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JOURNAL OF ZHEJIANG INDUSTRY&TRADE VOCATIONAL COLLEGE

第15卷第3期

2015年9月

Vol.15No.3

Sep.2015

Doi:10.3969/j.issn.1672-0105.2015.03.007

基于专业群与产业群对接的高职产教

融合模式初探*

邱旭光

（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温州 325003）

摘 要：随着产业转型升级和现代新兴产业的崛起，高职教育现行专业的设置存在与产业严重脱节的问题。为解

决专业与产业之间的现实矛盾，科学地明晰有关概念，理清其逻辑关系，探索专业群与产业群对接，深化产教融合，

加强专业内涵建设是迫切的现实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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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产业转型升级和现代新兴产业的崛起，高

职教育现行专业的设置存在与产业严重脱节的问

题，而且高职教育专业同质性问题比较突出，高职

生入学时“被专业”和毕业后专业不对口现象比较

普遍。因此，加强专业与产业的衔接，加强专业学

习与产业实践的融合是未来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必

然要求。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葛道凯

在“高等职业学校提升专业服务产业发展能力经验

交流会暨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 2013年年会”

强调：“坚持五个对接，即专业与产业企业岗位对

接，专业课程内容与职业资格标准对接，教学过程

与生产过程对接，毕业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

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对接。”深化产教融合，加强

专业内涵建设，在实践中探索专业与产业的有机衔

接，有利于提升高等职业教育的质量，提高高职学

生就业能力。

一、专业群与产业群对接的概念、范畴
与逻辑

高职教育研究像高职的发展一样，是一个开放

的、在探索中完善与前进的新鲜事物，各高职院校

为凸显自己的具有个性化的办学模式、人才培养模

式，翻新和自创了诸多令人眼花缭乱的概念、名

词，以吸引眼球。专业群与产业群的对接是产教融

合理念下一个新的概念组合，而推求这一概念组合

的前奏，还会发现有一个姐妹概念组合：专业链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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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链。这两个组合常常不分你我，交错挪用。

（一）专业链与产业链的概念与逻辑

产业链是产业经济学中的一个概念，是各个产业

部门之间基于一定的技术经济关联，是一个包含价值

链、企业链、供需链和空间链四个维度的概念。本质

是用于描述一个具有某种内在联系的企业群结构，产

业链中大量存在着上下游关系和相互价值的交换，上

游环节向下游环节输送产品或服务，下游环节向上游

环节反馈信息[1]。它是一个纵向的链接关系，体现产

业层次，资源加工深度，产业关联程度，产业链的实

质就是不同产业的企业之间的关联。

专业是指人类社会科学技术进步、生活生产实践

中，用来描述职业生涯某一阶段、某一人群，用来谋

生，长时期从事的具体业务作业规范；也指高等学校

或中等专业学校根据社会专业分工的需要设立的学业

类别[2]。本研究的“专业”话语范畴限定在高等或中

等学校的学业类别，涉及生产部门的业务部门或职业

生涯的某种技能。“专业链”这一概念是近年高等或

中等学校“新创”的一个话语词汇，就“专业”的内

涵分析，专业链是一个横向的链接关系。就高等或中

等学校内部的专业分类看，是横向的；就企业的业务

部门分类看，也是横向的。

高等教育与产业的对接，是一种社会（产业）

需要与教育供给的关系。一所高等学校所开设的专

业是因应社会的需要或者学校的某一（某些）学科

（专业）的特色而设置的，具有相对的局限性；一

个企业的业务部门的设置是根据企业生产和经营的

需要设置的，具有专业的非同类性，如一个鞋类企

业，设置有设计、生产、营销、财会等部门，需要

设计、生产、营销、财会、管理等不同类型的专业

人才。因此，高等教育专业的设置与企业、行业职

业岗位的专业人才需求，是横向的专业对岗位的对

接关系。这符合人力资源的基本理论与实践。

近年，不少高校都高调宣传自己与产业实践的

密切结合，创造了诸多校企合作、产教融合的新模

式、新名词。专业链与产业链的对接是一个高频的

“创新”话语。产业链的纵向链接关系，上下游的

产业链间的专业跨度很大，例如钢铁产业上游涉及

采矿业（铁矿砂、煤炭等），下游涉及建筑业、汽

车业、造船业等，制鞋产业上游涉及制革，甚至畜

牧业、化工。高校的专业设置是按职业岗位分布来

设计的，不是按产业流程来设计的，而且在同一所

高校也很难按产业的上下游分布来设置专业，如一

所高校很难同时容纳采矿、冶金、建筑、制造等大

类专业，这是一所高校难以容纳和专业化、特色化

的。这不符合高校专业设置的规律。因此这种纵向

的专业对接难度很大。

由此，专业链对接产业链是一个伪命题，而

“专业链”的表述也是不够严谨的。

（二）专业群与产业群的逻辑组合与范畴

高职专业群一般认为是若干个相近相关专业或

专业方向共同组成的专业集群，专业群中各专业或

专业方向，面向企业中的岗位链，均能在同一个实

训体系中完成其基本的实践教学，专业群所涵盖的

可以是同一学科体系的专业，也可以是不同学科体

系的专业[3]。也有认为是建立在“一个公共技术平

台，多个专业方向”基础上的，具有共同的专业技

术基础课程和基本技术能力(技能)要求，并能涵盖

某一技术或服务领域的若干个专业(方向)的一个集

合[3]。前者重视专业群组的目的和意义，后者重视

拥有共同的基础和专业的相近性。

产业群是一组在地理区域上靠近的专业生产某

类产品（包括中间产品）的一个群体[4]，具有一定

的共性与互补性，是一组专业关联性产业在空间的

集聚性组织形式。按照迈克尔·波特的观点：产业

群分布在特定的区城内，是众多产业的集聚体，业

务具有相互关联性，资源共享、互补匹配、具有专

业化的特征，具体包括：提供零部件的上游供应

商、下游的顾客、互补产品的制造商，提供具有相

关技术、技能或同质投入的其他关联行业的产业，

以及关联服务的机构[5]。

产业群的特性与功能为本产业关联专业的需求

提供了集中的平台，而专业群为产业的集中需求提

供了集中供给，这种供需的关联匹配通过专业的相

近性和企业中的岗位链来有效地实现。“与产业、

职业岗位群对接”的“职业联系”是高职教育专业

群的现实依据。以区域产业相近职业岗位群组建专

业群，符合专业群“职业联系”的内在要求，专业

群组建需要调整专业结构布局，范围包括：对接哪

些产业、组建哪些专业群、群内专业如何设置等[5]。

在教学中，这种匹配对接通过专业组群提升学校专

业与行业企业技能型人才供需有效配置，便于有效

组织实践教学资源，将分散的实践教学资源进行整

合，形成实训基地的集中化和专业与岗位的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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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专业教师团队，资源共享，降低实训成本，产

生实践教学组群效果。

二、专业与产业对接的产教融合模式的
探索

产教融合是校企深度合作的一种表现，学校与企

业无缝对接，校企共同参与研讨、制定实用性较强的

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通过企业平台与市场接轨，构建

以应用能力培养为出发点的人才培养体系[6]。产教融

合基本内涵应该表示为：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

的融合、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的融合、课程内容与

职业标准的融合、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的融合、产

业岗位职业环境与教学情境相融合，最终达到学生

素质和技能与产业员工职业素质和技能准一致的准

员工目的。产教融合的具体环节包含：专业人才培

养方案顶层设计、专业课程开发、专业实训基地建

设、专业师资培养、专业教学模式设计等主要专业

教学环节，还包括生产管理与教学管理融合。

为探索高职院校与企业更深入、有效的合作，

各学校不断创新各种合作方式和途径，形成了多种

多样的专业与产业对接的产教融合模式。这些模式

基本上都结合各个学校的具体情况和本区域的社会

经济发展实际，因地制宜，与时俱进，形成了各自

的特色和优势。

（一）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

这种模式是学校与企业签订人才培养协议，按

共同制定的人才培养计划组织教学，学生在学校学

习与企业生产实践相互交替，毕业后直接到企业就

业的培养模式[7]。这类合作模式自出现之始就被迅

速、广泛地在全国各个职业学校复制。如深圳职业

技术学院以计算机辅助设计与制造专业为重点的先

进制造技术专业群，实施“订单式”人才培训。根

据现代模具企业对岗位和能力的要求，采取“定方

向、定课程、定计划、定时间地点、定考核标准”

的方式，为企业进行专业技术人才的培训。

（二）校企实体合作模式

这是近年比较流行的一种方式，包括校内教学

实体（合作组建二级学院、系、专业、班等）、校

内培训机构、股份制产业实体（实训基地）。企业

以设备、场地、技术、师资、资金等多种形式全方

位参与，合作办学，并承担一定的管理职能（如企

业负责人（或代表）兼任董事长或副董事长、院长

或副院长等），分享办学效益。如浙江工贸职业技

术学院（以下称工贸学院）以三大园区为平台建立

的“知识产权学院”、“文化创意学院”，以及该院

与温州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温州市商务局、温

州国际葡萄酒交易集散中心联合共建的“温州国际

葡萄酒文化学院”等，都很好地利用了校企实体的

资源，创新了产教融合方式。

（三）“2+1”或“2.5+0.5”模式

学生前两年或两年半在校内进行理论学习和校

内生产性实训，最后一年或半年（大三）到企业顶

岗实习并进行毕业设计。其中“2.5+0.5”模式几乎

成为各类高等院校或中职不言而喻的“潜模式”。

（四）企业主导型模式

这类形式在民办高职院校中较为典型，大型企

业根据发展的需要或企业发展战略的谋划，在办学

中投入资金和设备，从服务社会需要、市场需要出

发整合资源，合作办学。在这方面，浙江广厦建设

职业技术学院、浙江横店影视职业学院、浙江汽车

职业技术学院都是很好的实例。

（五）校企互动式模式

学校和企业双向介入，把理论学习与企业岗位训

练、实际工作经历有机结合。例如宁波职业技术学院

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建设项目，利用各种形式的产学

合作，努力实践“三位合一、三方联动”的高职教育

模式。先后与宁波海天集团、宝新不锈钢有限公司

（中日合资）、敏孚（台资）企业等宁波著名大型企业

和行业团体校企合作办学，共建实习基地，合作生产

和技术开发，共同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其中，与宁

波海天的产学合作模式评为“2006中国高校与大型

企业合作人才培养十大典型案例”。

三、以产教综合体为平台的产教融合实
践探索

专业群与产业群的对接是突破传统的教学组织

形式，适应现代产业集群发展需要和传统专业分工

过于细化，新型专业和专业方向不断出现，单体专

业资源薄弱与教学效益、效果不够理想等情形而产

生的，也是校企深度合作、产教融合，实践教学资

源有效综合利用的需要。

（一）专业群对接产业群实践教学“产教综合

体”平台的建设

产教融合在实践中存在两大难题：其一，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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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积极性问题，这将导致企业难以成为“教育

体”，直接影响实践教学的有效性；其二，学校办

企业的现实性问题，因为企业的风险性、学校办企

业的实力以及国家政策的制约等使学校难以成为

“企业体”。这两难是产教融合、校企一体的根本性

障碍，也是校企合作难于有效开展的障碍。而学校

举办（产业）园区或园区举办高职院校，则往往因

园区（产业）的单一性难以适应教学的多元性需

要，使园区化办学流于形式。

工贸学院充分利用和发挥自身办学的特殊性，

在市区构建“三大园区”实体，以市场调节为依

托，以研究为支撑，以创意创新为手段，通过校企

共同创造价值的利益驱动，形成学校、企业、社会

良性互动，构建一个多样化的产业综合体，并形成

了规模效应，突破了单一园区在服务教学方面的

“教学性资源”单一、不足的局限，形成了适应多

元课程需要的“产教综合体”，为实践教学提供了

便利。通过校企合作构建专业与产业的对接，通过

产教综合体构建专业群与产业群的对接，形成有效

的专业实践产业对接，并进行相应的专业建设与课

程建设改革。探索产教综合体“教学性资源”综合

利用的有效方式。

（二）专业群对接产业群的产教融合实践模式

探索

工贸学院的三大园区“产教综合体”由浙江创

意园、知识产权服务园、电子信息研究院组成。浙

江创意园入驻创意文化设计类企业共 26 家，园区

内还有省级工业设计基地，国家广告园等；知识产

权服务园入驻专利代理机构、商标代理机构、版权

代理机构、维权机构、培训机构、交易机构等各类

机构15家；电子信息研究院成立实体研究机构和师生

工作室，开展创业性产学研究。三大园区构筑合作创

新平台，通过发展行业新技术、行业新科学、行业新

集群，建立新课程开发、新专业设置、新质量体系。

以基地为平台，产业为先导，企业为主体，充分发挥

市场机制，紧扣专业特点与发展规划。搭建“服务”

与“培养”之间的平衡，创新内在“产学结合”

机制。

浙江创意园吸纳学院6个创意设计类专业学生进

入园区，开展生产性实践教学，同时6个设计类专业

工作室入驻，带动专业建设。相关专业先后与浙江思

珀整合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温州D&G联合传播有限公

司、高陈摄影、易佰装饰、雅集文化传播等单位达成

工学结合意向，为学生提供实习、就业岗位。聘请园

区3 W摄影机构等企业相关人员为学院兼职教师，开

设专业课程和全院公选课程为学院专业建设提供智力

支持。温州名购网则将各专业产品如瓯绣、瓯塑、温

州鞋服、眼镜等放到网上销售，带动跨境电商等营销

专业的学生实习。每学期接纳40名左右的学生进行实

习，让他们不仅从职业人的身份来规划自己的学业，

也让其学习到电子商务的实战经验。探索构建包括市

场营销、设计（艺术设计、鞋类设计）、图形图像制

作、电子商务、物流管理、会计等相关专业构成的专

业群，实现关联专业资源共享、协同发展。

专业群对接产业群的产教融合实践模式探索，为

学院开展产学研有机融合的教学改革，特别对经贸管

理类、设计类和电子信息类专业建设与改革具有巨大

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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