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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新方式：

产教联合体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的路径
刘达

邯郸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河北 邯郸  056300

摘      要  ：   新质生产力是提升我国经济实力，展现科技能力和创新能力的重要驱动力，对构建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入融合模式

提出了新的要求。企业在开拓科技创新的进程中，利用创新联合体这一“新质载体”可有效实现产学研的深度融合，

为职业教育开辟新的育人道路，助力生产力发展。但是由于职业教育受专业设置与区域产业发展需求不匹配、服务产

业发展的能力不足、校企合作问题凸显、制度环境不完善等导致产教联合体面临一系列的现实挑战。本文深入分析了

产教联合体的作用机制，并从多个方面进一步优化了产教联合体，发挥出了该联合体在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效

果，也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建立了新的教育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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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s an important driving force to enhance China's economic strength, show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bility and innovation ability, and puts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in-depth integration mode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nd industrial 

innovation. In the process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nterprises can use the "new 

quality carrier" of innovation consortium to effectively realiz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university 

and research, open up a new education road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help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ity. However, due to the mismatch betwee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he needs of region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the lack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rvice industry, the prominent school-

enterprise cooperation, and the imperfect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function mechanism of the industry and education union, and further optimizes the industry 

and education union from many aspects, gives full play to the effect of the union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also establishes a new education paradigm for the 

cultiv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al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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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

式的重要发展路径，其特征主要表现为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同时，还强调“要将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到具体的产业链上和具体的

产业上，以构建完善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所以职业教育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要求，应构建“教育 -科技 -人才”的良性循环工作机

制，结合科技发展的新趋势，优化课程、改进人才培养模式，健全人力、技术等支持体系，从而鼓励学生参与创新，成为产业发展中急

需的应用型和技术型人才。产教融通人才培养模式为新质人才的培养提供了新的渠道，如何借助这一渠道实现新质生产力发展成为职业

院校科教育工作的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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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教联合体与新质生产力之间的逻辑关系

（一）新型劳动对象的衍生和呈现

生产力结构中劳动对象作为客体性的要素，是劳动者根据时

代发展需求加以改造的一种物质材料。目前，产教联合体所面对

的对象主要集中在智能制造的产业、战略性的新兴产业，以为国

家重点产业的发展提供人力上的支持。教育部公式的首批现代产

业学院名单中有30个左右的现代产业学院，产学研用联动明深

入、区域产业特色鲜明、育人成效凸显，为新一代信息技术，航

空航天，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新材料等领域给予了重点支

持 [1]。这些现代化化学院在产教联合体的助力下，生产活动的范

围、生产活动的深度不断拓展，衍生出了新的产业模式和新的业

态。区块链技术、物联网技术、云计算技术、AI人工智能技术等

的不断升级也为新业态的发展催生出了很多无形的劳动对象，包

括知识、信息和数据，同时也突破了传统生产活动所带来的地域

限制，使其开放性、拓展性、信息化等特征愈加显著，新质生产

力将会面临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科技创新成为新质生产力的主要核心要素

新工科的提出为当前职业院校制定人才培养目标和方案提供

了重要的指向。职业院校本着“育人为本，服务产业”的培养原

则，精准对接产业需求，打造产教协同育人的平台，围绕物联

网、大数据、光电信息等新一代电子信息重点产业，构建了以数

据科学、物联网技术、大数据技术、AI人工智能等建立的专业

群，依照这些专业群学校与企业建立了校企协同育人合作体系，

进一步深化了产教融合的人才培养模式，有效拓展了劳动资料领

域，促使其带来了劳动工具的革命性改革路径，为更好的发挥其

职能，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保障 [2]。

（三）劳动者的素养得到有效提升

劳动者是生产力中属于具有能动的要素，他们的知识、技

能、经验以及素质等均对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产生之间关联。产教

联合体融入的目标就是致力于培养出更多新兴的人才，加强人才

创新创业的能力。正如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提出教育和培育投资

于自身而形成的生产能力对国家经济的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

用。产教联合体本身就是集教育、技术研发、技能培训、服务生

产为一体的教育组织，产教资源较为丰富，它不仅可以对接本科

高校，还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提供了新的的教育模式，进一步增

强了职业院校学生的综合能力 [3]。同时，职业院校的学生通过在

生产实训、顶岗实习、虚拟模拟训练中进行 AI人工智能技术的

学习、数字技术的学习等，可进一步为科技领域产业的可持续发

展，高质量发展注入新鲜的血液。

二、产教联合体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面临的现实困境

产教联合体是产教融合的一种新型组织形态，职业院校在进

行教育转型和改革的过程中通过运用这一组织形态，可实现对产

业资源与教育资源的有效整合，达到人才培养、技术研发、创新

创业以及产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的。但是从职业院校产教联合

体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上看，其所发挥出的助力作用并不显著。以

下以表格的形式对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分析：

表1：产教联合体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面临的困境

存在的困境 主要表现

1.专业设置与区域

发展需求不匹配

专业设置未与产业发展需求相匹配、专业设置未经过

调查进行制定等，导致某些专业学生在创新创业、就

业等方面存在较大的就业困难

2.服务产业发展的

能力有待提升

师资力量不足、企业的合作深度不够、教学内容相对

滞后

3.校企合作的问题

比较凸显

1.合作中存在明显的形式化，两者合作后人才培养的

质量不高；

2.产学研服务平台未建立；

3.企业、学校、科研机构以及政府部门之间的关系未

重新缕清，企业未能根据市场发展趋势以及未来的发

展趋势，导致目标、内容与实际人才需求相互脱节，

影响校企合作的质量和效果

4.缺乏评估机制和

制度机制

1.缺乏精准的评估体系

2.制度缺乏，导致企业参与欲望降低

职业院校中产教联合体面临的这些困境，主要与师资队伍的

教育能力较差，组织能力不足，经验少，工作压力大、产教融合

重视程度和认知程度薄弱；面临传统合作意识以及缺乏与市场中

龙头企业之间的合作有关，这其中还可包括企业个人利益，不愿

意与学校进行合作，导致企业很难为产业的发展提供支持；未开

发新的教育学习体系，导致教学内容落后，无法促使企业为产业

发展提供助力 [4]。这些问题和原因的分析，对支持职业教育走向

可持续发展的道路提供重要依据，在之后可进行课程的优化，创

新教育模式和人才培养的平台，在进行过程性的激励后，促使职

业院校教育改革和升级。

三、产教联合体助力新知生产力发展的路径和模式
创新

（一）重构专业体系，增强专业与产业的匹配度

专业作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主要介质，新质生产力与传统

生产力相比，其呈现出了产业链条新、发展质量高、创新驱动等

特征。职业教育想要赋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就要将教育专业与

新质生产力协同发展，在依托专业内容进行产教融合的过程中，

使得专业内容与产业具有较高的匹配度，能够促使专业内容更好

的适应社会，赋予专业更强的吸引力，也促使职业教育在适应产

业发展方面具备较高的适应性 [5]。一是，专业规划应与产业规划

同步发展，建立与地方政府的合作，在发挥出政府的统筹规划作

用后，结合“技术结构、产业结构、创业结构和就业结构、教育

结构”等多方面的维度，直观的了解到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供需

情况，构建可以对接专业发展和产业需求的机制，保障专业内容

能够与新兴产业、未来产业等可以实现协同发展，根据产业集群

输送更多技能型的人才、创新型人才。二是，关注产业集群中对

岗位的要求，开设更多契合未来产业发展、新兴产业的的专业，

借助校内外的人力基础、物力基础、技术基础等，为新兴产业群

的发展提供助力，以下针对职业教育开设的人工智能专业进行了

总结和归纳。

在进行专业的布置和调整时，职业院校应对专业进行统筹考

量，做好前期的论证和研判，优化新专业调整后的师资队伍知识

结构、数量以及转型后的评估和激励措施等。同时，专业布局在

优化过程中，还应考虑区域的经济产业发展需求，根据学校的专

业优势，保障其特殊性以及品牌化，利用超前的教育理念和大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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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思维凸显职业院校专业的优势，实现教育内容能够与实际应用

保持无缝连接，从而为产教联合体教学提供基础支持。

（二）制定人才培养目标，为新质人才培养指明方向

产教联合体将多个利益相关者进行了有效关联，即政府、学

校、科研机构、社会组织、产业群、企业等，形成了多方共同参

与、共同协作、共同育人的产教融合组织形态。在进行产教联合

体教学时，首要解决“培养什么样的人，树立什么样的人才观”

这一问题 [6]。新质生产力的特点就是创新，并达到提质增效的目

的，推进企业或者相关产业能够走向高质量发展的道路。因此，

新质生产力对劳动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其不仅仅需要保

障劳动者具备专业知识和技能，还应掌握其他方面的能力，以下

针对产教融合体教学所要达成的人才培养目标进行了明确：

（1）学习力：具备终身学习的能力，重新认识外部世界与自

我的联系，提升改造外部世界的能力，建立起适应科技变革、产

业转型的新知识体系。例如，随着 AI智能深入大众生活，融入各

行各业，能够迅速适应环境变化，不断更新知识和技能。引导学

生利用自身的学习力，为个人职业生涯做好规划和设计，从而在

新兴产业领域贡献自己的才智。

（2）创新力：劳动者需要具备创新的思维，突破传统的旧式

思维，形成新的认知框架，可以创造性的提出未来产业发展的新

路径，助力新兴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3）统筹力和决策力：具备信息技术灵活运用的能力，可借

助这些数据信息作出准确的决策；能够对生产资源具有一定的配

置能力，更好的掌控新兴产业可能面临的风险；具有一定的组织

能力和把控全局的能力，在创新创业之中获取较大的竞争优势。

产教联合体在实施时应以人才培养的目标组织相应的教学活

动，以此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培养出高素质的劳动者。

（三）打造人才培养平台，为人才培养和技术转化提供重要

渠道

基于校企合作中存在的问题，建立产教研人才培养的平台至

关重要。（1）职业院校应与相关行业企业进行合作，结合专业

以及人才培养的目标，共建校企协同育人的基地、人才交流的平

台，政府或者产业园区可为职业院校开展定向人才培养给予优惠

政策、师资队伍支持以及新技术、新方法的支持。（2）产教融

合联合体的推进，还应建立专门的产教融合实训基地、产业学院

等；依托企业以及职业院校、科研机构等，共建创新研发基地、

实践基地，为职业院校开展项目式教学、探索式项目教学、虚拟

训练和职业技能竞赛等提供平台支持。（3）打造科教融汇平台，

通过将联合体中的各项资源，如教育、科技、人才进行统筹安

排，以帮助学生能够在该平台中具备较强的社会服务能力和科技

创新能力。他们可在技术服务平台中针对新型产业面临的技术问

题进行探讨，利用“项目式教学”，攻破产业发展中遇到的技术

难题，从而助力新型企业的转型和高质量发展。（4）打造校企互

兼互聘的人才交流平台，共同制定人才培养的方案以及培训的方

案，在培养和培训的过程中建设以企业工程师、企业职工、社会

人员等构成的培养队伍，促使学生可掌握更多先进的技术以及技

能等 [7]。

政府、行业、学校以及企业等可共建科技综合体，将其打造

为智慧型的科技创新培育区、先导区、产业转型示范区等，从而

在这些综合体之中进行新技术的模拟学习，真实生产线的技能训

练等从而打开学生们的视野，拓展学生们的能力，进一步推动科

技成果的转移，助力企业新产品的开发和运用。

在推进科技成果的转化过程中，职业院校应重视技术的转化

工作，利用学分制与技术成果成功转化相互关联，调动他们的技

术研发能力和参与技术研发的积极性。职业院校应对接中小新兴

企业，为其提供技术推广服务，在成立专门的服务中心和科技推

广中心之后，学生可在中小企业与企业技术人员探讨技术难题，

共创新技术、新发明。

（四）制定制度保障支持体系，推进联合体的运行和落实

首先，完善制度保障体系。产教联合体成员应结合国家对职

业院校提出的人才培养战略以及产教融合方面的政策标准，加

快政、行、校企之间的合作共赢。政府部门应制定相关的鼓励

政策 [8-10]。例如，给予参与企业税收优惠支持、财政补贴支持，

以通过这些政策为企业参与产教融合项目降低成本，提高企业参

与积极性；制定完善的管理政策。例如，联合体的决策机制、监

督机制；完善就业优先政策，促使联合体培养出来的人才可更好

的满足岗位需求，为他们提供专门的就业指导、创新创业教育指

导、职业培训等，从而增强就业和创业的质量。其次，组织保

障。联合体应专门设立专讨机构、考核处、决策处等职位，决策

处专门负责重大事件的讨论和工作汇报，共同制定产教联合体育

人的实施方案；专讨机构负责召开产教融合项目的讨论会议，会

议中记录项目探讨中的主要话题；考核处主要负责对产教融合项

目工作开展过程的情况开展全方位考核。最后，给予经费支持。

联合体的成员应重点对研究的项目和实践的项目进行全面考核和

衡量，结合项目研究的可行性和必要性，组织一切力量筹措相应

的经费，利用众筹、社会供给以及学校经费支持等方式对重点工

作项目给予经费支持，推进各项活动的顺利紧张，为平台建设、

培训以及活动的开展提供资金保障，同时经费管理时，还应对经

费加强管理，确保每一笔资金用于实处，保障资金的合理性和规

范化。

由此可见，职业教育在推进产教联合体时，结合产业发展需

求进一步完善了专业集群、制定了新质人才培养的教育目标、利

用打造的人才培养平台以及技术转化平台、制定的保障支持体系

等，为当前职业院校教育探索了新的教育形态，这一教育模式的

运用在助力新质生产力发展方面发挥出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职业

院校应在未来的发展中致力于产教联合体的研究，为社会以及新

兴产业输送更多的可塑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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