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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三螺旋模型的视角分析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发现其根据人才需求设置学程，重视“双

师型”教师的培训，关注学生实践动手能力对产教融合效果的提升，突出法律法规对职业教育的保障，

有力地推进了德国工业现代化进程。借鉴德国经验，针对我国目前经费投入不足、配套机制效果差、企

业参与职业教育积极性不足、职业高校发展自我定位不明确、“双师型”教师队伍供给不足等问题，提

出我国职业教育要推动产教融合促进经济发展，政府必须以充足的财政投入支撑职业教育的发展，建立

政府、院校、企业的成本分担机制，以完善的政策和法律体系保障职业教育的发展。高校要了解当前和

预测未来企业技能人才需求状况，培养符合实际要求的复合型、创新型、技能型人才，加强“双师型”

教师队伍建设。企业应主动参与校企合作，以充分的实践教学促进产业创新人才辈出，积极承担社会责

任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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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German “dual system” vocational education model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triple helix model, and finds that it sets academic programs based on talent needs. We at-
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 training of “dual teacher” teachers, pay attention to the improvement 
of students’ practical skills in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highlight the protection of 
laws and regulations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 
modernization in Germany. Drawing on the experience of Germany, we aim to address the current 
lack of funding investment, poor effectiveness of supporting mechanisms, insufficient enthusiasm 
for enterprises to participate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unclear self-positioning of vocational col-
leges for development, and “dual teacher” in China. The issue of insufficient supply of teaching 
staff suggests that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and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s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government must support the devel-
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with sufficient financial investment, establish a cost sharing me-
chanism for the government, universities, and enterprises, and ensure the development of voca-
tional education with a sound policy and legal system.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under-
stand the current and predicted future demand for skilled talents in enterprises, cultivate compo-
site, innovative, and skilled talents that meet practical requirements, and strengthen the construc-
tion of a “dual teacher” teaching team. Enterprises shoul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promote industrial innovation through full practical teaching, and actively assume 
social responsibility oblig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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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工业 4.0 时代的来临，我国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劳动力市场需要大批高质量的专业技术人员。

2020 年教育部颁发《关于做好 2020 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工作的通知》，提出要坚持职普比例大体相当，

要从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和培养满足现代化建设所需人才的角度出发，适度扩大中职招生规模，提高中等

职业教育发展水平。要严格按照职普比例大体相当原则和落实“职教 20 条”部省备忘录中明确的比例安

排中等职业学校招生计划，统筹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要充分利用高职扩招、职业教育本

科试点、普通高等学校专升本扩招等有力政策，积极引导学生接受中等职业教育。积极引导学生接受教

育教育。2021 年，国务院颁发《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了要增强职业教育的适应性，深化产教融合、校

企合作，深入实施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2022 年印发《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

提出要深化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职普协调发展、相互融通，让不同禀赋和需要的学生能够

多次选择、多样化成才；坚持以教促产、以产助教、产教融合、产学合作，延伸教育链、服务产业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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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撑供应链、打造人才链、提升价值链，推动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产业结构相匹配的现代职业教

育结构和区域布局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加快人力资源开发，是落实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实现

教育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是一种受到普遍认同的职业教育模式，

“双元制”强调了德国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的双重性。政府是发展职业教育的主导力量，但其“双元制”

职业培训体系“在雇主和国家的要求之间取得了平衡。它强调职业院校教学与企业培训相结合，将学习

的理论应用于社会实践的生产活动中，有效地提高了劳动者满足市场需求的职业技能，更好地强化了学

习的目的性[1]。我国应该合理借鉴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培养经验，积极创新职业教育培训方式，促进

企业发展需求和高职院校教育的有机结合。 

2. 三螺旋模型的理论阐释及运用 

“三螺旋”(Triple Helix)的概念最早出现在生物学领域，用于研究晶体学或生物分子学的转型过程。

在 1997 年，埃茨科瓦茨(Etzkowitz)首次提出三螺旋模型(triple helix model，TH 模型)的概念(见图 1)并用

以解释大学、企业和政府三者之间在知识经济时代的新关系。 
 

 
Figure 1.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ment, school, and enterprise under the triple helix model 
图 1. 三螺旋模型下的政校企关系 
 

政府、企业、高校的“三螺旋”结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三方主体的功能既相互独立

又交叉重叠。高校的主要功能是学术核心、知识创新与技术转化，企业的主要功能是运用劳动力、技术、

企业家才能、资本等各种生产要素向市场提供商品和服务，它不仅是技术成果的需求者，也是技术创新

发展的直接受益者和推广者。它通过释放技术需求、推广技术成果来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政府作为社会

公共事务的管理主体，承担着职业教育发展中政策制定、资源配置和资金支持的职能[2]。另一方面，三

方主体相互融合与渗透。政府、高校、企业三者之间高效互动形成的合力推动了知识的生产、转化、应

用和系统的升级。与传统职业教育模式相比，基于三螺旋理论的职业教育模式不仅主体多元，而且具有

组织边界开放的特点，有利于资源的流动、知识的融合以及主体之间溢出效应的发挥，进而形成新的“功

能耦合性组织”，实现共同创新和成长，达到螺旋式上升[3]。 

3. 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内涵及特点 

3.1. 双元制职业教育的内涵 

双元制大学学程是德国职业教育与学术教育结合的最广为人知的形式。大学和实践伙伴通过双元制

学程构建科学理论知识传授与职业实践能力获得相结合的学习形式，促使学生达到特定的资格和能力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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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为了解德国“工业 4.0”时代企业需要什么类型的技术人才，德国政府进行了深入的普查，加强了对

职业教育的分类指导，促进了人才的合理分流。在这种教育模式下，学生将课程习得的理论知识运用于

社会实践中，强化了学习的适应性。 

3.2. 双元制职业教育的特点 

3.2.1. 学程融合，驱动螺旋内生 
学程融合包括教学课程的融合和“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双元制职业课程设置灵活，以市场需

求为导向，并与企业生产过程中的实际需要相结合(见图 2)。在理论知识的学习中，职业专业课与普通文

化课的学习时间比例大约是 7:3 [4]。课程理念和企业融合驱动了产教体系的内生性发展，课程设置将专

业性课程和通识性课程相融合，在传授学生普适性较强的基础性文化知识的同时，增强学生满足市场需

求的专业性技术知识，进而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 
 

 
Figure 2. German “dual system” curriculum system 
图 2. 德国“双元制”课程体系 
 

按照工作岗位和任务的不同，德国的教师可以分为任职于职业学校的教师和任职于企业机构的实训

教师，由此形成了“双师型”教师体系。德国政府建立了完善的职业教师师资培训体系，包括从州到地

方到高校的全方位在职培训网络、独具特色的教师校本培训、高度融合的校企合作培训。全面的教师培

训体系使职业院校教师的教学水平处于较高的水准，教学内容能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以及国家经济的

发展。 

3.2.2. 多方协作，搭建螺旋网络 
为了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满足劳动力市场对高级技术人员的需求，德国突破传统的高校教育模式，

采用以企业为主导、多方合作的“双元制”教学模式[4]。“双元制”职业教育是一种学生既在学校学习

理论性知识，也在企业接受专业性技术知识的教学模式。其中，企业承担着职业培训的主导作用，职业

学校的主要作用是配合和服务。在考核评价上，学生既要参加技能考试，又要参加资格考试，“在培训

过程中传授的技能和知识的数量及质量要通过中级和期末考试进行监督和验证，并以劳动力市场可接受

的方式进行认证”，这体现了职业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密切相连，提高了职业教育对市场的适应性。 
德国职业教育的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和企业，政府的经费来源具有稳定性的特点，但其增长性较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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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经费资助有固定的模式，主要包括直接资助和集资资助两种，经费数额会根据企业收益和教育投

入成本产生变化，整体呈现逐年上涨的趋势。以政府、企业和职业学校为基础建立的职业教育螺旋网络，

对于每个组织所承担的责任都有明确划分，确保各个组织能够各尽其责[5]。 

3.2.3. 完善法律，实施螺旋保障 
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的发展，得益于德国政府对职业教育的制度保障和法律保障。1969 年，德国颁

布的《联邦职业教育法》首次对学校以外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作出了全面规定，详细规范了职业教育的培

训标准、培训合同、考核条例等，是双元制职业教育最重要的法律基础。1972 年，联邦政府颁布《实训

教师资格条例》，对双元制职业教育中实践培训的师资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规定。此外，诸如《企业

基本法》《青年劳动保护法》《联邦职业教育促进法》《联邦职业教育保障法》等法律法规纷纷出台，

以法律形式构建了校企合作办学的双元制框架，保证了双元制职业教育的顺利实施[6]。根据德国联邦政

府发布的《2019 年职业教育报告》显示，联邦教研部于 2018 年年底向联邦内阁提交《职业教育法》修

正案，联邦议会 2019 年将完成再次审定并通过《职业教育法》，修订案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生效。德

国政府根据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市场用人需求的变化，不断改善和制定制度以及法律政策，给予职业教育

螺旋式发展的保障体系。 

4. 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现实困境 

4.1. 政府的经费投入不足，配套机制效果不佳 

教育经费投入是高校体系建设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基础和必要保障。根据《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

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 (以下简称《纲要》)的基本要求，职业教育经费应占国家教育总经费的

20%。根据教育部 2021 年全国教育经费统计快报显示，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 42,557 亿元，中能职业教育

经费总投入 2319 亿元，高等职业教育总投入 2023 亿元，职业教育经费占国家教育总经费 10.2%，未达

到目标设定 20%，与发达国家的 30%~50%差距甚远。 
政府配套机制效果不佳的主要原因是缺乏对成本分摊的明确规定和对行业协会的充分利用(见表 1和

图 3)。我国 2013 年~2021 年职业教育的相关政策文件指导性较强，主要集中于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产教

融合、技术技能等方面。但是，政策文件中缺乏职业教育投入经费的成本分摊机制，未明确对政府、职

校、企业做出经费投入比例的规定，缺少对企业的鼓励性政策以及对企业合理权益保障的法律法规。同

时，政府缺少对行业协会的调动。通过行业协会对中国各类企业进行人才供需情况的全国性普查，根据

普查的结果来确定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课程规划等更具有政策制定的针对性。我国目前实行“1 + X”

证书制度，需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对证书的颁发机制、社会认可度的积极作用。 
 
Table 1. Policy documents related to vocational education from 2013 to 2021 
表 1. 2013~2021 年职业教育相关政策文件 

时间 政策文件 

2013 年 《教育部关于 2013 年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意见》 

2014 年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 

2014 年 《教育部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 

2015 年 《教育部关于深入推进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意见》 

2015 年 《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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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inued 

2016 年 《职业学校教师企业实践规定》 

2017 年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 

2018 年 《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 

2019 年 《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 

2020 年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2021 年 《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2021 年 《关于做好 2021 年高职扩招专项工作的通知》 

2021 年 《关于实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2021~2025 年)通知》 

 

 
Figure 3. Vocabulary cloud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related policy documents from 2013 to 2021 
图 3. 2013~2021 年职业教育相关政策文件词云 

4.2. 职业高校发展自我定位不明确，“双师型”教师队伍供给不足 

职业院校的作用是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实行人才科学分流。它能最大程度地满足社会成员多样化的

教育需求，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对多层次人才和多级劳动力的需要。目前有些职业学校对自我的发展定位

不明确，办学思路以本科院校为参考对象，忽视了对在学个体技术专业性和创新性的培养，带来学生职

业技能培训滞后、专业性弱等弊病。并且教学课程主要以理论知识为主，缺少对技术实践培训类课程的

设置。此外，部分职业院校存在实验基础设施不足、教师水平有限、科研创新资金短缺等问题，导致职

业院校学生的专业实践机会缺乏，限制了自身专业能力和专业素养的提高。 
师资队伍建设是职业院校高质量发展的主力军。“双师型”教师是指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

实践经历的复合型人才。目前，我国“双师型”教师处于匮乏状态，占专业课教师的比例较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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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中提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具体目标是：至 2022 年，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占专业课教

师的比例超过 50%。全国人大常委徐辉教授在《关于“十四五”教育规划的若干建议》中指出，我国职

业院校有 133 万专职教师，其中“双师型”教师仅有 45 万，占比不到 40%，远不能满足职业技术教育教

学需要[7]。自 2019 年以来，高职教育扩招达到 100 万人，使得“双师型”教师的缺口持续扩大。其次，

我国职业教育院校的教师大多都是高校的应届硕博毕业生，实践技能基础薄弱，不利于形成学生在劳动

力市场的竞争优势。部分职业院校教师受传统学科课程培养模式桎梏，对职业教育的教学重心和教学规

律难以把握。最后，“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具有投入资金体量大、人才集聚周期长、教学任务艰巨等

特点。我国“双师型”培训的渠道较为单一，多为高等教育语境下的统一培养，培训的体系较为封闭，

以院校为主，企业实地培训为辅，地方各级政府和职业院校往往需要投入大量的财政经费以支持长效的

体制革新。因此，我国“双师型”教师队伍培养体系建设缓慢。 

4.3.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积极性不够 

目前，我国企业和职业高校之间并未形成一个稳定长久的互惠互利关系。一个企业是否决定参加学

徒培训，很大程度上会考虑这项投资的收益及回报率，企业成本与收益的不匹配是制约其参与高职教育

的主要因素[8]。企业更关注自身的生产效益和长远发展前景。从理性经济人的角度来看，企业参与职业

教育教学所投入的时间、金钱成本要远大于其所能获得的商业收益，因而缺乏长期的人力资源开发理念。 
首先，当前我国的劳动力市场存在供过于求的情况，企业倾向于“拿来主义”，更愿意招聘有工作

经验的技术型人才。而学生在企业培训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经济效益不足，但企业对其生命安全保障的

责任重大。其次，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会不可避免的与高校、同行业竞争性企业产生利益博弈，很难保障

其自身的利益。企业参与职业院校的教学培训会付出较大的机会成本，但存在培训学生进入竞争者企业

的现象。考虑到付出较大沉没成本的可能性，企业往往不愿意参与职业教育。再次，我国职业教育学校

建设的时间短、基础差、资金少，学校的技术创新性不强。学校专业课程设置与企业需求不匹配，教学

方式单一，学生的专业技术能力不足以迎合市场生产的需要，实践能力较差，因此对企业吸引力不足。

最后，政府缺少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扶持政策和保障机制。虽然政府鼓励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但对参

与的成本分摊机制并未明确说明，也缺乏恰当的经济激励，因此企业缺乏参与职业教育的主动性。 

5. 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经验借鉴 

借鉴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经验，结合我国职业教育的现实发展情况，我们可以从政府、高校、企

业三个方面提出改善建议。 

5.1. 政府要建立经费成本分担机制，完善相关政策和法律法规 

政府要建立合理的职业教育经费成本分担机制，完善职业教育体系，以扩大企业等社会多元主体对

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可以建立技术培训基金，让雇主充分参与到技术培训过程，技术培训基金最主要

的优势就是责任性和灵活性，它的资金组织形式以征税拨款体制为主，就是向雇主征税然后以资金拨款

的形式返还用于技术培训，这种形式保证了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现实可行性。同时，技术培训资金没有

官僚主义和有限的公共预算的束缚，运用起来将会更加便利。而且相对于很多中小型企业，技术培训资

金的形式更能促使他们参与职业教育。 
详备的法律法规体系是我国实现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的制度保障。国家相关部门应该借

鉴德国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职业教育面临的现实困境，建立并不断完善职业教育法律法规，并加大法

律法规的约束力和政策的执行力。同时其他相关部门也需要不断跟进政策实施和监督政策执行，有效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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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地方政府府也应该在国家的方针政策指导下，结合当地经济发展现状和人才市

场需求，积极出台相应的实施政策细则和具体要求，积极推动产教融合视野下职业教育的发展。 

5.2. 学校应明确自我定位，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高职院校要准确地进行自我定位，了解当前和预测未来企业技能型人才需求状况，培养符合实际要

求的复合型、创新型、技能型毕业生，为高技能人才有效供给提供有力保障。职业技能培训作为保持就

业稳定、缓解结构性就业矛盾的关键举措，是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9]。首先，职业学

校应加强学生的职业技能培训。一方面，我们以增强学生职业技能为目标设置特色的实践培训课程，综

合利用校内外的实训基地，提高学生的实践动手能力。另一方面，院校可推行“1 + X”证书制度，鼓励

学生获得学历证书的同时，积极取得多类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此制度有利于学生提高综合能力，拓展就

业创业的本领。其次，学校要建立多元的评价考核机制。坚持理论知识和实践操作并重的严格考核机制，

激励学生增强自主学习，积极参与职业技能培训，努力提高自己的就业竞争力。最后，学校积极促进与

优质企业的深度合作，形成稳定长久的双向互惠关系。院校可针对企业人才需求旺盛的专业，有序推进

各专业的师资配置优化工作，实现专业教学和市场需求有效衔接。学校可聘任企业内富有实践经验的技

术型人员对学生进行实操教学，提高其岗位适应能力。 
针对我国“双师型”教师供给不足的问题，院校可以通过多元的师资引进路径和系统的培训体系来

解决。一方面，院校通过笔试 + 面试 + 专业水平测试的方式选拔符合专业发展需要具有一定“双师素

质”的教师。同时，可以加强兼职教师队伍的建设。在社会各行业、国内外各企业选拔拥有较高一线技

术水平、管理水平的优秀企业人才参与院校专业课程的教学，打造一支具有高技术、高能力、高稳定性

的兼职教师队伍。另一方面，“双师型”教师的培养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构建完整的职前和职后培养

体系，为职业教育提供充足的优质师资资源[10]。根据德国“双元制”教师的培训模式，对于职前教师，

院校可使其参与企业实践并设立职业教师标准准则，经过全面系统地学习，通过准则考试合格的教师即

获得教学资格。至于职后教师，学校应有计划的组织其进行职业教育理念的学习与巩固，不断更新教师

的教学方法、教学模式、教学技能以及教学信息化的能力。 

5.3. 企业应主动参与校企合作，积极承担社会责任义务 

促进职业教育和私营企业之间更好联系的方法是形成合作关系，或者企业和培训机构或大学的合资

经营[11]。企业积极参与校企合作，增强职业教育对市场经济发展的适应性，主要表现在参与职业院校人

才培养方案的设置、加大技术经费投入、提供学徒制培训平台、带动中小企业参与等方面。 
一方面，企业可以借鉴德国职业教育的先进经验，与院校构建教学课程对接机制，坚持理论联系实

际的原则，根据岗位工作要求准则精准设计教材内容和实操课程。企业可以构建技术性工作人员与院校

教师双向交流的机制平台，在提高院校教师的实践能力和管理水平的同时，增加企业技术性人才的额外

收入和理论学习机会。并且，企业要综合考虑每年的经济收入与职业院校的发展目标，给予职业院校合

理的财政支持和岗位数量。另一方面，我国企业和职业院校可以参考德国联合培训的做法，结合集团化

办学的优势，以优质大企业带动技术性人才缺口大的中小企业，提升学徒制企业培训能力，为缺乏经验

的企业提供专业化的指导和帮助[12]。正如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在校企合作中，参与培训的企业可以

通过与学生签订有效的培训合同，明确规定学生的培训内容、工作时间，清楚地表明学生创造的经济效

益以及企业、高校之间的成本分摊机制。培训合同不仅有效地约束企业和学徒的行为，保障相互权益，

还便于培训成本和培训受益的核算，大大减少了企业与培训学徒之间的纠结和冲突，为相互的合作奠定

了重要的基础[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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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除了“经济人”的身份以外，也是“社会人”，需要把参与职业教育当作自身的慈善责任、社

会责任、伦理责任。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可以得到显性效益和隐性效益，显性效益即培养出大量人才为企

业产生经济效益，隐性效益即提升企业的社会形象、传播优秀的企业文化。因此，企业应将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当作企业中长期发展战略。 

6. 结语 

总体而言，我国职业教育在促进产教融合过程中还存在产教融合程度不够，区域、院校之间发展不

均衡等问题仍亟待解决。因此政府必须予以职业教育一定的财政支持并制定和完善相应政策法律体系保

障职业教育的发展。此外，高校在培养实用型专业性人才时也应树立社会服务意识，紧贴产业需求，结

合人才需求状况培养符合实际要求的高质量人才，形成人才链、教学链和创新链为产业链服务的办学理

念。在招生阶段通过优质的师资、专业设置等来吸引优秀生源；在开展教学阶段，注重增强学生的知识

和技能，由传统的重理论学习向理论和实践并重转变，使学生通过实习实训基地的社会实践活动掌握与

专业相关的操作技能，并加强区域内、院校间的交流学习，创新高职院校学生培养模式，真正实现资源

利用最大化，加快高职院校教育教学水平的整体提高。同时，企业也应该调动自身的合作积极性，主动

承担起社会责任，在校企之间形成良性的生态互动关系，从而达到三管齐下，进一步促进我国职业教育

产教融合体系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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