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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的核心要义是促进产业、
行业、企业与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社会服务、交流合

作等全过程融合发展，打破企业与学校、生产与教学

间的壁垒，密切彼此关系，对接彼此需要。 2017 年国

务院办公厅颁布了《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
充分肯定和升华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经验和模式，
系统总结了我国职业教育在产教融合领域的实践经

验。因此，梳理改革开放 40 年来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

策变迁，厘清“产”与“教”之间的内涵与逻辑关系，对

完善新时代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支持系统及建立

长效机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

策的发展历程

依据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发展的阶段性特征

并结合重大职业教育政策颁布的时间，我国职业教育

产教融合政策的发展历程可以划分为初步探索阶段

（1978—1995 年）、多样化创新阶段（1996—2010 年）、
不断深化阶段（2010 至今）3 个阶段。

（一）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的初步探索阶段

（1978—1995 年）
改革开放之初，“文化大革命” 的阴霾刚刚消散，

社会建设及文化教育事业百废待兴。在各条战线上担

负着重要生产工作任务的青壮年职工大多在“文化大

革命”中被耽误了学习，缺乏文化和技术理论知识，不

适应“四化”建设的要求。 因此，如何不失时机地给他

们补上文化课、 技术课， 使他们成为合格的接班人、
“四化”建设的骨干，成为当时一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的任务。
1. 着手恢复职业教育。 国家劳动总局颁布的《国

家劳动总局技工学校工作条例 （试行）》（1979 年）指

出，生产实习教学应该尽可能地结合生产进行，着重

培养学生的基本操作技能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学

校的主管部门必须安排好有关企业专责协助学生的

实习。 继而中央五单位又联合下发了《关于切实搞好

青 壮 年 职 工 文 化 技 术 补 课 工 作 的 联 合 通 知 》（1982
年），进一步强调调动企、事业单位办学和职工学习的

积极性。 《关于青壮年职工文化技术补课工作若干问

题的补充意见》（1982 年）在学习形式上要求脱产、半

脱产、业余、自学并举；办学形式上要求企业自办、联

办、产业系统办学并举。 凡此种种都通过政策手段使

得职业教育在一定程度上得以迅速恢复。
2. 要求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紧密联系。 《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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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 年） 要求中等职业技

术教育要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密切结合起来。办

学上，要求注重充分调动企事业单位和业务部门办学

的积极性，鼓励集体、个人、各单位和部门自办、联办

或与教育部门合办各种职业技术学校。此外，《中国教

育改革和发展纲要》（1993 年）提倡联合办学，走产教

结合的路子，逐步做到以厂（场）养校。 国家教育委员

会出台的 《关于推动职业大学改革与建设的几点意

见》（1995 年）明确提出“要加强与产业部门的联合，
积极实行校企结合”， 同时要求大力探索并发展校办

产业等产教结合实践以增强学校的办学活力与自我

发展能力，不断增强学校在当地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中的影响力与促进作用。
3. 倡导产业部门全方位参与职业教育。 国家教

委 1991 年印发了 《关于加强普通高等专科教育工作

的意见》， 鼓励社会用人部门积极参与并承担人才的

培养工作，全方位渗入职业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学上

参与制订教学计划，评估办学水平，协助教育教学改

革等；实践活动上密切教育、科研、生产的联系，建立

稳定的实习基地；教师队伍建设上安排教师的实习以

提高教师专业实践能力。 1991 年召开的第二次全国

职业教育工作会议，颁布了《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

教育的决定》，明确要求：企业应该支持并配合各类职

业技术学校和培训中心实习活动； 提倡产教结合，工

学结合；秉持职业技术教育“大家来办”的方针，发展

行业、企事业单位的联合办学；积极面向经济产业需

要，合理安排和考量专业设置。
尽管在改革开放初期有关产教融合的政策具有

临时性和应急性特征，部分随后废止，但是在相关政

策的推动下，我国各项社会生产建设工作迅速从“文

化大革命”的阴影中恢复过来，为职业教育的发展奠

定了良好的环境基础。
（二）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的多样化创新阶段

（1996—2010 年）
20 世纪 90 代末至 21 世纪初是我国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的关键期，经济社会发展对高技能型人才的

需求不断增多，对职业教育结构与类型的要求日益多

样化。 基于此，国家不断对“产教融合”路径进行多样

化的创新性政策探索。《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
（1996 年）颁布后，《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

革与发展的决定》（2002 年，以下简称《改革与发展的

决 定 》）、《国 务 院 关 于 大 力 发 展 职 业 教 育 的 决 定 》
（2005 年，以下简称《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等

一系列促进“产教融合”的创新性政策相继出台。

1. 创新组织布局，走向多元参与。 第三次全国职

业教育工作会议上，李鹏总理发表了重要讲话，要求

加强对职业教育工作的统筹管理，形成部门、行业、社

会共同兴办职业教育的格局，营造出了“产教融合”宏

观社会支持背景。 在此基础之上，《改革与发展的决

定》继续提出深化职业教育办学体制改革,形成政府

主导、依靠企业、充分发挥行业作用、社会力量积极参

与的多元办学格局。《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要求

在“十一五”期间完善与巩固“政府主导、依靠企业、充

分发挥行业作用、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公办与民办共

同发展”的多元办学格局。
2. 强化职业教育教师队伍的建设，走向“专兼结

合”。 《职业教育法》规定：“职业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

可以聘请专业技术人员、有特殊技能的人员和其他教

育机构的教师担任兼职教师。”此外，《职业教育法》还

为教师和学生到企业进行实习提供了法律依据，确保

产教融合顺利运行。 教育部《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

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2000 年） 十分重视师资队伍

的建设，要求积极从企事业单位聘请兼职教师，实行

专兼结合，改善学校师资结构。
3. 改进人才培养模式，走向“订单式”培养模式。

《关于制订高职高专教育专业教学计划的原则意见》
（2000 年）中明确要求企业要根据实际需要举办职业

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强化自主培训功能；企业要和

职业学校加强合作，实行多种形式联合办学,开展“订

单”培训。教育部《关于以就业为导向深化高等职业教

育改革的若干意见》（2004 年，以下简称《若干意见》）
要求积极开展订单式培养，建立产学研结合的长效机

制。 第六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大力

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逐步建立

和完善半工半读制度”，促使人才培养模式结构合理、
形式多样。 《2008 年的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工作要

点》也指出要以就业为导向，密切与企业的联系，实行

订单培养。
4. 谋求职业教育新的发展道路，走向“产学研”

合作。 《面向 21 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1998 年）要

求加强产学研合作，提出了“产学研”三位一体的结合

模式，为“产教融合”注入了新的内涵。 《若干意见》指

出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走产学研结合的发

展道路”。教育部《关于加快推进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

的若干意见》（2009 年）阐明了产业、专业、企业间的

内在联系，以产业发展促进专业建设，鼓励学校依托

专业举办企业产业，以专业教学促进产业发展，为“产

学研”三位一体的发展走向提供了广阔的合作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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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阶段我国创新性地实施了一系列职业教育

产教融合政策并取得了诸多成果：大力推进职业教育

与外部需求的对接，逐步建立健全政府主导、行业指

导、企业参与的办学机制 ［1］，汇集多领域力量参与职

业教育的人才培养，职业教育与产业对话机制已基本

形成；产教融合政策中企业的主体性地位愈加凸显并

确立，职业教育与企业愈加成为休戚与共、互促发展

的共同体。
（三）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的不断深化阶段

（2010 年至今）
2010 年以来，如何深化产教融合，是这一时期职

业教育发展的核心主题。 《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

意见》认为产教融合能更好发挥教育对产业转型升级

支撑引领作用， 进一步推动教育与经济社会协调发

展。十九大也明确提出要“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
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政策不断走向深

入，达成社会共识，指引着未来职业教育的走向。
1. 凸显企业的主体地位，推进校企合作、工学结

合制度化。一是建立协同育人机制。《现代职业教育体

系建设规划（2014—2020 年）》（2014 年，以下简称《建

设规划》）提出了创新校企协同的技术技能积累机制，
建立重点产业技术积累创新联合体。 教育部《关于深

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 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

意见》（2015 年）提出了“完善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机

制”的总体要求，推动教育教学改革与产业转型升级

衔接配套发展，加强行业指导、评价和服务从而实现

校企协同育人。《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也提

出了全面推行校企协同育人的目标。二是建立融入职

业教育的参与机制。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

教育的决定》（2014 年， 以下简称 《现代职业教育决

定》）提出要遵循产教融合、特色办学的基本原则，研

究制定促进校企合作办学有关法规和激励政策，发挥

企业重要办学主体作用；教育部《关于充分发挥行业

指导作用 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2011 年）
提出在职业教育办学、教学、评价、监督、改革、资格制

度等诸多环节渗透行业作用；同时，开展校企联合招

生、联合培养的现代学徒制试点，推进校企一体化育

人，并建立健全职业教育质量保障体系，吸收企业参

加教育质量评估。 三是完善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培

养机制。《建设规划》要求完善校企合作的现代职业院

校治理结构，其中包括完善校企合作各项制度以及校

企合作办学法规，使人才培养真正与企业生产服务流

程和价值创造过程相融合。 中共中央印发的《关于深

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2016 年） 提出改

进人才培养支持机制，建立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技

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 教育部《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

试点工作的意见》（2017 年） 也明确了专业设置与产

业需求对接的核心意义，将现代学徒制融入职业教育

人才培养机制。
2. 培养“双师型”教师，推进教师队伍专业化。 中

共中央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2013 年）指出，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关键之

一就是建设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 同时，校企

共建师资队伍也是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重要任务。
作为引领职业教育发展的核心要素，提高教师业务水

平，加强职业院校教师队伍建设，是产教融合政策的

重中之重。一是共建“双师型”教师培养基地。《国家中

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以

下简称《教育规划纲要》）要求加大职业院校教师培养

培训力度：依托相关学校和企业，共建“双师型”教师

培养培训基地。二是完善“双师型”教师培训制度。《建

设规划》探索职业教育师资定向培养制度和“学历教

育+企业实训”的培养办法，建立职业院校教师轮训

制度以促进职业院校教师专业化发展。三是完善人事

制度。 落实职业院校用人自主权，聘任（聘用）具有实

践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企业管理人员、工程技术人

员和能工巧匠担任专兼职教师。
3. 贴近产业社会经济需要， 推进职业教育人才

培养集团化。 《教育规划纲要》提出到 2020 年适应经

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把职业教育纳

入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发展规划，从而与经济社会和

产业发展相互促进、协同发展。 同时，《现代职业教育

决定》鼓励多元主体组建职业教育集团，发挥职业教

育集团在促进教育链和产业链有机融合中的重要作

用。 《建设规划》科学规划了职业教育集团前景，进一

步打开国际视野， 鼓励职业教育集团与跨国企业、境

外教育机构等开展合作。围绕区域经济发展对人才的

需求，《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
年）》（2015 年）鼓励中央企业和行业龙头企业、高等

职业院校等牵头组建职业教育集团。 《制造业人才发

展 规 划 指 南》（2016 年） 要 求 紧 紧 围 绕 《中 国 制 造

2025》（2015 年）战略部署，鼓励重点企业与职业学校

共同组建一批深度融合、特色鲜明、效益显著的先进

制造业职业教育集团并以此促进产业链、 岗位链、教

学链深度融合。
4. 探索共建共享、开放合作新机制，推进职业教

育信息化。实现职业教育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发

展，促进优质资源的开放共享，不仅是符合前沿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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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必然要求， 也是产教融合政策的价值选择。 2017
年，刘延东副总理在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座谈会上指

出，深化教育链和产业链的有机融合，为实现中国制

造“三步走”战略目标奠定坚实人才基础，主动服务动

能转换和产业升级［2］。 《进一步推进职业教育信息化

发展》（2017 年）要求加大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

等新技术的应用，体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职业教

育特色，鼓励行业、企业和社会参与职业教育信息化

建设， 为推进职业教育信息化着力完善各项保障措

施，鼓励各类信息技术企业、专业机构、行业组织等积

极有序平等参与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 《深化产教融

合的若干意见》鼓励教育培训机构、行业企业联合开

发优质教育资源，支持“互联网+教育培训”发展。
在这一阶段，国家在政策制定的过程中将深化产

教融合放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促进就业大背景中

布局谋篇，实施产教融合发展工程，吸引社会力量投

入，紧跟产业变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二、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

策演进变革的基本特征

改革开放 40 年来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的

演进变革在国家大政方针与教育总体要求以及职业

教育需求的推动下，呈现出了不断追求长效发展的价

值取向、积极倡导多元主体的合作参与、始终重视“双

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持续完善职业教育与产业精准

对接等基本特征。
（一）不断追求长效发展的价值取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教融合政策的价值取向在

效率发展与长效发展之间不断取舍并逐步趋向长效

发展。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在国家本

位的政策指导下， 更多的是关注产教融合的经济价

值，将其定位于助力社会主义生产建设、提高劳动生

产力水平、转移剩余劳动力服务、适应国家政治经济

发展的要求。 纵观改革开放 40 年产教融合的政策变

迁，完成了由追求生产效率提高的价值取向过渡为致

力于促进职业教育长效发展价值取向的价值选择。当

前紧紧围绕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

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倡导产教融合、校企协同实

现合作育人，不断调动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强化政策引导，促进供需对接，积极拓展产教

融合政策的服务性政策功能， 构建校企合作长效机

制，实现了长效发展的政策价值取向。此外，在产教融

合政策中，逐渐渗透终身教育的深层意蕴，愈加朝着

个体能力的锻造以及职业素养等品质的塑造方向倾

斜，政策覆盖范围、涉及领域更加宽阔，渗透深度纵向

加深，持续促进我国职业教育的长足发展。
（二）积极倡导多元主体的合作参与

改革开放以来，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工

作，加强对职业教育工作的统筹管理，在政策倡导下

逐步形成部门、行业、社会等共同兴办职业教育的格

局。各类职业院校在产教融合政策的引领下逐渐注重

与经济和社会的联系，产业部门也意识到兴办和管理

职业教育的职责与使命，各方参与职业教育各个环节

的积极性与主动性被充分调动，从而发挥对本系统职

业教育的组织、协调和指导作用。 产教融合政策历来

倡导多元主体的参与与合作， 逐步探索出校企结合、
工学合作、订单式培养等多元主体参与的产教融合人

才模式。 产教融合政策促进了职业教育链条化、集团

化、双主体化发展，实现了对职业教育的统筹协调。深

化产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有

机衔接，将教育、人才、产业与创新等主体对象连接成

线，构成职业教育链条化发展；建立由职业学校及相

关企事业单位以契约或资产为联结纽带而组成职业

教育办学联合体。产教融合政策倡导在政府的统筹领

导下，产业部门相互联合，统筹协调多元主体并建立

持久广泛的合作关系，对产业与职业教育进行科学规

划与合理布局。
（三）始终重视“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是产教融合政策中始终

坚持的重要主题。一方面要求通过教师到企业中参加

规范性、 制度化的实训以提升教师的专业实践能力，
契合职业教育的应有之义；另一方面不断丰富职业院

校教师队伍的组成结构，倡导“专兼结合”，充分吸纳

企业管理人才、具有实践经验的专业技术人员、工程

技术人员、能工巧匠等。 “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是

产教融合政策顺利落地实施的重要抓手，各个时期的

产教融合政策都将“双师型”职业院校教师队伍建设

作为重要的政策文本内容，不断创新“双师型”教师队

伍建设思路，通过拓宽人才渠道、搭建师资平台、完善

教师培养制度、健全评价体系、扩大职业院校教师聘

任的自由度与选择权等一系列建设路径，建设一支结

构合理、专兼结合、崇高师德与精湛技艺并存、扎实理

论知识与卓越实践能力充分融合的“双师型”教师队

伍，这也是培养新时期应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基础。
（四）持续完善职业教育与产业的精准对接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进一步触发了职业教育与

产业需求的精准对接。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不仅体

现在量的增长，更体现在产业链的形成与延长、经济

结构的调整和产业变革等。产教融合政策据此不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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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调整与推进，根据产业需求调整培养目标、针对

市场需求进行专业设置、依照产业要求修定教育教学

内容， 来实现职业教育供给侧与产业需求侧精准、无

缝对接，使职业教育在产业的支持与配合下更好地应

对了新形势下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服务区域

经济发展、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对职业教育所提出的

迫切要求。产教融合政策作为职业教育与产业之间关

系的粘合剂和平衡杆，一系列政策措施将职业教育精

准对接产业需求，有效改变“一头热”的尴尬局面；平

衡了二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和发展水平，使其日益成为

合作协同、互惠公平的共同体，促进我国社会与经济

的高水平、高质量的稳步发展。
三、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完善的展望

（一）建立联动工作机制，贯彻产教融合的合作方

针

建立产教融合联动工作机制是推进产教融合政

策实施进入新征程的前提条件和首要任务， 必须把

“合作”作为职业教育政策法规的重要方针 ［3］，才能更

好地规避变革过程中出现政策变化所带来的改革阵

痛。纵观世界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制度及产教融合政

策，其形成的过程中都经历了政治、行业企业、社会组

织、受教育者等多方主体之间的长期博弈，充分体现

了利益相关方的共同参与和广泛合作。创建产教融合

利益共建共享平台，深入倾听各方利益诉求，寻求价

值的共通点，以构建产教融合各方主体的长效合作联

动体系。 深化产教融合离不开多元主体的共同参与、
广泛合作、利益共享，更离不开良好的国家政策法律

法规的包容支持。要把“合作”作为产教融合的重要政

策方针并在政策文本中实质呈现，方能使政策法规更

加科学有效，体现深度融合的核心要义。 建立产教融

合联动机制是解决产教融合过程中积极性匮乏、“两

张皮”、合作层次粗浅且流于形式等问题的重要抓手。
一是通过发挥统筹规划、科学部署、服务监督等政策

功能逐步引导产教融合走向“内部驱动”，形成长效稳

定互惠的合作机制。二是各部门在实施各类规划时同

步规划产教融合发展的政策措施、支持方式、实现途

径等 “外部驱动”， 建成完善的产教融合联动工作机

制［3］。 各部门通力合作是发达国家职业教育管理体制

的主要特点，实施产教融合工程不是教育管理部门的

“自留地”，需要就业部门、产业部门等参与管理和决

策。 三是在产教融合政策文本中要鼓励国际交流合

作，吸收域外经验，鼓励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和优质

教育资源，开发符合国情、国际开放的校企合作人才

培养模式，建立知识与产业成果转化、协同创新、协同

育人新模式的联动机制。日本通过在大学设置由多部

门机构组成的专门产学合作研发机构，将科技成果有

效地转化为生产力［4］。 此外，鼓励在深化产教融合背

景下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实现

我国与周边国家的互促协同发展，达到合作共赢的根

本目的。
（二）设立专门法律保障，确立产教融合的国家基

本制度

设立专门法律保障是有效实施产教融合政策的

根本保障。 发达国家大多有专门针对产教融合的法

律，并以此将产教融合确立为国家的一项基本制度以

保障其顺利开展。 因此，要把产教融合确立为一项基

本制度并通过法律法规加以保障。一是出台产教融合

促进法。 首先，以立法的形式划分产教融合各方主体

的权责及法定义务，并受法律制约与保护。其次，增强

政府职责的刚性和可操作性，切实履行政府职责。 最

后，出台落实产教融合政策的监督、考核、问责等配套

办法，以保障政策运转的实效性和长效性。 二是尽快

出台有关产教融合政策的实施细则。改革开放以来的

产教融合政策中往往是宏观层面概念性、全局性的政

策描述，缺乏具体可操作性、可量化的文本内容。在国

家法律法规与政策文件精神的指引下，应根据区域经

济发展的市场需要，出台具体的、可量化、可操作的促

进条例、实施办法、细则等政策措施来更为细致地引

导产业与职业教育深度融合、职业院校与企业深度合

作，以弥补国家层面大政方针的不足，丰富产教融合

制度内涵。 三是建立健全产教融合互补性制度。 基于

产教融合政策吸纳各参与主体的特殊性，产教融合制

度是一个综合的体系，除自身制度建设之外，还应与

其他相关制度保障协调发展，制度体系内部达到一致

且相互支持，才能保证制度落地实施 ［3］。 以完善产教

融合相关法律法规政策为抓手进行产教融合的制度

设计，为产教融合设置专门的法律保障，使其从理念

上升为国家基本制度。
（三）创新治理模式，推进产教融合的现代化

推进产教融合治理模式的现代化，是完善产教融

合政策的关键。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

大问题的决定》（2013 年） 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

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政策为抓手，创新产

教融合的治理模式，主要应从政府和职业院校两方面

共同推进产教融合的现代化发展。 在政府方面，合理

减少计划性管控是深入贯彻落实十九大报告提出“转

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的应有之

44



中国高教研究 2008 年第 12 期中国高教研究 2008 年第 12 期中国高教研究 2018 年第 5 期

义，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政府在产教融合治理模式中的

角色转换，建设服务型政府。 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理

念，采取有效的政策措施实现产教融合过程中各方主

体的需求和利益；坚守服务导向，重视并解决实施过

程中出现的问题；坚定落实监督、约束产教融合的各

项工作，落实评估工作，吸纳重要意见建议。在职业院

校方面，目前公办职业院校的基本管理模式是政府主

导下的自上而下的“政府-学校”模式，应对企业需求

和市场变化缺乏灵活性，难以从根本上调动企业和社

会参与产教融合的积极性，不利于将社会需求转化为

发展动力［3］。 实践表明，改进职业院校治理模式，实行

行业或企业参与学校管理的“政府-行业企业-学校”
的新型治理模式能够从根本上调动企业参与职业教

育的积极性，促使产教融合主体深度融合。此外，要通

过搭建政策平台，创新职业院校治理模式。 德国各州

职业学校通过相关法律法规确立了职业学校咨询委

员会或理事会等类似产教结合的机构，如德国巴伐利

亚州职业学校条例明确规定在职业学校设立咨询委

员会（理事会），由学校领导、教师、地方政府或教育部

门、学生、家长、雇主代表、雇员代表以及行会代表等

组成，委员会至少每年开会一次，强调职业学校要与

企业、企业培训师、雇主组织和工会组织建立合作 ［5］。
要发挥好职教集团功能、构建校董事会、校企合作委

员会等新型产教融合治理模式的功能，在理顺管理体

制的前提下形成共促职业教育发展的合力，将创新现

代化职业院校治理模式作为未来完善产教融合政策

的有效切入点。
（四）改进经费投入模式，落实产教融合的激励机

制

改进产教融合经费投入模式并落实配套的激励

机制，是维护产教融合政策持续运行的不竭动力。 一

是完善以政府投入为主的投入机制。政府投入是美国

社区学院经费的主要来源，2003 年公立社区学院的

联邦政府拨款、联邦政府赠款与合同之和占总经费的

5%［6］；《卡尔·D·珀金斯职业和技术教育法案》（2006
年）以联邦支持的形式对所有 50 个州的职业/生涯与

技术教育提供 13 亿美元［7］。 美国、德国、英国和澳大

利亚等国家为了支持产教融合的发展，都有产教融合

经费支持的政策规定，并设立了专项资金资助。 在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背景下， 以产教融合政策为蓝本，
需加大政府供给侧经费投入，同时建立科学的预算和

分配机制。 二是以财政政策促进多元社会性投资。 社

会力量投入是美国职业教育经费的有力保障，社区学

院通常有六项收入来源：由学生支付的学杂费、联邦

资金、州拨款、地方资金、来自销售和提供服务的收

入，以及相当部分具有不确定、可用性的经费来源 ［8］。
吸纳多元社会投资进入产教融合领域，不仅能够建立

多元稳固的经费来源系统，还能够有效缓解政府对产

教融合财政经费投入的压力。同时也应建立健全详尽

有效的利益补偿机制和保障机制，降低产业部门参与

产教融合过程中的各种风险。三是制定校企合作的优

惠政策和与之配套的税收政策［9］。 以切实可行的税收

优惠政策激励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才能从深层激发

企业等主体参与产教融合的内部驱动力。我国要通过

政策规定将资金明确投向各项产教融合活动中，建立

完善可操作的监督制度和评估制度，专款专用，并由

第三方检测投入后的实施成效，形成政府和产业部门

相结合的、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以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为特色的新型产教融合经费投入模式。
（祁占勇，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陕西西安

710062；王羽菲，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硕士研究生，
陕西西安 71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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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of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experienced preliminary exploration stage, diversified innovation stage and
continuous deepening stage, showing characteristics as pursuit of long -term development in value orientation,
actively advocating the cooperation and participation of multiple subjects, always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double -qualified” teaching faculty and continuous improvement of accurate docking of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industry. The policy of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hrough establishing the linkage mechanism, setting up the special legal protection, innovating modern
management mode and improving funds input mode.

Key words: Reform and Opening Up; voc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of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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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hanges and Prospect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of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n China during 40 Years

of Reform and Opening-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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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the organic composition of the society ruled by law, rule of law in university is the core to
establish modern university system.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 Up, along with the country ruled by law in
procession, the higher education law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already formed, but the lack of
maneuverability and assessment become the bottleneck of construction to promote the rule of law in universit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institutional law framework approach, the evaluation elements of the
university ruled by law can be interpreted from the four aspects, which take the teachers and students as
governing subjects, the existing law as the basic framework, the effective governance as the main contents, the
modern management ability and the management system of university as the goal. 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evaluation elements, using the Delphi method to investigate and combining with the sampling statistics of expert
interview, the evaluation model of university ruled by law should include 14 specific evaluation points in the five
functions of the system construction, which are system construction, the performance of legal functions of
universities, the realization of goals, the protection of rights and interests and the monitoring of effect. The
evaluation model of university ruled by law can be transformed into operational concrete behavior requirement,
which forms the internal driving force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legal university.

Key words: rule of law in university; evaluation of rule of law; the institutional approach; the construction of
law evalu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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