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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校企共同体的高职院校技能型人才培养 
陈积慧 

（杭州职业技术学院 人事处，浙江 杭州 310018） 

摘  要：我国高职院校校企合作存在专业、课程、教学计划等与企业的实际需要高度统一且目标一致等优

势，但也存在企业参与积极性不高、高校主动性不够、校企合作紧密度低、工学结合层次浅、学生在学校

无法学到当前企业一线的各项技能等问题，对此笔者提出“校企共同体”的教育教学模式，另外，不可忽

视政府在完善校企合作中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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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对专业技术型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

的形势下，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呈现出前所未有的

迅猛发展势头，高职院校想要得到持续发展就必

须培养出与用人单位要求一致的，具有较高操作

技能，能与工作岗位无缝对接的毕业生。 
在当前企业设计制造技术日新月异的形势

下，如何保证学生所学技能与国内企业同步，甚

至与行业内国际领先的前沿技术保持一致、如此

快速发展的设计制造技术由谁来教授给学生，这

些都是当今社会发展形势下摆在各高等职业教

育工作者面前的难题。 
校企合作办学是高等职业教育的基本属性，

教育部[教高(2006)]16 号《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

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进一步强调指出

了：“校企合作，加强实训、实习基地建设”的

要求。学校与企业能否紧密而默契地融合运作从

某种角度上来讲将成为高等职业教育成败兴衰

的决定性因素。 
一、目前我国高职院校校企合作现状 

当前我国从办学主体来划分可分为企业办

学与非企业办学两种类型，[1]企业办学中的学校

是作为企业一个内设机构包含于整个企业中。由

于其建设、管理、运营经费全部由企业负责，这

类高职院校在人才培养方面存在两点先天优势。 
（一）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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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作为企业的分支机构，此类学校开设

的专业、课程、教学计划等与企业的实际需要将

高度统一。二是，由于在新生入学后其就业方向

就已向该校主办企业高度靠拢，更有企业办学的

学校在招生时就已签订服务协议，此类院校毕业

生的企业忠诚度将有一定基础，在此前提下企业

的培养积极性将大幅提高，以求达到毕业与就

业，学生与职工间的零距离。 
但是目前国内的企业办学在资金投入、师资

配备、教育管理、毕业生就业面等方面都存在着

较大的缺陷，这些原因有的是由于企业逐利的基

本性质决定的，还有一部分是由于国家在教育方

面的政策体制决定的，这些短期内无法彻底改变

的教育大环境直接导致了企业办学的积极性不

断下降，企业办学学校数量不断萎缩，最终使高

职教育呈现出以非企业办学占绝大多数的局面。 
这些非企业办学学校虽然主观上也迫切地

希望与企业建立长期可持续的合作关系，但往往

由于企业自身的运作特点，不能完全满足学校的

教学要求，等原因使得此类校企合作始终停留在

合作层次浅、合作结构松散的阶段。 
（二）与国外模式的差距 

国务院关于《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

指出，“我国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应以培养社会

大量需要的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熟练劳动者和

各种实用型人才为主。”高职院校的发展需要从

原先的与本科院校类似的以理论教学为主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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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专业操作技能为主的方向上来，将专业操作技

能作为教授的主要模块。但目前占国内高职教育

绝大多数的与非企业办学校在工学结合方面由

于受教育体制以及校企间诉求和愿景的不统一，

相较于国外成熟的工学结合模式而言普遍存在

企业参与积极性不高、高校主动性不够、校企合

作紧密度低、工学结合层次浅、学生在学校无法

学到当前企业一线的各项技能等问题。 
二、“校企共同体”合作新模式 

在解决校企合作瓶颈的过程中，“校企共同

体”这一校企合作新模式被提出。由于企业的文

化是生产至上、效益至上，成功的企业必定掌握

行业领先的制造技术与工艺，将此类企业的高技

能人才引入学校的日常教学中，直接对学生进行

手把手的的教学与指导，学生学到的将会是行业

内领先的、企业最需要的、能与企业的工作岗位

实现无缝对接的实践技能。 
为此可以在制度和人员配比上谋求与企业

的深度合作，例如可以在与合作企业签订合作办

学协议中直接将企业的高层领导聘为校企合作

理事会会长及二级学院院长，而学院领导和二级

学院领导则分别担任校企合作理事会副会长及

二级学院常务副院长等职。学院以此种制度化的

方式确立了企业方在校企合作中的主体地位，将

企业与学院的二级系院的合作关系向企业办学

的运行模式不断靠拢，使企业在校企合作中的集

体归属感大大加强，同时学校的服务性也得到了

更好的体现。 
在校企共同体的模式下学校将企业对员工

的诉求作为培养学生的目标、课程设置、实习训

练等环节均以企业需求为中心，企业将在校学生

作为未来员工来培养，提供最先进的设备和智力

支持。校企合作育人模式从“学校主体”向着全

面融合的“校企共同体”方向转变。 
（一）建立“校企共同体”培养模式的基础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企业逐步

成为适应市场竞争的法人主体。作为市场主体，

企业有了利益的驱动和约束，因而对职业教育也

有了不同的需求[2]。共同的利益诉求成为校企共

同体下高技能人才共引共享的根本基础。 
在师资方面，在校企共同体模式下，学校和

企业以建立符合人才培养要求的“双师型”师资

队伍，以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为共同诉求。 
一方面，学校教师利用课余时间到企业进行

实践性学习，通过与企业零距离接触，确立市场

观念，领悟企业文化，提高专业技能，进而促进

教学与生产的有机结合。对企业而言，在得到了

高校的智力支持的同时又相对减少了用人成本，

提高了经济效益。另一方面，企业的师傅到学校

任教，既强化了学校的师资队伍，解决了学校实

践教师紧缺的问题，又提高了企业师傅理论水平

和科研能力，最终实现了师资共建，双方共赢的

目的。[3]

在人才培养方面，学校负责学生理论基础的

建立，而企业则负责实践、操作技能的培养。由

于学校将学生的培养目标与企业的需求进行了

有机整合，学生的学习更具有方向性和针对性，

同时企业也会更具热情的参与到学生的培养中

来，以为自己的未来培养优秀员工的态度来对待

学生实践技能的培养。在学校与企业共同作用

下，使学生同时具备理论基础与专业操作技能，

大幅提高毕业生的岗位适应力，不断缩小应届毕

业生与企业职工间的距离，逐渐实现大学校门与

工作岗位间的无缝对接。 
（二）“校企共同体”培养模式的人才优势 

高技能人才的培养需要有操作技术精湛、熟

悉整套工艺流程的行业内能工巧匠的智力支持，

但目前国内高职院校大都是国有事业单位体制，

这种体制在人才引进上有着十分严格的规章制

度和较为复杂的人才引进审批程序，这在很大程

度上限制着高职院校对人才引进的自由裁量权。

以杭州为例，杭州市要求本市事业单位只有在引

进高层次或紧缺专业以及具有公务员身份或顺

向流动等三种类型人员时单位经考核合格后只

需在相关部门进行登记备案，不符合五种条件的

人员欲进入事业单位均需进行公开招聘。[4] 

高职院校的人才供需矛盾就此呈现： 
1. 目前绝大部分企业中的高技能人才并不

具备事业单位人才直接引进的要求，而且由于大

部分的操作技能需要在不断地工作中一步步积

累，为此大部分企业能工巧匠往往年龄偏大进行

公开招聘有较大困难。 
2. 事业单位的薪酬都是按照国家统一规定

来执行的，相对于企业的关键岗位，事业单位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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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政府在完善校企合作中的重要作用 位的薪酬往往无法满足高技能人才的心理预期，

很难对企业高技能人才产生足够的吸引力。 在校企合作过程中职业院校与企业间总会

出现矛盾，由于高职院校与企业所属的管理系统

不同，各自上级部门的不同，给矛盾的解决带来

了一定的困难，这就需要由市政府牵头、有关主

管部门共同参与建立一个协调机构来领导、统

筹、协调“校企合作”的相关工作。以此充分发

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妥善处理校企双方的关系，

为“校企合作”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和创设和谐

的发展环境。相信校企合作模式会在探索中不断

创新，企业与高校的合作优势互补能为国家和社

会、为各自的发展带来更大贡献。 

3. 企业高技能人才一旦正式调入学校，走

上教师岗位后他与本行业的最新技术的联系很

有可能会大幅减弱，这与“将一流的实践技能教

授给学生”的初衷就存在偏差。但在校企共同体

模式下，这一问题得到了十分顺利地解决，同时

做到了校企间的双赢。 
（三）“校企共同体”培养模式的考核机制 

在校企共同体这一紧密合作模式下，企业与

学校之间的信任度和依赖性都大大增加，校企双

方高层领导组建的校企合作董事会负责对企业

方派至学校的一线技术人员进行考核。考核评价

方式可以采取学校方考核评价，企业方依据学校

的考核结果支付报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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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killed Talents Cultivation Based on the University-Enterprise Integr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CHEN Ji-hui 

（Personnel Dept., Hangzhou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Hangzhou 310018, China） 

Abstract: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njoy favorable elements of specialties, curricular and teaching scheme in collaboration 
with the actual demand of enterprises, but such problems exist as enterprises' inactive participation, deficient colleges 
autonomy, loose cooperation, superficial integration of internship and learning, students' lack of skills needed in enterprises, 
etc. The paper, thus, proposes the college-enterprise integration to be reinforced by local government policy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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