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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双高”建设要求把产教融合协同创新作为主线贯穿始终，为新时代高职院校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本

研究以高职教育发达的浙江省为个案，对其高职院校的产教融合协同创新进行总结概括，为我国高职院校的“双高”

建设提供经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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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Double High”Plan requires th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and collaborative inno-

vation as the main line throughout, which points out the direction for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the

new era. Taking Zhejiang province, which has developed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s an example, this study summarizes the collab-

orative innov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this province, so as to provide experi-

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Double High”Plan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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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浙江省着眼于产业结构的深度调整与

转型升级的时代需求，加快发展现代高职教育，推

进产教融合协同创新，培养高素质的技术技能型人

才，为浙江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

才支撑，打造出了高职教育发展的“浙江方案”。

立足新时代，基于浙江省高职院校产教融合协同创

新的实践研究，以希对我国高职院校“双高计划”

建设以经验启示。

一、浙江省高职院校产教融合协同创新
的经验

（一）优良的政策环境

浙江省实施产教融合和高等教育强省战略，相

继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文件。鼓励社会多元参与，以

体制机制创新为突破，深化产教融合协同创新，营

造了优良的政策环境。2015年浙江省出台的《关于

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实施意见》，提出积极支

持有意愿、有实力且理念端正的行业企业、民间力

量兴办职业教育，推动形成多元办学格局。《浙江

省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 （2016—2018
年）》把“服务经济转型升级，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需要，加强人才培养和应用技术的传承应用研发能

力”作为重要目标。2017年浙江省第十四届党代会

报告提出，实施产教融合发展工程。2018年浙江省

的《关于高水平打造高技能人才队伍的意见》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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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的比例要达到30%以

上，服务八大万亿产业和传统制造业提升改造 [1]。

2018 年出台的《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实施意见》，

提出深化“引企入教”改革，推进产教协同育人，

力争2025年基本建立产教融合发展长效机制，2035
年全面推行产教统筹融合、校企协同育人机制[2]。

（二）政府主导作用的充分发挥

浙江省地方政府部门对高职院校产教融合协同

创新高度重视，不断加强政策引导，完善制度保

障，提供各种优质资源，搭建信息平台，不仅扮演

着推动者和沟通指导者的角色，更成为了高职院校

重要的合作伙伴。课题组于2019年对浙江省高职院

校产教融合协同创新进行了问卷调查，在“政府在

产教融合协同创新中的作用”问题的多项选择调查

中，68.75％的被调查者认为地方政府在政策上引导

高职院校开展校企合作协同创新，66.83%则认为政

府提供了财政支持，63.46%则认为政府提供了信息

服务，此外还有 60%则认为起到沟通协调的作用。

这一调查结果是高职院校在实践中对政府作用的认

知，也从侧面反映了浙江地方政府对高职院校产教

融合协同创新实践的影响作用。在对高职院校产教

融合协同创新实践取得成效的主要因素（多选）的

调查中，政府作用的发挥排名第二，约有64%的认

同率。简言之，政府在协同创新中扮演了政策引导

者、财政与信息服务者和沟通协调员的角色，发挥

了统筹主导作用。

（三）产教融合协同创新的模式

浙江省高职院校创新体制机制，汇聚各种资

源，促进政府、院校、行业、企业等协同创新发

展，形成多元化的产教融合协同创新模式。

1.产业服务平台。浙江省高职院校紧扣区域产

业转型升级的需要，搭建服务平台，面向企业提供

技术、培训、咨询等服务，帮助企业解决难题，助

推企业高质量发展。浙江医药高专立足于浙江省医

药产业的转型发展，与政府相关部门等合作成立浙

江医药经济与政策研究院，为产业发展提供技术决

策支持服务；浙江工业职院与绍兴经信委合作建设

绍兴市工业设计基地，构建市级工业设计公共服务

平台，服务绍兴制造专业转型升级；浙江工贸职院

与温州市政府部门成立温州时尚研究院，助力温州

时尚产业发展和时尚之都建设。

2.混合所有制办学。浙江省高职院校不断创新

体制机制，深化产教融合协同创新，依托优势专

业，以混合所有制的形式与产业行会、行业龙头企

业共同兴办二级分院或专业，实行市场化运作，以

服务相关产业集群为目的[3]。例如，浙江交通职院

与山东太古飞机工程有限公司，以混合所制形式举

办飞机机电设备维修专业，并联合筹备申报民航

CCAR147资质；金华职院与贝因美集团合作共建贝

因美亲子教育学院，探索混合所有制办学，创新人

才培养。

3.校企合作共同体。校企合作共同体是浙江高

职院校产教融合协同创新的一种新的实践思路和范

式，校企共同设计教学方案，教学中融入产业元

素；校企共同组建教师团队，优化团队结构[4]；实

现资源互融与共享，协同育人，促进产业人才需求

与职业院校人才输出实现无缝对接。浙江经贸职院

发挥人才、技术优势，以项目为载体，依托供销社

系统提供的场地、设备作为支撑，在杭州等地共建

了 7个公共实训基地，具有科研、实践实习、社会

服务等“多合一”功能[4]。杭州职业技术学院打造

了全国首个“校企共同体”的“友嘉模式”，政、

行、企、校四方共建杭州动漫游戏学院、彩虹鱼康

复护理学院。

4.现代学徒制。浙江省于2016年和2018年分两

批次遴选了33所高职院校作为省级现代学徒制试点

单位，围绕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产学合作育人等

方面不断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产教融合、双元

育人，服务区域产业发展。浙江经济职院与浙江物

产元通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共同开展现代学徒制试

点，以“学生讲堂—师徒制”形式，内训师和技术

专家以身带教，总结工作实践经验，把专业的优秀

个案分享给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可持续发展[5]。浙

江工贸职院与康奈集团、奥康集团等鞋类名企开展

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打通校企合作“最后一公

里”。截至2019年，浙江省有16所高职院校列入教

育部现代学徒制试点建设单位。

5.职教集团。浙江省牢牢把握住集团化办学现

代职业教育重要方向，鼓励各地建立以区域或专业

为纽带、地方政府（或行业）为主导、高职院校为

龙头、中职学校和企业共同参与的职教集团或联

盟，实现资源共享与优势互补，协同育人与创新发

展。截至2018年，浙江省各地已组建了100多个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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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性、联盟型的职业教育集团，与近7000多家企业

结成紧密合作关系，为推进产教融合协同创新搭建

了有效平台[6]。

6.协同创新中心。浙江省各高职院校注重市场

导向，对接产业发展需求，与行业企业共建各类应

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2017 年和 2018 年浙江省立

项两批省级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20个，培养专业

技术技能人才，参与企业技术研发与转换，扩大科

技成果对接产业与应用推广等，为企业产业的高质

量创新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技术支撑。

（四）机制体制的创新

有效的运行机制是保证高职院校产教融合协同

创新顺利运行的活动规则、运行安排和方式方法。

浙江省高职院校创新体制机制，以共建特色学院或

混合所有制二级学院，高职院校与科研院所等资源

整合，政校企合作共建信息平台或产教融合联盟，

集团化办学等形式，形成了“政、校、行、企”共

建共管共享的管理体制与运行机制，例如建立了政

府、企业、学校三方共同参与的职业教育协作新机

制、优质的资源共享机制和信任机制、利益分配机

制、人才流动机制和激励机制等，有力地推进校企

深度融合，打开了高职教育产教融合协同创新的新

局，不仅要培养当地经济急需的技能人才，更要引

领当地产业转型升级，为当地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

储备力量。

浙江省营造了良好的职业教育发展环境，大力

推进产教融合协同创新，职业教育改革成效明显，

成功入选首批 6 个职业教育改革成效明显省份之

一，获国务院通报奖励[7]。

二、“双高”建设与产教融合协同创新

“双高建设”是指财政部与教育部共同实施的

“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项

目，是高职教育发展史学上的里程碑式的战略举

措，旨在打造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和技术技能创

新服务平台，支撑国家重点产业、区域支柱产业发

展，引领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双高”建设强调

了高职院校服务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新要求，要把产

教融合、协同创新作为主线贯彻建设的始终。新时

代，产教融合强调的是职业教育与产业的统筹融

合，即将高职教育的供给端与产业需求端融为一

体，以实现职业教育专业链与行业产业链、供给链

与人才需求链的有效对接与融合，协同发展。协同

创新是深化产教融合的方法和路径，是指通过高职

院校的构成要素与区域产业发展要素相互作用、相

互影响，产生1+1>2的协同效应，实现高校与区域

产业协同创新发展[8]。推进“双高计划”建设，实

现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根本路径是深度实践产教

融合、协同创新，精准对接区域人才需求，提升高

职学校服务产业转型升级的能力，形成校企命运共

同体，为加快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增强产业核心竞

争力提供有力支撑[9]。

三、浙江经验对“双高”建设的启示

（一）加强顶层设计，充分发挥政府的主导统

筹作用

产教融合协同创新是高职院校“双高”建设的

主线，让这条主线在“双高”建设的进程中能顺畅

流动并充分发挥其功效，政府的主导统筹作用是关

键，这也是高职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在高职院校

产教融合协同创新推进过程中，地方政府要从自身

的职能和特殊的地位出发，紧扣新时代地方高技能

人才的培养主题，加强顶层设计，充分发挥政府的

主导统筹作用。首先，地方政府应落实财政税收、

土地等政策，强化金融支持，制定产教融合协同创

新的法律法规，营造优良的政策环境，保障产教协

同创新；其次，地方政府相关部门要加强对法律法

规的执行与政策落实加以监督，以确保目标的达

成；再次，地方政府还要发挥沟通协调的作用，搭

建沟通平台，整合各方资源，促使高职院校、行业

企业、社会机构、政府之间的有效沟通，实现资源

共享。

（二）创新体制机制，构建多元化的产教融合

协同创新模式

高职院校产教融合协同创新是一项复杂系统工

程，涉及人才、智力、技术、资本、管理等多维要

素，涉及政、校、行、企等多方利益主体，彼此紧

密联系、相互作用，是一个特殊的共同体。为有效

协调和平衡不同利益主体的冲突和需求，稳定其行

为轨迹，保证产教融合协同创新目标的达成，必须

以体制机制创新为突破口，引领产教融合协同创新

走向深入。借鉴浙江的经验，鼓励探索运用股份

制、混合所有制改造已有职业院校，支持企业以资

本、技术、管理、设备等要素参与职业院校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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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高职学院创新办学体制，以二级学院为突破

口，探索建立若干混合所有制学院[10]；紧扣区域产

业转型升级的需要，搭建行业服务平台，提升社会

服务能力；建设“校企合作共同体”，打造产教融

合基地；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推进人才培养模式

创新，促进产教融合、双元育人；推行职业教育集

团化办学，鼓励共建共享的职教集团或联盟，实现

职业教育优质资源深度整合聚集；打造“应用技术

协同创新中心”，提升应用技术研发能力和社会服

务水平，推动形成高等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共同推

进技术技能积累创新机制。

（三）专业链精准对接产业链，赋能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

专业与产业互为依托，产业为专业的发展提供

基础支撑，专业为产业的发展提供人才和技术，加

强专业链精准对接产业链，构建专业与产业协同创

新发展的产教融合共同体是高职院校“双高”建设

的重要路径和方法。首先，高职院校要紧扣区域产

业结构优化升级和支柱产业、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的

需求，从战略性发展的视角对现有的专业进行评

估、优化调整，使学校专业设置与区域产业发展相

匹配；其次，从专业服务区域产业发展的角度，以

优势专业或特色专业为龙头，按照基础相通、技术

相近、岗位相关、资源共享的原则设置专业及专业

群，发挥专业群的聚集效应[11]，整体提升专业链服

务产业链的能力与水平；再次，依据产业发展与行

业人才需求，以企业的生产实际引领学校的教学，

明确培养目标和人才规格，校企共同开发课程体

系，深入推进“三教”改革，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为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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