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模式下政府推动 

校企合作发展探讨 

——以铜陵市为例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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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宋 伟

2
 

（1.铜陵职业技术学院，安徽 铜陵 244000；2.铜陵市教育局，安徽 铜陵 244000） 

【摘 要】：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通过对铜陵市职业院校、职业教育的

现状分析，在厘清政府推动校企合作中采取的应对措施基础上，指出了校企合作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发展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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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是职业教育发展普遍趋势。2014 年，教育部发布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

年）》提出，要科学规划职业教育集团发展，逐步扩大各类职业院校参与率，到 2020年基本覆盖所有职业院校。2015年，在铜

陵市政府倡导和支持下，为促进职业教育紧密贴近经济社会和产业发展需求，铜陵职业教育联盟正式成立。多年来，铜陵市政

府积极参与和推动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中校企合作发展。作为皖江城市带的重要城市，铜陵市有着良好的区位和创新优势，现

在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时期，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在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大趋势下积

极探索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新模式，培养本市转型升级发展需要的高素质、强技术技能型人才成为铜陵市职业教育改革的重要

课题。笔者通过对铜陵市职业院校、职业教育的现状分析，总结政府在推动校企合作中采取的措施的基础上，指出校企合作存

在的问题，提出发展对策。 

1、铜陵市职业教育及校企合作现状分析 

1.1职业院校发展现状 

目前，铜陵市共有高职、中职院校 11 所，其中，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2 所（铜陵职业技术学院、安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中等职业学校 7 所（铜陵市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中心、枞川经济技术学校、浮山科技工程学校、民办皖枞职业技术学校、民办铜

陵智通职业技术学校、民办安徽玉成汽车职业技术学校和民办铜陵市鼎盛民航职业中专学校）、技工学校 2 所（长江电子技工

学校、铜陵市车辆厂技校）。安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和铜陵市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中心还分别获批为安徽有色金属技师学院和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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陵技师学院。 

全市职业院校共开设会计、国际经济与贸易、机电一体化、金属矿开采、数控技术、护理、汽车运用与维修、信息技术等

165 个专业，其中，高职专业 72 个（包括 2个中央财政支持建设专业、2 个国家重点建设专业、10 个省特色专业）、中职专业

44个（包括 5个省重点建设示范专业、5个市级重点建设专业）。 

1.2政府推动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策略分析 

1.2.1实行市级统筹，打牢合作基础 

针对铜陵市职业教育原有规模较小、布局分散、办学基础薄弱的状况，历届市委、市政府始终坚持把整合优质资源，提升

办学层次作为做大做强职业教育的前提和基础，先后将安徽冶金工校、铜陵师范学校与铜陵财专合并组建了铜陵学院，将铜陵

有色技工学校和有色职工大学合并组建了安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将铜陵一职高、卫校、经管中专、商业干校合并组建了铜陵

职业技术学院，将工业学校、经济技术学校和县职成教中心整合新建为铜陵市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并投入 10.2 亿元，用 6

年时间建成了占地面积达 1600多亩的市职教园区，铜陵职业技术学院和铜陵市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先后顺利入驻办学，市级

层面的布局调整和资源整合基本完成。全市高、中职在校生数从 2011年的 18760人增加到 2016年的 39000人。 

1.2.2制定激励机制，形成助推合力 

2015年 10月，市政府成立了全市职业教育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出台了《铜陵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办法》，指导铜陵职

业技术学院牵头组建了铜陵职教联盟，强化了教育链与产业链的有机结合，进一步密切了职业院校、行业组织、企事业单位、

政府部门之间的联系。为保障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各级政府均将职业教育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保证职业教育经费稳定增

长。2011-2016年，市级财政累计投入职业教育经费 6.81亿元，年均增长 37.7%，累计争取上级转移支付资金 3.85亿元，全部

用于实训基地建设及教学设备购置，初步形成了部门协同推进，保障措施有力的工作局面。 

1.2.3强化校企对接，促进产教融合 

为提升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通过《校企合作促进办法》，引导职业院校与企业在专业设置、订单培养、师资

队伍、教材开发、实训基地建设等方面积极开展合作，推进校企深度融合，提高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质量。各职业院校根据铜

陵经济社会发展实际，着眼铜基新材料、光电产业、旅游服务、文化艺术等新兴产业，形成了对接产业、企业、岗位的专业建

设和动态调整机制，全面接轨地方经济建设。如安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金属矿开采与冶炼专业、铜陵职业技术学院成立的海

峡两岸铜雕艺术研究院等。全市各职业院校与企业建立了 520 多个校内外实验实训实习基地，逐步形成了“厂中办班”、“校

中办厂”等形式多样的校企合作模式。 

1.2.4合作形式多样，促进产教融合 

通过开展订单式培养、现代学徒制试点、校政企合作等，不断丰富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内涵。市中职中心开展校企合作、

订单式培育人才的在铜企业有：新能源类的沃特玛、泰新汽车工业有限公司、汽车类的顺达集团、华胜、锐展科技、众和，PCB

类的永利电子、安博电器、乐凯特，电器元件的艾默生电气、铜峰电子，机械模具类的三佳、耐科、格瑞特、日飞轴承、三元，

铜产品类的精达、铜都流体，此外还有铜化集团、安徽诚创鑫科技有限公司等。铜陵职业技术学院与格瑞特公司开展现代学徒

制试点，利用市实训中心，引厂人校，联合编写教材，开展人才培养；安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搭建校政企合作平台，创新校企

合作方式，为开发区用工人才培养建立蓄水池，针对我市园区不同产业需求，优化专业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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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校企合作发展存在的问题 

2.1契合产业度的优质教育资源不多 

近年来，虽然政府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但总体来看，我市高等职业教育优质资源与省内其他地市相比无明显优势，尤

其是契合产业度的优质高等职业教育资源不多，适合铜陵产业发展的高尖端人才自身培养能力欠缺。 

2.2政府支持政策精准度不够 

虽然市政府出台了以校企合作为代表的相关文件政策，但缺乏相关配套政策支持，尤其是激励措施过于虚化，校企双方权

责利不够明确，如何有效激发企业参加校企合作的积极性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2.3校企合作可持续发展机制不强 

随着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程度不断提高，企业用工需求的变化性不断加快，存在校企合作培养出来的人用不上，急需用的

人才没有培养，校企合作双方需要建立一个有效的调控机制，增强合作的可持续性和有效性。 

2.4校企合作形式单一 

目前，我市校企合作层次浅，合作内容少，合作形式单一。学生基本以短期参观学习为主，跟岗实习和顶岗实习不多。其

他的校企合作形式如：委托式培养、订单式培养、“冠名班”式培养、工学交替模式、专业共建合作模式、校企融合互动模式、

“产学研”一体化模式、只是少量专业才有，且长效机制欠缺。 

3、政府推动校企合作办学发展策略 

3.1积极培育本地优质职业教育资源 

支持铜陵学院建设地方应用型高水平大学，内建外引适合本地产业发展的特色化专业，提升本地企业研发能力，让高尖端

人才留得住；支持铜陵职业技术学术创建地方技能型高水平大学建设，加强铜陵职业技术学院和安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内涵建

设，提升本地高职院校办学水平，采取针对性措施避免职业院校同质化发展；整合全市范围内中等职业教育资源，推进中职教

育规模化发展，积极培育我市产业转型升级所需的各类人才，实行优质职业教育资源立体化发展，针对我市不同产业和相同产

业需求的各类人才实行针对性培养。 

3.2对各类开展校企合作的企业进行差别化扶持 

推进校企合作关键在企业。重点选取一批适合开展校企合作的企业进行差别化扶持试点，应进一步明确校企合作中政府、

学校、企业三方责任。综合运用税收、金融、财政转移支付等手段，发挥行业主管部门的作用，建立健全校企合作的长效机制，

调动企业积极性，增强合作的稳定性，保障校企合作健康发展。重点发挥企业对职业教育的参与度与建设度，防止职业教育与

本地产业发展产生“两张皮”现象。 

3.3围绕人才强市、质量强市战略，提高用工标准 

建议充分发挥铜陵在各方面改革所取得的经验优势，发挥“船小好调头”的优势，选取一批科技含量高，用工要求高的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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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给企业予以相应政策、财政支持，实施铜陵版的德国“双元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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