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职院校校企合作模式的实践探索

王春棉 经济管理系

2017 年 7 月 26 日至 31 日，按照学院安排，我参加了由上海商学院主办的

财务会计师资培训班，培训内容丰富多样，有关于企业风控的、营改增对会计教

育的影响、高等职业教育信息化和校企合作模式的探索等其他方面的培训，其中

我认真听了乔刚教授（上海商贸职业教育集团秘书长，原上海商学院院长）的讲

授的关于中国校企合作模式的实践探索，受益匪浅，从中重点学习了关于高职院

校校企合作目前的困境和局限；建立校企合作的有效条件；国外校企合作模式和

上海商学院关于酒店管理专业校企合作的案例分析。通过借鉴学习乔刚教授讲述

的内容，现简单谈谈关于我们高职院校校企合作模式实践探索的认识和启发。

一、当前校企合作的困境是什么

（一）发展阶段一校一企的局限

在目前已形成的校企合作中，大多是学校为求生存、求发展，而主动向企业

界寻求合作伙伴，而主动来寻求与学校合作办学的企业少而又少，多数企业给予

学校的资助，亦都停留在 探

，都求 重刚校多求求按内容他业办 通办 亦了

什他商企合作中

集团已国企学的作企合作
授 中

集团企和是商和生；校业Ɽ原院校集团校企和留
2

校生企寻管理会企企来参重单的企业企校件浅简与借

ḣ（（给

业校学发管增企；业校形内业）校风控学业析业已 营中
授 业校 高信息学资助

是按浅中鉴业的

校 商容留们的的）

排的资增学企形内

上 商生业是限

信息浅形内业 受合作中容



满足企业当前的需要，还要满足企业长远发展的需要，也是高职院校与企业合作

中急需解决的问题和矛盾。

（三）学校教学模式的局限

学校往往容易偏离合作教育的本质目标。“教学做合一”是高职教育校企合

作模式追求的本质所在。而以学校为主的校企合作模式，则是追求各种“证书”

的获取和各种等级考试的层次，实践性教学效率低，学生进行默会知识（个人化

的、实践性的知识）学习的比重小，使得学生常常在拿到几个证书的情况下，却

看不懂线路图，不知如何处理工作，这就使合作教育偏离了原来的本质内涵和目

标。

二、国内外成功校企合作模式之借鉴

（一）新加坡教学工厂

1.“教学工厂”（Teaching Factory）模式

它是一种将先进的教学设备、真实的企业环境引入学校并与学校教学有效融

合，形成学校、实训基地、企业三位一体的综合性教学模式。

2.新加坡教学工厂的模式特点

学院、培训中心和企业三元合一的先进理念。即将实际的企业环境引入教学

环境中，建起环境逼真、设备完善、技术先进的教学工厂。学生在既是教学导师

又是项目工程师的带领下，既当学生又当员工；既接受完整有效的理论知识的教

学，又接受来自“教学工厂”行之有效的实操培训。

3.新加坡教学工厂模式之成效

产教融合，合作双赢。借助企业项目和科研项目的平台，学校与企业建立了

亲密关系，工厂为学校提供先进设备和实践实习，学校则为企业解决难题或设计

产品，给企业带来经济效益。“教学工厂” 的各项具体教学活动都是各个专业教

学单位为主体开展的。在项目教学过程中，师生携手解决企业常常面对的成本、



质量及产品性能等难题，使学生能够将所学的知识和技能应用于多元化、多层次

的工作环境。

（二）英国现代学徒制

1.“现代学徒制”模式

英国政府积极倡导和推进的现代学徒制，几乎完全建立在对职业能力的需求

导向上，摒弃了对于某一特殊工种的单纯技术学习。现代学徒制的建立与英国以

需求为导向的职业教育体系紧密结合，为英国职业教育与技术发展提供支撑。

2.“现代学徒制”模式特点

学徒制既为刚开始工作的年轻人设计的，也为工人提升技能，让他们技术水

平更高。学徒与雇主签订学徒工合同，是接受正规系统培训的雇员，必须由雇主

支付工资。他们一般每周去培训方学习一天（学院或商业公司），每周正常工作4

天或以上。具有统一的学习框架，规定每年不低于280小时的学习内容，其中包

括“对理论知识的学习，包含对职业领域与主题的理解”、“工作能力的评估，包

含对学徒生是否能胜任核心工作内容的评估鉴定”和“语言，数学以及IT知识等

基础领域的技能学习”。

（三）上海商学院产教融合

上海商学院与百联集团产教融合，紧贴产业，全方位合作，喜达屋（洲际集

团）上海商学院专业教学，进行校企合作，建立长效机制。其中产教融合比较成

功的酒店管理专业为例，长期合作的主要伙伴有：喜来登、瑞吉、 W酒店、福朋、

艾美、雅乐居、至尊精选、威斯汀和Ele² 斯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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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招生；最后学校发放录取通知。合作方案的三个关键之二，过程工学结合。

学校先确定培养目标，确定专业课程，以及修订人才培养方案，再进行组织师资

队伍，建设实习基地，使实验实训条件与培养能力相匹配。最后负责学习评价。

合作方案的三个关键之三，小结定向就业。学校发放文凭，企业接受学生，共同

总结规划。

2.产教合作之成效

三个利益相关者之一企业，企业可以储备稳定人力资源和降低人力资源成

本；三个利益相关者之二学校，学校既改善了校内实训条件，又拥有稳定校外实

习基地，同时还引进企业标准和教师，改革了学校教学模式，做到了四“实”，

课标“实”、教师 “实”、内容“实”和环境“实”。三个利益相关者之三学生，

学生能享受奖学金、享受实习津贴和享受顶岗实习待遇，最终获得就业岗位和未

来发展空间。

三、探索校企合作模式之启示

（一）产教融合，企业主导

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是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必经之路，也是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的必要环节。企业主导型的校企合作模式在目前我国的实践较少，这种模式的主

要方式有校企一体、共建实训基地等。主要是以企业为主，根据企业发展的实际

需要来定点、定量培训一定的技术人才。采取的形式有企业投入较大比例的人力

物力，或者是完全由企业出资，邀请学校的专家学者来给学生进行理论知识的传

授等。这种类型的人才培养更具主动性与针对性。

（二）合作双赢，构建法律保障体系

建立符合双方利益的校企合作模式并不难，难的是建成以后，如何促使其健

康持久稳定的运行。因此，构建有效的校企合作模式，就要求我们必须构建一套

刚性制约机制的法律保障体系，要把企业参与职业教育，进行校企合作作为企业



应尽义务，上升为国家法律，以此，对校企合作加以保证。我国应借鉴国外的成

功经验，（例如德国十分重视职教立法，充分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通过立法手

段，在不同时期制定有利于职教发展的措施。） 我国也应不断完善职业教育法，

修改现有的法规，添加校企合作的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