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展望，为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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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Application Research of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and Production-
Education Integration i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With the increasing deman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he support 
of national policies, exploring this topic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he paper elaborates on the conno-
tation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and deeply analyzes the con-
notations and importance of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and production-education integration. 
It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problems, including insufficient depth of cooperation and low 
enthusiasm for enterprises’ participation. It proposes application strategies for the three parties: 
the government,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such as strengthening policy guidance by the government, 
deepening educational and teaching reforms by schools, and increasing the enthusiasm of enter-
prises’ participat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successful cases at home and abroad, the paper sum-
marizes experiences and insights. Finally, it concludes that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and pro-
duction-education integration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and it looks forward to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s, providing references for pro-
mot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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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经济快速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时代，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需求日益凸显。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对

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持续增长。现代职业教育不仅要培养学生的专业技能，更要注重学生的创新能

力、实践能力和综合素质的提升。 
国家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职业教育的发展。从加大财政投入到鼓励校企合作

产教融合，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本研究的目的在于深入探讨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在推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中的应用，为职业教

育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指导。 
对于职业教育而言，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能够提高教育质量，使教学内容更加贴近实际工作需求，

培养出具有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高素质人才同时，也有助于推动职业教育教学改革，优化专业设置和

课程体系。 
对于企业来说，通过与学校的合作，可以获得符合自身需求的专业人才，提高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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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力。此外，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也体现了其社会责任感，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社会形象。 

2.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内涵与特征 

2.1.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概念 

1. 定义与范畴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以中等和高

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为核心，以满足人民群众接受职业教育的需求、满足经济社会对技术技能人才需求

为目标的职业教育系统。其范畴涵盖了职业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包括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

应用型本科教育以及各种形式的职业技能培训等[1]。 
2. 与传统职业教育的区别 
与传统职业教育相比，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更加注重教育的系统性和连贯性。传统职业教育往往侧重

于技能的传授，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则强调综合素质的培养，包括专业技能、创新能力、团队协作能力

等。此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更加注重与产业的紧密结合，通过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方式，使教育更

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2]。 

2.2.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特征 

1. 多元化教育层次与类型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具有多元化的教育层次和类型，包括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应用型本科

教育以及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等。不同层次的职业教育相互衔接，为学生提供了多样化的发展路径。同

时，职业教育还包括各种形式的职业技能培训，满足不同人群的学习需求[1]。 
2. 产教融合模式 
产教融合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特征之一。通过学校与企业的深度合作，将产业需求与教育教

学紧密结合，实现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产

教融合模式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也为企业培养了所需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3]。 
3. 终身学习理念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倡导终身学习理念，为人们提供了持续学习和提升的机会。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

和产业的快速发展，人们需要不断更新知识和技能，以适应社会的变化。职业教育应贯穿人的一生，为

人们提供不同阶段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服务。 

3. 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的内涵及重要性 

3.1. 校企合作的内涵与形式 

1. 定义 
校企合作是学校与企业建立的一种合作模式，旨在将学校的教育资源与企业的实践资源相结合，共

同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高素质人才。通过校企合作，学校可以了解企业的实际需求，优化教学内容和方

法；企业可以获得符合自身需求的人才，提高企业的竞争力[4]。 
2. 合作形式 
(1) 订单培养：学校根据企业的需求，制定专门的人才培养方案，为企业定向培养人才。学生毕业后

直接进入企业工作[5]。 
(2) 共建实训基地：学校与企业共同建设实训基地，为学生提供实践教学场所。企业可以将最新的技

术和设备引入实训基地，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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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产学研合作：学校与企业合作开展科研项目，共同解决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遇到的技术难题。同时，

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提高教学质量。 

3.2. 产教融合的内涵与实现途径 

1. 定义 
产教融合是指产业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将产业发展的需求与教育教学紧密结合，实现教育与产业的

协同发展。产教融合强调教育要为产业服务，产业要为教育提供支持，通过产教融合，培养出具有创新

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 
2. 实现途径 
(1) 专业与产业对接：学校根据产业发展的需求，设置相应的专业和课程。专业设置要紧密围绕产业

发展的方向，课程内容要与职业标准相衔接。 
(2) 课程与岗位对接：学校根据企业的岗位需求，设计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课程内容要注重实用性

和针对性，教学方法要注重实践教学和案例教学。 
(3) 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学校将企业的生产过程引入教学过程，让学生在真实的生产环境中学

习和实践。教学过程要与生产过程同步进行，实现教学与生产的有机结合。 

3.3. 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的重要性 

1. 对职业教育的意义 
(1) 提高教育质量：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可以使学校的教学内容更加贴近实际工作需求，提高学生的

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同时，企业的参与可以为学校提供最新的技术和设备，提高教学质量。 
(2) 增强学生就业竞争力：通过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学生可以在学习期间接触到企业的实际工作环

境，了解企业的需求和职业发展方向。这有助于学生提高就业竞争力，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需求。 
(3) 促进教育教学改革：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可以促进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推动学校不断优化专业

设置、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同时，企业的参与可以为学校提供实践教学的指导和支持，提高教学效果。 
2. 对企业的意义 
(1) 获得高素质人才：通过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企业可以获得符合自身需求的高素质人才。这些人

才具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能够为企业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支持。 
(2) 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学校与企业合作开展科研项目，可以为企业提供创新的思路和方法。同时，

企业可以将学校的科研成果转化为实际生产力，提升企业的创新能力。 
(3) 增强企业社会责任感：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可以体现企业的社会责任感，提高企业的社会形象。同

时，企业可以通过与学校的合作，为社会培养更多的高素质人才，为社会的发展做出贡献。 

4. 当前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中的现状与问题 

现状分析 

1. 取得的成绩 
(1) 合作模式多样化。目前，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中呈现出多种合作模式。

例如，订单式培养模式，学校根据企业的需求定向培养人才，学生毕业后直接进入企业工作，实现了人

才培养与企业需求的无缝对接；校企共建实训基地模式，学校与企业共同投入资金和设备，建设实训基

地，为学生提供真实的实践环境，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产学研合作模式，学校与企业合作开展科研项

目，共同解决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遇到的技术难题，同时将科研成果转化为教学资源，提高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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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合作领域不断拓展。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的领域也在不断拓展。从传统的

制造业、服务业等领域，逐渐向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领域延伸。例如，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

网等领域，学校与企业合作开展人才培养和科研创新，为这些领域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 
(3) 政策支持力度加大。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加大

了对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的支持力度。例如，国家出台了《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职业学校

校企合作促进办法》等文件，明确了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的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为校企合作与产教

融合提供了政策保障[6]。 
2. 存在的问题 
(1) 合作深度不够。虽然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合作

深度还不够。一些校企合作项目只是停留在表面，缺乏实质性的合作内容。例如，一些订单式培养项目

只是简单地签订了合作协议，企业并没有真正参与到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学校也没有根据企业的需求进

行课程设置和教学改革。 
(2) 企业参与积极性不高。在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中，企业的参与积极性不高是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

一方面，企业担心参与校企合作会增加企业的成本和风险，影响企业的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企业缺乏

对职业教育的认识和了解，认为职业教育培养出来的学生不能满足企业的需求[7]。 
(3) 法律法规不完善。目前，我国关于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的法律法规还不完善，缺乏对校企合作与

产教融合的具体规定和保障措施。这使得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在实施过程中缺乏法律依据和保障，容易

出现纠纷和矛盾[8]。 
(4) 师资队伍建设滞后。师资队伍是职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的关键因素。

然而，目前职业教育的师资队伍建设还存在一些问题，如教师实践能力不足、缺乏企业工作经验等。这

使得教师在教学过程中难以将理论知识与实践相结合，影响了教学质量和效果[9]。 

5. 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在推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中的应用策略 

5.1. 政府层面 

1. 政策引导 
政府应进一步加强对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的政策引导。制定更加具体、明确的政策措施，鼓励企业

积极参与职业教育。例如，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方式，降低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成本，提高企业

的积极性。同时，政府还应加强对职业教育的投入，提高职业教育的办学水平和质量[10]。 
2. 搭建平台 
政府应积极搭建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的平台。建立职业教育与企业的沟通机制，促进双方的信息交

流和资源共享。例如，政府可以组织职业院校与企业开展对接活动，为双方提供合作的机会和平台。此

外，政府还可以建立职业教育集团，整合职业教育资源和企业资源，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共享。 

5.2. 学校层面 

1. 教育教学改革 
(1) 优化专业设置。学校应根据市场需求和企业需求，优化专业设置。加强对新兴产业、高新技术产

业等领域的专业建设，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高素质技能人才。同时，学校还应加强对传统专业

的改造和升级，提高传统专业的适应性和竞争力。 
(2)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学校应积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推行“工学结合、知行合一”的人才培养模

式。加强实践教学环节，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同时，学校还应加强与企业的合作，开展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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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式培养、现代学徒制等人才培养模式，实现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的无缝对接。 
(3) 加强课程体系建设。学校应根据企业需求和职业标准，加强课程体系建设。优化课程设置，更新

课程内容，提高课程的实用性和针对性。同时，学校还应加强课程的信息化建设，推广在线课程、虚拟

仿真课程等新型课程形式，提高课程的教学效果和质量。 
2. 师资队伍建设 
(1) 引进企业专家兼职任教。学校应积极引进企业专家兼职任教，为学生传授企业的实际工作经验和

技能。企业专家的加入可以丰富学校的师资队伍结构，提高师资队伍的实践能力和教学水平。 
(2) 选派教师到企业实践锻炼。学校应选派教师到企业实践锻炼，让教师了解企业的实际工作需求和技

术发展趋势。教师在企业实践锻炼期间，可以参与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提高自己的实践能力和专业水平。

同时，教师还可以将企业的实际工作经验和技术成果带回学校，应用到教学中，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 
(3) 加强教师培训。学校应加强对教师的培训，提高教师的教学能力和专业水平。定期组织教师参加

各种培训活动，如教学方法培训、专业技能培训等。同时，学校还应鼓励教师参加学术交流活动，拓宽

教师的视野和思路。 
3. 管理机制 
(1) 建立健全校企合作管理机制。学校应建立健全校企合作管理机制，明确校企合作的目标、任务和

责任。加强对校企合作项目的管理和监督，确保校企合作项目的顺利实施。同时，学校还应建立校企合

作的评价机制，对校企合作项目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价和反馈，不断改进和完善校企合作项目[11]。 
(2) 加强对学生的管理。学校应加强对学生的管理，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职业素养。建立健全学生

管理制度，加强对学生的日常管理和考核。同时，学校还应加强对学生的职业指导和就业服务，帮助学

生树立正确的职业观和就业观，提高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5.3. 企业层面 

1. 提高积极性 
企业应充分认识到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的重要性，提高参与的积极性。企业应将参与职业教育作为

企业的社会责任和发展战略，积极与学校开展合作。同时，企业还应加强对职业教育的宣传和推广，提

高企业员工对职业教育的认识和了解，营造良好的职业教育氛围。 
2. 提供资源 
企业应积极为学校提供资源支持，包括实训基地、实习岗位、技术设备等。企业可以与学校共建实

训基地，为学生提供真实的实践环境。同时，企业还可以为学生提供实习岗位，让学生在企业中进行实

习锻炼，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此外，企业还可以将企业的技术设备捐赠给学校，为学校的

教学和科研提供支持[12]。 
3. 参与人才培养 
企业应积极参与学校的人才培养过程，与学校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企

业可以选派企业专家到学校担任兼职教师，为学生传授企业的实际工作经验和技能。同时，企业还可以

为学生提供实习指导和就业指导，帮助学生更好地适应企业的工作需求。 

6. 案例分析 

6.1. 国内外成功案例介绍 

1. 国内案例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与华为的合作。双方共建 ICT 学院，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将华为的技术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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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认证体系融入课程体系中。学校为华为定向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华为则为学校提供先进的设备

和技术支持，同时派遣企业专家参与教学。这种深度合作模式，不仅提高了学生的就业竞争力，也为华

为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人才支撑。 
2. 国外案例 
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企业与学校共同承担职业教育的责任，学生一方面在职业学校接受

专业理论和文化知识教育，另一方面在企业接受实践技能培训。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包括课

程设置、教学实施和考核评价等环节。这种模式培养出的学生具有很强的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深受企

业欢迎[13]。 

6.2. 案例启示 

1. 政府、学校、企业三方合作的重要性 
从国内和国外的成功案例可以看出，政府的政策支持、学校的教育资源和企业的实践平台缺一不可。

三方应明确各自的责任和义务，共同推动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 
2. 创新合作模式的必要性 
不同的地区和行业需要根据实际情况创新合作模式，如共建学院、订单培养、现代学徒制等。只有

不断探索适合本地特色的合作模式，才能更好地发挥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的作用。 
3. 持续推进产教融合的紧迫性 
产教融合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关键环节，应将产业需求与教育教学紧密结合，不断优化专业

设置、课程体系和教学方法，培养出符合企业需求的高素质人才。同时，企业也应积极参与职业教育，

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支持和保障。 

7. 结论 

本研究深入探讨了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在推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中的应用，并得出结论：这种

合作对提高职业教育质量、培养适应社会需求的高素质技能人才具有重要作用。通过政府的政策引导、

学校的教育教学改革以及企业的积极参与，能够明确各方的责任与义务，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和共享，

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有力保障。展望未来，随着科技的进步，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将更加多元化，线

上线下融合的合作模式将更普遍，职业教育将更注重与新兴产业的对接，培养具有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的高端技能人才。这种合作的积极影响将不断扩大，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推动教育公平和社

会进步。 

参考文献 
[1] 高培仁, 张莉萍. 深入领会现代职业教育的深刻内涵, 促进学校转型发展[J]. 现代职业教育, 2015(28): 92-94.  

[2] 陆俊杰. 实现产教融合的三个关键点[J]. 江苏教育, 2018(9): 45-46.  

[3] 曹丽娟, 姜玉素. 基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的研究与实践[J]. 报刊荟萃: 下, 2018(3): 52.  

[4] 冯次联. 中职汽车维修专业“校企合作”教学模式实践[J]. 教育界: 综合教育, 2015(7): 85.  

[5] 王祖凤. 校企合作深化教学模式改革与创新研究[J]. 新课程学习, 2015(7): 29.  

[6] 刘富才. 产教融合背景下高职院校产业学院建设途径探析[J]. 高教学刊, 2019(23): 64-66.  

[7] 闫伟. 汽修专业教学中的校企合作[J]. 软件(教育现代化)(电子版), 2019(4): 195.  

[8] 郝会娟. 浅谈校企合作模式[J]. 教育教学论坛, 2017(30): 34-36.  

[9] 陈志杰.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内涵、本质与实践路径[J]. 教育与职业, 2018(5): 35-41.  

[10] 刘畅. 创新校企合作模式完善校企合作长效机制建设[J]. 新教育时代电子杂志(教师版), 2018(5): 161-162.  

https://doi.org/10.12677/ve.2025.141034


周行，陈静涛 
 

 

DOI: 10.12677/ve.2025.141034 227 职业教育发展 
 

[11] 刘文杰, 陶金玉. “校中厂”与“厂中校”运行模式的创新与实践[J]. 课程教育研究, 2015(4): 39-40.  

[12] 庄丽. 基于工业互联网平台背景下校内实训基地建设方案设计[J]. 电脑知识与技术: 学术版, 2019, 15(19): 156-
157.  

[13] 姚蕾, 路艳娇. 德国职业教育一览[J]. 教育: 高教观察(中旬), 2014(8): 80. 

 

https://doi.org/10.12677/ve.2025.141034

	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在推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中的应用研究
	摘  要
	关键词
	Research on the Application of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and Production-Education Integration in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2.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内涵与特征
	2.1.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概念
	2.2.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特征

	3. 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的内涵及重要性
	3.1. 校企合作的内涵与形式
	3.2. 产教融合的内涵与实现途径
	3.3. 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的重要性

	4. 当前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中的现状与问题
	现状分析

	5. 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在推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中的应用策略
	5.1. 政府层面
	5.2. 学校层面
	5.3. 企业层面

	6. 案例分析
	6.1. 国内外成功案例介绍
	6.2. 案例启示

	7. 结论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