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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合作已经成为推动高职院校发展的重要途

径，校企双方通过校企合作的优势资源，在保障教育

教学、技术研发、理论与实践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

用[1]。校企合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学校与

企业方方面面的工作。2019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

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重点强调高职院校应加强与

企业的深度合作，指明了学校与企业在人才培养、技

术创新、就业创业、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方面协同发

展的目标和方向 [2]，从而打破了学校与企业之间的障

碍，为校企合作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制度保障。然而在

校企合作实践过程中依然存在一些问题，比如：部分

企业参与热情不高，缺乏行之有效的激励机制，合作

目标不明确等现象，这些问题阻碍了校企合作的深度

发展与革新[3]。因此，如何实现高职院校与企业的深度

合作，如何实现校企协同发展的路径，以及政府、学

校、企业和社会在校企协同中发挥怎样的作用，这些

湖南邮电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Journal of Hunan Post and
Telecommunication College

第 19卷第 2期

2020年 6月

Vol.19 No.2

Jun.2020

校企协同创新模式下高职院校校企深度合作发展的路径研究

【摘要】校企合作是高职教育发展的重要举措，对推动高等职业院校发展具有显著的作用。目前高职院校存在校企合作深

度不够、运行机制不够完善、政策激励相对滞后、校企合作目标不够明确等问题，影响校企合作的深度发展。因此文章系统地

分析了校企协同创新模式下高职院校校企深度合作发展的关键因素，提出了通过建立激励机制、协同合作的发展目标、搭建

协同创新平台、建立校企协同创新合作评价体系等方面进行校企深度合作发展的路径研究。

【关键词】高职院校；协同创新；校企合作

【doi:10.3969/j.issn.2095-7661.2020.02.015】

【中图分类号】G7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661（2020）02-0052-04

Research on the Path of Deeply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Enterprises

under the Mode of School-Enterpris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湖南株洲 410012）

蒋逢灵，刘贤群

Abstract：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it has a

significant effect o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Nowadays, high vocational colleges have problems such as

insufficient depth of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inadequate operating mechanism, relatively lagging policy incentives, and the goal of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is not clear, which affects the deep development of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The establishment of

incentive mechanism, the development goals of the collaborativ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school and the enterprise, the building of a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and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platform and a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school-enterpris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and cooperation evaluation system are proposed by analyzing the key factors for the deep cooperation between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under the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model of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Keywords：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JIANG Feng-ling, LIU Xian-qun

（Hunan Vocational College of Railway Technology, Zhuzhou, Hunan, China 410012）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

[基金项目]

2020-03-30

蒋逢灵（1982-），男，湖南道县人，湖南铁路科技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智能控制、职业教育。

2019年度湖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立项课题“校企协同创新模式下职业院校一流特色专业群建设的探索与实践”（课题

编号：XJK19CZY105）。

52



第 2期

都是高职院校校企深度合作发展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1 校企合作的现状分析
校企合作办学模式已经成为推动职业教育可持

续发展的重要举措，在实现校企双方优势资源的互

补，促进理论与实践的相互融合，增强师生实践工作

的经验，缩短学校与企业人才需求的差距，提高教育

教学的质量等方面具有显著的作用。这种模式深受政

府、社会以及学校的认可，但是从现阶段经验分析来

看部分校企合作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校企合作

办学效果不够理想，合作办学层次不高。

1.1 校企合作深度不够

中国职业教育经过近几十年发展的历程，深入学

习国外职业教育的办学模式，结合自身发展的探索与

变革，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校企合作办学理念。校

企合作的发展经历了最初萌芽的松散型、浅层次的合

作关系，逐步向紧密型、深层次合作转变，甚至随着校

企合作的进一步发展迈向更高层次的合作平台[2]。显

然，校企合作建立的基础是学校与企业的共同发展，

为着共同的目标或者需求建立合作的一种行为活动。

然而在实施校企合作过程中，部分企业积极性不够，

不主动与学校建立合作意向，部分校企合作依然停留

在学生实习等方面，而对校企一体化办学模式的深度

不够重视。

1.2 校企合作运行机制不够完善

校企合作运行机制是推进校企合作双方长期稳

定运行的重要保障，也是校企双方达成共同目标的保

护法器，为校企合作提供可遵循的法律政策、保驾护

航的资金以及持续开展的运行环境。然而，部分学校

与企业在开展校企合作活动中统筹运作协同、系统思

考、整体运行及精密筹划等运行机制不够完善[4]，比如

执行机制部门缺失，决策机制衔接不及时，监督机制

不规范，评价机制流于形式等[5]，这些严重阻碍了企业

与学校合作的意愿，难以促进校企合作办学的深度，

无法完成校企合作的监督管理与评价。这些保障机制

是学校与企业之间合作的重要桥梁，只有建立行之有

效的运行机制，才能更好地促进双方合作的长期持续

运行。

1.3 校企合作激励政策相对滞后

政府、学校、企业和社会是校企合作顺利开展的

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校企合作持续发展不可或缺的关

键因素。校企合作经过多年的实践探索，越来越受到

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颁布了多项激励政策，推动校

企合作工作的开展，但是部分激励措施实施相对滞

后，依然停留在理论层面上的研究，缺乏权威、专门的

校企合作指导意见与实施方案。政府、学校、企业和社

会各自承担的责任未明确界定，这容易造成职权交

叉，缺乏对参与校企合作企业的奖励措施，没有形成

对学校、企业和社会参与校企合作的设计、监管与考

核，容易导致有些部门工作积极性不高。

1.4 校企合作目标不够明确

人才培养是校企合作的根本目标，也是学校与企

业建立校企合作关系的重要桥梁，校企双方通过合

作，依托双方的师资力量和实践教学条件等优势资

源，实现双赢的目的。学校借助校企合作改善办学条

件，壮大师资队伍，丰富教学资源，提高人才培养的质

量；企业则通过校企合作解决企业产品研发、技术改

造和成果转换、人才需求的难题。然而在实际开展中，

部分校企合作只是停留在协议签订方式上。学校认为

其主要负责学生的培养，而不注重与企业实际岗位的

对接；企业则认为学生的培养是政府与学校的义务，

与企业无关，企业只需要根据生产需要招聘相应的技

术人才，对其培养过程没有责任[6]。企业与学校双方没

有足够重视产业技术发展与人才培养的融合与对接，

难以达成校企双方的共同目标。

2 校企协同创新模式下高职院校校企深度

合作发展的关键因素
校企协同创新模式是学校与企业共同参与，强调

了校企双方在协同创新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利用科技

技术进行创新研究，协同合作促进科技创新成果转化

及产业化发展的一种协同创新模式，共同推动学校与

企业在教育教学、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技术研发等方

面的深度合作，实现学校与企业的资源共享。

2.1 制定校企双方协同互促机制

校企协同创新合作机制需要政府、企业、学校和

社会的支持及帮助，在政府的引导下，学校与企业积

极发挥主体作用，协同政策、财力、资源、人才等方面

的支持，保障校企合作的运行。政府加大政策支持与

资金扶持的力度，出台相关政策，建立管理、考核、评

价体系，督促学校与企业开展校企协同合作。比如利

用校企协同互促机制，企业进驻学校建立大师工作

室，为学校提供关键技术、现场实践等资源；教师深入

企业成立名师工作室，利用学校教师的科研能力为企

业解决实际困难。通过工学交替、顶岗实习等方式，解

决学生实践教学的难题，同时也为企业解决弹性用工

与生产的难题。

2.2 明确校企协同创新合作发展的目标

校企双方是践行协同创新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在

相互信任的基础上达成共同目标，这才符合校企协同

创新合作初衷，也是校企协同创新合作延伸不可缺少

的坚实基础。校企双方本着协同创新的理念，加强学

校科学技术研发与企业产品生产技术的融合，技术研

发与创新性人才培养的融合，实现学校专业设置与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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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技术发展需求的对接，人才培养与企业岗位需求的

对接，课程标准与企业工作岗位标准的对接[7]，明确校

企协同创新合作“双融合，三对接”的发展目标。

2.3 共建校企协同创新平台

校企协同创新不再是一种简单的合作关系，而是

企业与学校相互协同发展、交织在一起的互动，更多

的是政府、企业、学校和社会的共同参与，多个要素构

成校企协同创新合作模式，将其打造成为一个符合时

代需要、社会认可的协同创新平台。各个要素各司其

职，共同发挥校企合作的主体意识。政府部门重点组

织和发挥职能优势，积极调配资源，集中优势力量建

立校企合作的指导服务工作，激发企业、社会和学校

参与的热情，构建协同创新平台，指导学校和企业开

展合作服务、技术转让、管理咨询、项目对接等工作。

学校和企业积极响应国家政策的指导精神，调配和优

化社会资源，积极推动高职教育在技术发展与革新、

技术创新与服务、教育教学等方面的合作，双方共建、

共享、共用校内外资源。

3 协同创新模式下校企深度合作发展路径
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与产业的

腾飞都离不开人才的创新，高职院校通过校企协同创

新合作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更需要政府的引导，

企业的检验，社会的认可，这样才能促进我国高职教

育的创新与改革，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新兴

产业的发展。校企协同创新合作需要政府、企业、社会

和学校全程参与，协同发挥引领作用，共同构建一种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协同关系。

3.1 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推动政、企、校、行合作

的持续发展

政府主导，学校与企业为主体，社会多方参与是

高职院校办学的重要特色，对推动高职教育发展具有

举足轻重的作用。以 T学院为例，与中国铁路某分局、

某磁浮交通有限公司、轨道交通行业制造装配龙头企

业等，形成了“多方参与、多维评价、全方位监控”的

“两多一全”保障体系，完善了“校企融合、产教融合、

技术融合”的“三融合”模式，建立了校企“合作育人、

合作培养、合作就业、合作发展”的“四合”机制。

政府应当积极介入，从政策上做好引导和支持工

作，促进校企合作机制的建立，加大高职教育经费的

投入，引导校企双方参与合作，充分调动参与学校与

企业的积极性，明确各职能部门、企业、学校、行业等

相关主体的责任、权利、义务，建立奖惩机制，保障和

监督校企双方的主体权利和义务；企业要突出行业地

位、产业的示范引领作用，充分意识到自己是校企协

同创新合作的重要实施者；高职院校应加强以协同创

新为引领，走创新性人才培养发展模式，成立校企合

作管理机构，建立创新型师资队伍，指导人才培养的

创新教育方式方法，积极与企业沟通，保障校企双方

信息的交流通畅。

3.2 确定校企双方协同合作的发展目标

学校与企业要达成校企合作共赢的平衡点，双方

达成一致的目标，才能更好地推动校企协同创新合作

的开展。学校应充分利用自身优势，在基础科学技术

和理论基础研究方面投入更多的精力，承担更多的责

任，而企业则要重视与学校在协同创新合作中关键技

术的交流与分享，达成校企协同创新合作发展的共同

目标。

比如 T学院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与企业共同建

立了国际电气研发中心，分别在企业和学校成立名师

工作室和大师工作室，学校选派优秀骨干教师与企业

技术专家共同进行技术研发，先后开发了应用在高速

铁路牵引供电系统中的电子互感器和应用到接触网

上的非接触式电子试电笔等多项产品，实现了科学技

术的成果转换。学校与企业通过校企协同创新攻克科

学技术难题，实现技术的共研、共享，有利于推动学校

创新性人才的培养与企业核心技术竞争力的提升。

3.3 搭建校企合作协同创新平台

在校企协同创新合作中整合政府、企业、社会资

源用于校企合作教育，对提升合作教育的水平有着显

著作用。对政府而言，要发挥政府调控功能，在校企协

同创新合作过程中营造出良好的社会氛围，引导学校

与企业的资源整合与利用，改善校企合作沟通机制，

增加沟通渠道，搭建学校与企业多元化沟通模式，释

放沟通动力，构建校企合作协同创新平台，实现校企

信息化互通。

对于学校而言，首先明确办学定位与人才培养的

目标，主动加强与政府、企业沟通交流，实现资源、技

术、科技的协作，加强校内外实训基地的共建、共享、

共用，积极探索新型人才培养模式，培养更多符合企

业岗位需求的创新型人才。其次利用企业实践教学资

源弥补学校实践教学的短板，把企业现场工作环境呈

现到课堂中，实现理论知识与实践环节的相互融合。

对企业而言，可以充分利用学校技术骨干、优秀

专家的研究能力，实现学校人才与企业共享，引进学

校专家、名师进企业，成立名师工作站，构建以技术创

新为主线的研发平台，实际解决产品研发与生产过程

中遇到的问题，实现教师与企业技术研究的良性循环。

3.4 建立校企协同创新合作的评价体系

很多研究者把校企协同创新合作的目光局限于

科研、实践教学、师资、就业等方面的合作，而对企业

参与教学评估不重视。实际上高职教育人才培养质量

评价需要企业的共同参与，校企双方从不同层面、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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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角度、不同维度进行综合考核评价。企业的参与并

且共同制定才能更加体现出高职教育人才培养评价

体系改革的意义。

一是搭建并规范化校企协同创新合作教育的评

价体系。在开展人才培养评价过程中，学校与企业应

该建立良好的协同关系，企业参与高职院校的教学活

动，开展实践教学、职业素养、职业道德教育等课程。

同时鼓励学校与企业联合开展人才需求评价工作，充

分协同校内外资源的利用，优化人才培养质量与岗位

需求情况，及时调整专业设置与人才培养规格。逐步

形成科学合理的人才评价体系，有效推动高职院校人

才培养的改革。二是组建以“工学结合”为基础的校企

协同创新合作人才培养标准。面对市场需求的复合型

人才需求及工学结合的实践操作要求，校企联合共同

制定教学标准，融合企业文化，将安全生产、成本控

制、技术指标、生产流程等指标融入到教学过程中。同

时，为了保证校企协同创新发展目标的一致性，确保

教学质量的把关，必须将实践教学的各个环节有机结

合起来，并建立反馈制度。三是建立“校企互动、立体

交叉”的人才培养质量的评价体系。优秀的校企联合

人才培养评估体系是学校、社会、企业共同参与和监

督的结果。在实施过程中，学校与企业相结合，专职与

兼职结合，校内与校外专家相结合，从教育教学多维

度开展，建立全方位、多角度的评价机制。

4 结束语
校企协同创新是高职院校校企合作深化改革的

结果，也是促进高职院校扩展办学模式的途径与举

措。学校与企业是校企协同创新的核心要素，需要政

府、社会以及行业的多方参与，才能发挥出校企协同

创新的最大优势。本文研究了目前我国高职院校开展

校企合作存在的主要问题，分析了影响校企协同创新

发展的关键因素，以 T学院为例进行实践探索校企协

同创新模式下高职院校深度校企合作发展的路径研

究，希望能对我国职业院校校企协同创新发展提供一

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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