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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粤港澳大湾区产业升级对具备国际视野与适应能力的复合型会计人才需求不断增长 [1]，但当前会计专业产教融合中存

在培养模式较为单一 [2] 、校企合作不深入、反馈渠道不畅、信息整合不足等问题，致使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不匹配。

基于调研数据，本文提出“政府 — 企业 — 高校 — 学生”四方协同的多层汇聚式闭环反馈机制模型，实现需求输入、

培养实施与效果评估的全链条闭环反馈。通过文献综述、问卷调查与访谈，揭示现有反馈机制中的主要问题，并探讨

利用信息化平台、大数据分析和激励机制构建闭环反馈体系的可行性，为优化大湾区会计专业产教融合模式、提升人

才培养质量提供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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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n the industrial upgrading of the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he demand for 

composite accounting talents with international vision and adaptability continues to grow[1]. However, 

there are some problems in the integration of accounting industry and education, such as relatively 

single training mode[2], insufficient cooperation between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poor feedback 

channels, and insufficient information integration, resulting in a mismatch between talent training and 

market demand. Based on the research data, this paper proposes a multi-layer convergent closed-

loop feedback mechanism model of "government - enterprise - university - student" coordination to 

realize the whole-chain closed-loop feedback of demand input, training implementation and effect 

evaluation.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questionnaire survey and interview, this paper reveals the main 

problems in the existing feedback mechanism, and discusses the feasibility of constructing a closed-

loop feedback system by using information platform, big data analysis and incentive mechanism, so 

as to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for optimizing the integration mode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of 

accounting majors in the Greater Bay Area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talent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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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我国经济转型与产业升级的重要区域，正在构建以国际化、信息化为特征的现代产业体系。国际化和信息化将会

是未来湾区发展过程的中两个鲜明特色，加上新型产业的陆续出现以及世界各国法律体系不同，对会计从业者的业务能力提出更高的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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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内外产教融合反馈机制研究现状

国内研究主要聚焦于校企合作模式、课程改革以及构建产教

融合的动力机制、运行机制、激励机制和保障机制等方面的研

究。[3]而国外如德国“双元制”[4]、美国社区学院则通过定期反馈

机制实现教学与实践的动态对接。[5] 当前研究大多未能从信息不

对称角度深入探讨大数据和信息平台在反馈机制中的作用，缺乏

形成动态闭环管理的系统性研究。

由此，本课题将通过对“粤港澳大湾区”对会计专业产教融

合培养模式的实效性和反馈机制的问题进行研究，找出在反馈机

制上阻碍产教深度融合的影响因素以及探究各参与主体对反馈机

制的需求、期望及存在的问题。结合当前大数据技术快速发展应

用的背景，从形成大数据效应维度出发，提出基于信息闭环的多

层汇聚式反馈机制模型，探索多层汇聚式反馈机制在高职院校产

教融合中的应用的可行性。

二、粤港澳大湾区会计专业产教融合中反馈机制的现
状与不足

本课题通过问卷调查与访谈相结合的方法，调研了在校生、

毕业生、企业和教师对当前大湾区高职院校会计专业产教融合中

反馈机制的现状和存在问题，对反馈机制的期望以及对多层汇聚

式闭环反馈机制在提升会计专业产教融合适应性的认可度。通过

对调查数据的分析，我们找到了高职会计专业产教融合反馈机制

的问题和可能的改进方向。

（一） 当前产教融合的主要反馈模式

调研显示，当前高职院

校会计专业产教融合模式主

要集中在企业与学校专业直

接对接进行合作，政府相关

政策发布政策，企业和高校

通过政策解读指定指引和相

应的解决方案。专业与专业

之间，学校与学校之间的融

通较弱，各方之间的沟通和

融通多呈现为单向沟通反

馈。（图1）

（二）当前产教融合反馈机制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原因分析

1.信息流通不足，反馈渠道不畅。调研中各主体反映产教融

合的信息流通不足；信息传递主要依赖单一渠道，缺乏统一、便

捷的反馈平台，信息呈现零散状态。约78%毕业生认为学校与企

业有必要合作开展会计人才培养，毕业生在遇到实践与理论脱节

问题时未能及时反馈，主要原因是“没有明确反馈渠道”和“不

便反馈”。约86%的企业未参与产教融合项目，主要因“不知道合

求，既要求他们有扎实的会计专业知识基础、国际化知识储备以及特定产业的知识积累，还要求他们能不断适应新的变化的业务环境，

快速成长为岗位需要的复合型会计人才。然而，当前会计专业人才培养主要依赖课堂教学与简单校企合作，缺乏系统反馈与深度融合，

导致人才培养效果与市场实际需求存在脱节。

作机会”及“缺乏与高校联系渠道”。企业反馈主要依赖人工联系

（约48.3%认为反馈渠道单一）。 68%的毕业生表示愿意主动反馈

个人技能需求，但反馈处理效果多仅“一般满意”，不足以促使

有效改进。

2.信息整合不足，参考价值有限。反馈内容缺乏统一标准，

数据难以集中整合，无法形成动态闭环管理。企业反馈主要依赖

人工联系对人才需求和招聘要求反馈较多，但缺乏对育人质量的

综合评价，对后续指导优化人才培养方案、降低人才培养成本效

果有限。约62%的毕业生，72%的企业代表认为有必要提供专业

的指引，提升反馈的准确性与效果。

3.反馈时效性差，激励机制不完善。反馈多为临时性响应，

后续跟进不足，问题解决有一定的滞后性。反馈内容涉及教学改

进和企业需求，但多数教师表示反馈后续跟进不足，反馈机制存

在断裂现象。教师群体中，约70%的受访者表示主要是被动反

馈，只有约16%的教师主动反馈教学问题。各方均认为激励措施

不健全，降低了反馈参与积极性，反馈质量堪忧。

4.顶层设计协调不足，各方协调参与度有限。部分企业和教

师认为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中的得到指导和协调作用不够，缺乏

统一平台和长效机制。毕业生中超过90%，教师中约66%，企业

中约45% 认为反馈信息有必要形成大数据效应为决策提供信息参

考，超过6成的毕业生、高校教师、企业的受访者表示参与各方

（企业、高校、政府）能否定期提供高质量反馈信息将影响反馈效

果。但是各相关方反馈的参与度不足。

以上调研结果表明，各参与主体对建立一个能打破信息孤

岛、实现多方数据实时采集与整合的闭环反馈机制具有强烈需

求。反馈渠道不畅、信息整合不足、时效性和激励机制缺失等问

题，制约了会计专业产教融合的持续改进。

三、基于信息闭环构建多层汇聚式反馈机制 

针对以上问题，从调研中反映出构建以“政府 — 企业 — 高

校—学生”为协同主体的闭环反馈机制，能较好地实现从需求输

入到改进措施落实的全链条闭环，从而提升人才培养的适应性和

实效性。下面将详细论述构建“政府—企业—高校—学生”四方

协同参与的多层汇聚式闭环反馈机制的构建需求背景分析、构建

原则、模型设计及运行模式，并探讨各方对该机制的认可度及应

用前景。

（一）闭环反馈机制构建背景和需求分析

1.政策背景

近年来，我国大力推动现代职业教育并取得了一定进展。根

据《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6]和《关于深化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7]，国家明确提出要推动校企

深度合作，构建以产教融合为核心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注重信

息化、智能化管理，构建多主体协同反馈机制，推动教育资源与

>图1 产教融合反馈机制现在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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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需求精准对接。 按照政策指引，高职院校在会计专业中通过

开展产教融合、建设产业学院等方式，尝试将企业需求融入人才

培养。

2.技术与数据背景

随着信息技术和大数据应用的普及，构建数字化反馈平台已

成为可能。目前部分高校已尝试在线反馈，但整体反馈系统存在

数据采集零散、整合不充分的问题。利用先进的信息化手段和大

数据分析工具，可实现实时数据采集、动态监控和多方信息整

合，为校企合作和完善人才培养方案提供科学决策依据

3.职业教育评价需求

现代职业教育强调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实现动态评价和持续

改进。现有单向反馈难以满足这一要求，各方均期望建立能将反

馈转化为改进举措的闭环系统，进一步缩小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

距，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四、构建反馈机制的思路、原则与方法

（一）理论依据与核心要素

本研究借鉴闭环反馈理论 [8]、信息回路理论、协同治理理论

以及激励机制理论，提出多层汇聚式闭环反馈机制。[9]其核心要

素包括：第一、信息采集：利用 APP、在线问卷等渠道，实现

政府、企业、高校和学生的实时数据输入；第二、数据整合与分

析：借助大数据技术，将分散反馈信息进行统一整合，形成动态

反馈报告；第三、反馈响应与闭环调整：依据数据分析结果，制

定改进方案，并通过激励机制确保持续跟进，形成从需求输入到

问题解决的全链条闭环。[10]

（二）平台构建原则

调研结果显示，有效构建闭环反馈机制应遵循以下三个原

则：第一便利性：平台界面友好、操作简便，确保各方能随时在

线反馈 调研中，80%的受访者表示便捷、实时的反馈渠道是反馈

机制的重要核心要素；对反馈过程要求简单高效，无繁琐手续。

第二、可操作性：系统设计必须保证反馈数据高效采集、整合和

分析，迅速生成改进建议；第三、考核性：建立定期评价体系，

将反馈参与和处理情况纳入绩效考核，激励各主体积极参与。

（三）模型构建与运行逻辑

本研究提出的多层汇聚式闭环反馈机制模型包括三个层次：

一是基础层：构建便捷的信息采集渠道，通过 APP便捷的交互界

面收集数据，实现政府、企业、高校和学生的实时数据录入；二

是协同层：建立校企联席反馈和信息整合平台，将基础层采集的

数据进行统一归纳和实时讨论，制定反馈标准体系，找出问题共

识路径。三是战略层：依托大数据分析和智能评价工具，对整合

后的反馈信息进行定量

评估，形成闭环调整方

案，同时辅以激励机制

推动持续改进，为产教

融合的相关方提供有效

的参考信息。

多层汇聚式反馈信

息平台中各相关方包

括政府、企业行业、高

校、毕业生、在校生的反馈信息能实时向平台输入，信息实现了

汇聚避免了企业高校单向反馈和反馈信息不全面的情况，利用大

数据汇聚分析加上过程的辅助机制，使得各方能及时协同获得有

效的信息反馈。这一模型实现了从需求采集、数据整合、问题反

馈到方案落实的全流程闭环，为高校和企业根据市场需求动态调

整人才培养方案提供了理论与实践依据。

（四）多层汇聚式反馈机制的认可度与应用前景与挑战

调研显示，通过数字化平台实现信息实时采集与整合，并建

立闭环反馈机制，在提升产教融合效果得到产融融合各相关方的

认可，有望推动会计专业人才培养的动态优化和持续改进。毕业

生中有68%表示愿意主动反馈个人技能需求；企业方面近96%的

受访者认为建立闭环反馈机制可能改善现有产教融合中的不足，

倾向于使用便捷 APP平台；教师中90%的受访者认为该机制可能

有助于改进教学与提升校产教融合适应性。但在实际应用中，也

存在数据隐私与安全、平台建设资金与技术投入不足，以及多方

协调难度较大等问题，亟需各方共同制定统一标准和监管机制，

保障闭环反馈体系的有效运行。

五、小结

本文基于粤港澳大湾区会计专业产教融合现状的调研，分析

了反馈机制存在的渠道不畅、信息整合不足、时效性差和激励机

制缺失，信息流通没有实现闭环等问题，并提出了“基础层—协

同层—战略层”三个动态调整层次的闭环反馈机制模型，为现代

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提供了新的思路。但由于样本范围有限、数据

采集周期较短，仍存在一定局限性。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扩大调研

范围，验证模型在其他专业和区域的适用性，同时加强信息平台

技术研究，探索闭环反馈机制在实际应用中的效果和改进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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