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完善职教培训体系
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报告提纲

n 深入学习深刻领会精神，推动职教关键领域改革

n 抓住关键环节，深化校企融合

n 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



1深入学习深刻领会精神
推动职教关键领域改革



联系十九大新思想、新论断、新提法、新举措

n新的历史方位
l
l
l
l
l



联系十九大新思想、新论断、新提法、新举措

n新的理论成果

l
l 　“八个明确”，主要是从理论层面来讲，它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思想的基本内涵、四梁八柱、核心要义。

l 　“十四个坚持”，它主要是回答怎样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

上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它告诉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目标、路径、方略、步骤等。



n社会主要矛盾新变化

l 人民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需要 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



n新的奋斗目标

l 二〇二〇年 小康社会

l 二〇三五年 社会主义现代化



联系十九大新思想、新论断、新提法、新举措

n发展战略新目标

l



联系十九大新思想、新论断、新提法、新举措

n党的建设新要求

l

n党的建设新举措

l



十九大报告中关于教育的论述

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联系习总书记系列讲话

n总要求
n



联系习总书记系列讲话

n目标
n



联系习总书记系列讲话

n重大意义
n

n

n



联系习总书记系列讲话

n途径
n



联系习总书记系列讲话

n保障条件
n



要联系实际抓住重点突破

n集体攻关
n



要联系实际抓住重点突破

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
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一言千钧



要联系实际抓住重点突破

n为职业准备，为就业奠基

n为企业服务，企业需求为信号

n国外职业教育——
n

n

n能够与其他教育比较优势
n

n

n

n



2抓住关键环节
深化校企融合



课题研究内容

01 02 03

校企合作现状 企业需求 影响因素



课题研究方法

n 问卷调查、数据分析
n 企业基本状况
n 需求调查

n 意愿程度、希望合作的形式、动机需求、影响因素 

n 访谈
n 影响因素 6个方面的选项

n 时间
n 6月-8月

n 地域
n 6个省15个城市



课题结论值得深思

合作方式多样

合作意愿强烈

与假设差异显著

合作动机倾向明显



课题结论1

总体意愿强烈



课题结论1

总体意愿强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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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结论1

总体意愿强烈

p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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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结论1

总体意愿强烈

p

p



课题结论1

总体意愿强烈

p

p

p



课题结论1

总体意愿强烈

p

p

p

p



课题结论2

总体形式多样



课题结论2

总体形式多样

l

l

l

l



课题结论3

总体动机

n

l

l

l

l

说明中国企业承担社会责任还任重道远！



总体动机

n

n

n

n

97.93%

87.86%

64.30%



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影响因素

影响最高



课题结论4

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影响因素：院校作为

p

p

p

p

p



课题结论4

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影响因素：企业内部障碍

n

n

n



课题结论4

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影响因素：政府政策

n

n

n



课题结论4

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影响因素：社会、法律、行业，
反而较低

n

n



5

5

课题结论5

校企合作有效度评估：中等



对课题结论深刻理解，拓展新路

企业视角下校企合作的内部动力要素



对课题结论深刻理解，拓展新路

撬动企业和需求的联动协作方案

政府
治理

院校
变革

社会
导向

行业
参与



对课题结论深刻理解，拓展新路

针对问题制定针对性措施

四个关键原则

§协同目标

§优势互补

§互助共赢

§文化耦合

四个关键要素

§主体能力匹配

§相互兼容

§伙伴承诺

§合作知识共享



对课题结论深刻理解，拓展新路

校企合作的多种模式

情感型
01

依靠法律条例

n制度创新
•
•
•
•



对课题结论深刻理解，拓展新路

校企合作的多种模式

松散型
02

互联网+ 紧密合作



n校企通（2012年9月上线）
•

•
•
•
•
•
•
•



n校企通
•

•
•
•
•



n校企通
•

•

•

•
•



对课题结论深刻理解，拓展新路

校企合作的多种模式

共建实习实训基地03 教学型企业

n嘉兴模式
•
•

•
•



对课题结论深刻理解，拓展新路

校企合作的多种模式

单通道合作
04

多通道合作

知识

专业技能

综合能力

个性特征

动机

价值观



对课题结论深刻理解，拓展新路

校企合作的多种模式

职教集团05 紧密型利益共同体

n

•

•

•



n杭州职业技术学院探索校企合作新型实体

n四个基本理念

•

•

•

•



n杭州职业技术学院探索校企合作新型实体

n七个特征

•

•

•

•

•

•

•



对课题结论深刻理解，拓展新路

校企合作的多种模式

单向合作
06

双向合作

n



n企业大学
•

•

•

•



n企业大学
•

•
•



3完善职教与培训体系



对现代职教体系定义的完整表述

n总体目标

n



对现代职教体系定义的完整表述

n分两步走：

n

n



对现代职教体系定义的完整表述

n中等职业教育

n

n



对现代职教体系定义的完整表述

n高等职业教育

n



对现代职教体系定义的完整表述

n研究生层次

n



职教体系存在的问题

n法规制度不完善

n产业与职业教育缺乏深度融合

n缺乏国家资历框架

n学校体系之间行政分割

n在同一体系内教育、培训两张皮，协调机制“无抓

手”，保障机制“无约束”

n质量保障体系不健全



对“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的理解

n可解读为

n融合两者——姜大源

n职前学历教育和职后培训——教育部力推

n职业教育和终身教育相结合——个人理解



对“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的理解

n职业教育和终身教育相结合
n适合当代新经济发展，新业态、新产业层出不穷

n适合新一代年轻人、个性化、多样化发展需求

n适合多元智能构成需求

n适合不同区域产业结构和产业特点的需求



完善职教与培训体系的关键

n正确理解十九大对职业教育的总体部署

n把职业教育与培训视同一个体系

n完善职教培训体系的几个重点：

ü 大胆推进体制改革（职教法、TVET、职业院校实践）

ü 职教和培训实现三个统一（学历与证书、理论与实操、系统教

育与分列模块）

ü 完善职教与培训三整合（教育培训资源、专业迁移分类、等级

衔接）



对“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的理解

n从纵向与横向体系构建看：不平衡与不充分
n纵向——基本完善

l 2011年专业博士
l 2014年打通中高职断头路

n横向——不够完善
l 普职沟通艰难
l 产业行业协调统筹推进困难

n 保障——基本缺失
l 职业准入与资格证书（薪酬）制度



职业教育与终身教育一体



职业教育的办学类型

社会办学

企业办学

政府办学



职业教育的开放沟通

职业教育体
系内部

职业教育
与普通教

育

职业教育
与人力资
源市场



Thank you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