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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产教融合是高职院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手段，也是促进我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职

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年)》的出台，表明我国高职教育深化产教融合已经

从普遍开展转变为内涵式发展阶段。“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为高职院校深化产教融合提供了全新的

发展方向与发展契机。本研究借助文献分析法、数据统计法对产教融合的发展现状、基于“一带一路”

背景下的发展机遇和挑战进行分析，从政策保障、办学格局、师资队伍建设及专业建设等方面提出对策

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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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is a key means for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personnel training and an important way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Implementation Plan of the Action 
to Enhance th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2023~2025) shows 
that the deepening of th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has changed from a general development stage to a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stag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rovides a new development direction and opportunity for higher vocational col-
leges to deepen th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By means of literature analysis and 
data statistics,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
cation, th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from the aspects of policy support, 
school-running pattern, teacher team construction and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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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3 年 10 月，第三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北京隆重召开。自 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

到如今已满十年。十年来，中国职业教育在“一带一路”建设项目的加持下，在发展中形成规模，在服

务中锻造品牌，在实践中凝练模式。我国曾先后出台《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推

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提出要引导高职教育参与“一带一路”。职业教育是落实《推动共建

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中关于“青年就业、创业培训、职业技能开发”

等合作领域的关键，也是促进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五通”的桥梁，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扮

演着重要角色[1]。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倡议以及相关政策的颁布为高职院校的教育教学提供了更加

广阔的平台，为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指提供了新的思路，同时也对职业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2. “一带一路”的深刻内涵 

2013 年，习近平主席在出访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期间，分别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倡议(简称“一带一路”倡议)，这一倡议的提出也与沿线国家的发展愿景

相吻合。2013~2023 年，共建“一带一路”十年历程取得非凡成就。201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

国教育现代化 2035》，提出要打开职业教育对外开放新格局，使国际交流合作朝着深层次的方向推进。

“一带一路”的高质量发展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也是推动沿线国家共同发展，构建开放

型的世界发展样态的必然要求。职业教育作为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摇篮，自然要紧扣“一带一路”高质量

发展的脉搏，从理论与实践两个层面做出变革，不断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更好地满足“一带一路”高质

量发展下的人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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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高职院校产教融合的研究现状 

通过对 2014~2023 年与高职院校产教融合相关的有效文献进行数量统计，并绘制了文献数量趋势图，

如图 1 所示，可以清晰地看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发展趋势。从 2014 到 2023 年，我国对职业教育产教

融合的研究从未中断，且呈现出总体向上的趋势。这是因为国家生产力迅速发展，产业不断转型升级，

企业对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逐渐加大，而高职院校又是培养高级技能技术型人才的主要阵地，所以高

职院校产教融合逐渐成为专家学者们的关注点。2014~2020 年文献数量呈现明显的增加趋势，这与国务

院及教育部印发的一系列职业教育相关政策有一定的关联，如《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推

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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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

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 年)》等，这些方案强调要促进产教融合，推动校企全面加强深度合作。

2021~2022 年，年度发文量呈下降趋势，表明国内关于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研究已经进入深化发展与理

性反思阶段[2]。 
从现有研究来看，关于高职院校产教融合的研究内容主要从专业建设、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改革、

师资建设这四个方面展开，在此基础上提出产教融合的保障机制、体系建设、实施路径。针对在产教融

合运行过程所产生的矛盾冲突，提出相应具有理论指导性、创新性的解决方案。在这期间，研究成果不

断涌现，产教融合研究正走向繁荣。从成果数量看，高职院校产教融合方面的研究成果不断增加，自 2014
年开始，以“高职院校产教融合”为主题的论文，发表篇数不断增加(详见图 1)。从成果质量看，新理念、

新方法在产教融合方面的应用，进一步拓展了研究的视野，高水平论文发表数量呈逐渐上升趋势，提升

了研究的整体水平。国家对职业教育的高度重视，政府宏观政策的不断完善，促进了高职院校与企业的

深度融合。诸多研究者也随之开展了大量的研究和应用，经过十多年的发展，逐步完善了产教融合的理

论研究[3]。 
 

 
Figure 1. Number of publications on the theme of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图 1. 以“高职院校产教融合”为主题的发文趋势 1 

4. “一带一路”背景下深化产教融合的机遇和挑战 

(一) “一带一路”背景下深化产教融合的机遇 
1) “一带一路”倡议为职业教育深化产教融合提供了政策保障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政府部门出台了多个加快发展职业教育的相关文件。2014 年 5 月，

65 103 199 309

656

1223
1398 1434

992

1406

2014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2022 2023

以“高职院校产教融合”为主题的发文量统计

（2014-2023）

论文数量

 

 

1数据来源于知网可视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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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这是“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之后，国家针对职业教

育印发的首个重大文件。该文件强调“产教深度融合”，指出“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

要“推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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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证书与

职业资格证书对接”，从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2016 年 7 月，教育部印发《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

行动》，系统阐述了教育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重要使命、合作愿景、合作原则与合作重点，号召“中

国教育行动起来”“共创教育美好明天”。2019 年 3 月，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发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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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形成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发展模式”作为双高院校的改革

的总体目标，将“提升国际化水平”作为双高院校的改革发展任务。该文件指出，要“积极参与‘一带

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培养国际化技术技能人才，促进中外人文交流”，要“强力推进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引领职业教育服务国家战略、融入区域发展、促进产业升级”，为建设教育强国和人才

强国努力奋斗。2020 年 9 月，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 年)》，

将“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列为重点任务，指出要“深化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

“深化校企合作协同育人模式改革”。 
此外，我国还将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作为重要内容嵌入其他相关政策文件中。2021 年 10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要“完善产

教融合办学体制”，并从“优化职业教育供给结构”“健全多元办学格局”“协同推进产教深度融合”

三个方面进行具体阐述。强调要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品牌，拓展中外合作交流平台，推动职业

教育走出去。2022 年 12 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

革的意见》，强调要把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深化产教融合为重点，打

造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建设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2023 年 6 月，国家发展

改革委等部门印发《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 年)》，以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

作为行动目标，统筹推动教育和产业协调发展，创新搭建产教融合平台载体，持续推进产教融合试点建

设。 
2) “一带一路”倡议为职业教育深化产教融合创造了平台和条件 
由于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技能培养体系薄弱，无法满足走出去企业对技能人才的需求，就必

须充分依托和发挥国内职业院校的作用。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国内外政府、职业院校、行业

企业、学会等不同利益相关者高度重视，共同搭建国际会议、智库研究、职教联盟、人才培养四类平台，

如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成立的“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职业教育研究会”、中华职业教育社海外交流合

作委员会与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牵头成立的“中非职业教育合作联盟”、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牵头

成立的“‘鲁班工坊’建设联盟”等，为职业院校开展国际交流带来了机会，让我国职业院校与沿线国

家职业院校开展校际互访交流成为现实，双方组织师资队伍互学互鉴，组织学生群体研讨访学，为学生

国际视野的打造与综合素质的提升创造了条件。 
随着“一带一路”合作的深入推进，我国企业在沿线国家的建设项目以及我国企业与沿线国家企业

的合作项目数量不断增加，为职业院校学生提供了大量的实习就业岗位，在改变职业院校学生就业难的

问题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4]。与此同时，政府会提供更多的保障措施和资金支持，企业则更愿意承担主

体办学的社会责任，这为高职院校深化产教融合提供了舞台，使得职业院校可以搭乘“一带一路”的东

风，不断探索在新经济环境中院校合作的新机制，同时为企业和高职院校的发展提供了更广阔的平台，

增加了更多的合作类型，创设了多渠道多方式校企合作的条件，使得产教融合深度发展得以有新的突破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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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一带一路”背景下高职院校深化产教融合所面临的挑战 
1) “政校行企”建设机制不健全 
“一带一路”背景下，高职教育人才培养应是牵涉涉及“政-校-企-行”等利益主体在内的多元协同

的“决策-实施-监测”过程，但由于多元治理主体之间存在制度阻隔的信息不对称，政府、企业、高职院

校三大主体在合作过程中基于自身利益考量和价值取向平衡(详见图 2)，可能形成各自的行为逻辑，顶层

设计与基层实践无缝对接不畅通[5]。 
 

 
Figure 2. Government, school and enterprise three interest subjects value conflict 
图 2. 政、校、企三大利益主体价值冲突 

 
具体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政府、学校、企业之间存在一定信息壁垒，容易造成三者之间期望

和权利匹配失当。二是相关政策保障机制的缺失，导致高职院校在实践过程中存在受不稳定因素冲击的

风险，主要表现在与高职院校深化产教融合相配套的法律法规、管理体系、评估标准等相关政策不够完

善，同时缺乏配套财税处理决策等法案，这使得企业缺乏参与深入建设产教融合的安全感。三是多元多

层多维资源共享建设不足，标准共商及平台共建缺乏实践，外部管理与监督及内部质量保障机制匮乏，

很大程度上弱化了校企合作的空间与内涵，导致校企协作的动力不足、深度不够、质量不高。四是政校

企不同利益主体追求的价值体系与社会目标的差异，导致其在推进产教融合的过程中容易爆发矛盾，而

现有的政策保障机制又不能很好地平衡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而形成现阶段深化产教融合的三方割据，僵

持不下的局面。 
2) 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形式内容单一 
校企协同是一种多元协同的培养模式，产教融合是校企合作的本质内容。在产教融合发展进程中，

主要有三种内类。第一类是企业以资助设备、应用软件等形式与学校共建校内实训中心，学校在企业设

立校外实践基地，安排学生到企业实习、实践等方式进行。这种合作类型是单个的、孤立的项目，很多

项目仅局限于课程层面，学校大多对企业是单向依赖，校企合作的深度有限。第二类是以订单班级为平

台，校企双方共同就人才培养开展培养目标、培养方案、师资、教学、实训实习等多方位的合作，为订

单企业定向培养应用型人才。这一类型的合作解决了企业员工招聘的现实问题，调动了企业参与的积极

性，在实践中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但这一合作类型仅仅停留在应用型人才培养方面，对企业其他方面的

贡献度较小、参与度不深，大多局限于专业层面，面向的也是少数单个企业，合作偶然性较大，在稳定

性和持续性方面存在一定的风险。第三类是校企双方共同建设冠名二级学院或混合所有制形式的产业学

院，构建了相对完善的运行机制，设立专门部门进行具体的运行管理，校企双方进行人才培养、技术开

发、应用推广等多方面的合作，政府、行业协会也开始真正参与并承担一定的指导职能。但是这一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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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大多停留在专业群、二级学院层面，合作的对象是单一的学校面对单一行业的多家企业，还只能算

是产教融合的初级阶段，服务面向和融合深度还可以进一步拓展[6]。 
3) 适应行业社会发展的人才培养质量不高 
产教融合是提升职业学校关键能力，促进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最终服务学生全面发展和经济

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由此，高质量充分就业是检验产教深度融合的试金石。但大多数职业院校学生的

综合能力普遍不高，距离适应社会发展的复合技能型人才培养目标还有相当一段差距，高职院校人才输

出能力较弱，并未及时跟上行业变化的人才需求。“一带一路”建设对新时期职业教育复合型高技能技

术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要求，主要表现在培养类型、数量、质量上的行业性特征更加突出。一是多数职

业院校复合创新型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不够明确，缺乏紧跟时代变化的内涵建设和预测能力，学校办学特

色、行业专业优势、本土特色课程发挥不足，扎实的专业技术、过硬的专业精神及跨学科跨专业综合能

力不突出。二是人才培养规格标准与企业行业人才需求标准有一定差距，人才培养方案、专业课程及教

学标准等缺乏与企业行业共同研制敲定，人才培养区域及行业针对性较差。三是促进高职教育的师资储

备不足，“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不够，学校和企业之间关于教师能力提升的方式方法创新不足，导致

职业院校现有的教学难以突破传统教学模式。四是鉴于校企合作内外部监管体制机制的不健全，以及校

企利益诉求与社会责任联结的失衡，职业教育复合创新型人才培养包含多元办学主体、行业组织及第三

方评估机构等内外部教学质量评价机制缺失，因此会诱发双主体育人深层次矛盾，导致人才培养特色和

质量得不到保障[7]。 

5. “一带一路”发展规划指导产教融合实施路径 

(一) 健全多元办学格局，筑牢政策保障之基 
政府部门要深化“放管服”改革，加快推进职能转变，由注重“办”职业教育向“管理与服务”过

渡，做好职业教育发展的战略规划，完善技术技能人才保障、企业参与办学、配套资金支撑等相关政策，

并依法依规进行监督管理。一是鼓励有条件的企业特别是大企业举办高质量职业教育，政府可按规定给

予适当支持。在开展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基础上，政府应牵头建立产教融合型企业认证制度，对进入

目录的产教融合型企业给予“金融 + 财政 + 土地 + 信用”的组合式激励，并按规定落实相关税收政策

[8]。试点企业兴办职业教育的投资符合条件的，按照相关政策要求，可按投资额一定比例抵免该企业当

年应缴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二是健全经费投入机制。各级政府建立与办学规模、培养成本、办

学质量等相适应的财政投入制度，地方政府按规定制定并落实职业院校生均经费标准或公用经费标准。

在保障教育合理投入的同时，优化教育支出结构，新增教育经费向职业教育倾斜。三是提升技术技能人

才待遇。政府统筹建立技术技能大师库，鼓励技术技能大师建立大师工作室，并按规定给予政策和资金

支持，支持技术技能大师到职业院校担任兼职教师，参与国家和社会重大工程项目联合攻关。四是做好

职业教育出口保障，深入开展“大国工匠进校园”、“劳模进校园”、“优秀职校生校园分享”等活动，

宣传展示大国工匠、能工巧匠和高素质劳动者的事迹和形象，培育和传承工匠精神。政府适时组织清理

调整对技术技能人才的歧视政策，推动形成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环境，落实职业院校毕

业生在落户、就业、参加机关事业单位招聘、职称评审、职级晋升等方面与普通高校毕业生享受同等待

遇相关政策保障。 
(二) 坚持多元协同联动，优化人才培养模式 
高职院校应当根据自身特点和人才培养需要，主动与具备条件的企业在人才培养、技术创新、就业

创业、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方面开展合作。政府应搭桥创造平台，加深夯实企业与院校的合作，以此

鼓励企业勇于承担职业教育的社会责任，推动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形成命运共同体。一是政府加强关政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1137


蔡海燕 等 
 

 

DOI: 10.12677/ae.2024.141137 896 教育进展 
 

策保障机制的建设，打破政校企行之间的信息壁垒，加强沟通交流，共同商讨研制育人标准、监督机制、

评价体系，及时反馈培养质量，不断完善培养机制，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二是加强“一带一路”倡议渗

透，紧密对接国际产能合作及海外企业用人需求及标准，根据社会经济发展需要，调整优化招生专业结

构，以“大国工匠”、“能工巧匠”精神为发力点，以“专业 + 产业”的形式开设校企合作订单班或创

新实验班，全面引进行业企业用人或职业资格通用标准，联合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培养专项复合型技术

技能人才，精准对接国家“一带一路”建设需求，加快专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提高学生综合竞争力。三

是拓展学校办学空间与内涵，强化企业办学主体地位，深化校企合作形式。职业院校须强化企业、相关

行业共同体建设，共同制定并签署人才培养联盟协议或计划，共同设定培养目标，制定人才培养方案，

细化岗位知识结构和能力组成，实现跨领域多元协同育人的实质性合作。四是依托校企合作项目、生产

实训基地或行业机构，拓宽多元渠道，发挥各主体优势，注重利用行业资源，实现产教深度融合，加大

对复合型专业技术人才培养的交流与合作，建立行业专项实习实践项目，使学生通过专业认知、顶岗实

习等教学组织形式了解企业实际工作全过程，掌握岗位和技能标准[9]，为学生提供各类实习和就业机会。 
(三) 坚持外引内培和双师建设，提升师资队伍整体素质 
师资队伍是高职教育教学的主体，“一带一路”的提出既为高职教育带来了无限的机遇，也对推进

产教深度融合提供了一系列政策保障，同时对师资队伍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就

成为适应“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视角下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必然要求。学校积极为企业提供所需的课

程、师资等资源，企业应当依法履行实施职业教育的义务，利用资本、技术、知识、设施、设备和管理

等要素参与校企合作，促进人力资源开发。首先，加强双师队伍建设。通过教育部门牵头，企业承担负

责，学校主动参与的方式，共建“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高职院校教师每年至少 1 个月在企业或

实训基地实训。根据“双师多能型”教师应具备立德树人的职业素养、理论水平、专业建设、技术能力、

创新能力、科研能力和社会服务能力等，通过校企双方协同商议，采取精准培养的方式，在企业专家和

学校名师双导师引领下，实现专职教师从新手→熟练→胜任→业务精干教师→团队专家和教学名师的成

长，同时专职教师应参与项目和企业活动提升社会服务能力，解决行业疑难杂症[10]。其次，应健全多元

师资引进机制，借助多元平台共享师资力量，多渠道多方式培养专业发展所需师资。实行高层次、高技

能人才以直接考察的方式公开招聘，专项人才柔性引进的师资聘任办法，推动企业工程技术人员、高技

能人才和职业院校教师双向流动，着重提升产业需求相关专业的办学水平，从而实现学校教育的目标高

匹配度、高转化性与高产出绩效，以高质量专业和高素质人才推动高职院校产教融合从服务适应向服务

适应与支撑引领并存转变[11]。 
(四) 完善专业课程体系，优化课程教学内容 
专业建设是实现高等职业教育适应行业变化、服务社会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基于不同的行业发展

趋势，专业建设目标也应该不断调整。教育部在深化高职教育的相关文件中，明确提出要把“一带一路”

倡议与京津冀、长江经济带等国家发展战略有机结合起来，高等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不仅要突出中国

特色，还要充分适应社会发展。这就要求高职院校借鉴“双元制”等模式，总结现代学徒制和企业新型

学徒制试点经验，紧密对接产业升级和技术变革趋势，开设更多紧缺的、符合市场需求的专业，形成紧

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的专业体系。学校、企业、行业协会共同研究制定人才培养方案，按照专业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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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完善高等职业学校专业

设置标准，持续更新并推进专业目录、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标准、顶岗实习标准、实训条件建设标准(仪
器设备配备规范)建设落地实施，提升职业院校教学管理和教学实践能力。健全专业设置定期评估机制，

强化地方引导本区域职业院校优化专业设置的职责，职业院校依据目录灵活自主设置专业。学校要建立

健全专业教学资源库，积极加入在线精品课程的建设，参与随信息技术发展和产业升级情况及时动态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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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国家规划教材开发。开发新型活页式、工作手册式教材并配套建设信息化资源库。同时建立共建共

享平台的资源认证标准和交易机制，进一步扩大优质资源覆盖面。创新教学模式与方法，适应“互联网+
职业教育”发展需求，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改进教学方式方法，推进虚拟工厂等网络学习空间建设和普遍

应用。 

6. 结语 

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发展之魂，也是职业教育最突出的办学优势，需要政府、职业院校和企业等多

主体共同参与。我国高职院校发展至今，已经进入内涵建设的攻坚阶段。在国家大力倡导进一步深化产

教融合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建设为高职教育发展提供了全新的发展方向与发展契机。政府、学校、

行业、企业作为深化产教融合的重要主体，在对高职院校产教融合发展现状进行深入了解的基础上，应

进一步明确各自承担的责任与义务，通过构建产教融合命运共同体，在各司其职的前提下相互支持，推

动高职院校产教融合向下一个全新阶段不断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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