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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教育融入皖江示范区的方法分析 ①

吴宏林，王晓辉
（合肥通用职业技术学院，安徽 合肥２３００３１）

摘　要：由于成本过高、周期过长等原因，使得企业与高职教育的融合等出现了困境。政府、皖江示范区及高职教育
三者基于人力资源目的相互联系，形成由政府、示范区及高职教育构成的三元重叠模式并形成一个三元重叠组织。因

此，建立专业人力资源公司或市场化运作的培训基地等三元重叠组织可以将安徽高职教育加速融入皖江示范区。

关键词：高职教育；皖江示范区；三元重叠

中图分类号：Ｇ７１０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６７４－５８８４（２０１４）０６－０１３５－０２

　　高职教育作为技术应用和推广主体，是皖江产业承

接示范区建设和完善的执行者之一，是应用性知识运用

与传播的主体，是原始性创新、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的重

要实践平台。企业与高职教育融合的方法一般是校企合

作、顶岗实习等，但由于成本过高、周期过长等原因，使得

校企合作等融合方法出现了困境。为此，重新考虑企业

与高职教育的融合显得尤为必要。

１　政府、示范区及高职教育构成的三元重叠模式
示范区与高职教育的联系毋庸置疑（企业是示范区

主体），而政府不仅保障示范区的发展，也通过支持、保障

高职教育为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由此，

政府、示范区与高职教育相互联系、相互影响。政府、示

范区以及高职教育的联系可以借用三螺旋理论来描述，

三者之间形成一种重叠模式（如图１所示）。其中，政府

与高职教育通过各种教育政策、财政政策以及相关科研

政策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共同形成 Ａ区域；政府与示范

区通过各种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土地政策、税收政策等

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共同形成 Ｂ区域；高职教育与皖江

示范区主要通过人力资源组织和利用进行相互联系和影

响的，如提供工作岗位、订单培养等。而 Ｄ区域则由政

府、皖江示范区和高职教育三者重叠形成的。

上述三元重叠模式是运动的。高职通过教育、教学改

革完成自身的螺旋式运动，其外在动力主要来源于示范区

和政府，示范区越来越高的人力资源要求、政府的政策性

指导激励了高职教育的自身螺旋，内在动力来源于招生规

模的可变性；示范区通过各种资源的投入（尤其是人力资

源）、技术创新等完成自身的螺旋式运动，其内在动力为经

济激励。这一模式的作用机理如图２所示。

图１　政府、示范区及高职教育构成的三元重叠模式

图２　三元重叠模式的作用机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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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图２可知，Ａ＋Ｄ是高职教育与政府的交叉区域，

政府引导、支持并保障高职教育有效发展；Ｂ＋Ｄ为政府

与示范区的交叉区域，在此区域里，政府和示范区能有效

融合；而Ｃ＋Ｄ则是高职教育与示范区的交叉区域，双方

能就自身的经济激励、就业激励进行融合。安徽高职教

育融入皖江示范区的区域应包括 Ｃ区域和 Ｄ区域，其中

Ｃ区域为高职教育和示范区双方的融合区域，而 Ｄ区域

则是政府、示范区及高职教育三元重叠区域。为此，研究

安徽高职教育融入示范区的方法主要从Ｃ区域和Ｄ区域

两个角度去考虑。

２　高职教育融入皖江示范区的方法
２．１　与Ｃ区域相融合的方法

Ｃ区域是示范区与高职教育形成的双边区域。在此

区域里，高职教育要积极主动变革，以适应企业的诉求。

首先，高职教育要通过实践调查、企业座谈等形式，全面

考察区域内的企业诉求，依据企业需求选择具体的开办

专业；其次，将企业对人力资源的知识、能力诉求细化、量

化，并要求企业制定出上述知识、能力诉求的认证标准，

不断使学生的知识、能力与企业的需求相符；第三，建立

高职教育课程教学的动态适应机制，以适应企业日益变

化和更新的知识能力需求；最后，积极创新高职教育人才

培养模式，如校企合作、合作办学、企业培训以及顶岗实

习等。

２．２　建立与Ｄ区域相融合的三元重叠组织

２．２．１　专业人力资源企业或市场化运作的培训基地

在发达国家，为了保证并保障高职教育及企业之间

的沟通联动，设置了专门的机构进行校企合作的管理，例

如美国创办了“高校大学—企业关系委员会”、英国创办

了“培训与企业委员会”等。这些机构主要协调政府、学

校和企业之间的关系、构建校企合作平台等。２０１０年度

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工作会议上，教育部部长袁贵仁指

出，我国高职教育弱就弱在校企合作，而这也是一直以来

制约我国高职教育可持续发展的瓶颈［１］。近年来，高职

院校在产学合作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形成了多

种校企合作模式，如“订单式培养”、“合作办学、办厂”等，

但在实践过程中遇到了许多问题。无论从目标导向、主

体作用、合作方式、合作的领域和深度诸多角度来看，普

遍存在学校一厢情愿，而企业参与的积极性不高等问题，

使得当前校企合作、产学合作还多数停留在解决实验、实

训基地等浅层次的结合上，合作的层次不高，缺乏校企合

作之间的互动，没有真正实现资源的优化组合。较多学

者分析了上述问题，认为主要原因有学校地位偏低、政府

缺位以及企业逐利等原因，企业逐利是最主要的因素。

由于培养人才的周期过长，成本过高，短期内的投入一般

会大于成本，出于对利润的考量，企业不愿意主动与学校

进行合作。那么，如能降低企业成本，校企合作的成效将

较为显著［２］。基于此，成立一个专业的市场组织对政府、

高职教育及企业三者进行沟通、融合是十分必要的。因

此，在由政府、示范区及高职教育三者构成的三元重叠模

式里，此重叠组织可以是专业人力资源企业、市场化运作

的培训基地等。

２．２．２　三元重叠组织的功能设想

实践中，不同类型的三元重叠组织具有不同的功能，

在三螺旋系统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例如，孵化器的主

要功能是通过为新企业提供场地和设施、种子资金、创业

培训、管理咨询等孵化新企业；技术转移中心的主要功能

是作为大学和产业之间技术转移的桥梁，促使大学科技

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变等等。而在由高职教育、政府

及企业构建的三螺旋模型里，其三元重叠组织应具有以

下主要功能：（１）中介功能：为高职教育、示范区、政府三

方提供中介服务，是三方间信息沟通、技术应用转移、人

员流动的桥梁和纽带；（２）整合功能：整合三方资源，组织

合作创新项目，孵化新企业；（３）平台功能：为三方合作提

供场所和基础设施，营造良好的创新环境；（４）服务功能：

为相关参与者和潜在合作伙伴提供商业咨询、管理咨询、

法律援助、创业教育、人员培训等专业化服务并代理政府

的部分职能；（５）生产功能：整合三方资源，利用自身的信

息等优势，与示范区内的企业合作办厂。

相应的，此重叠组织具备如下特点：（１）相对独立性，

重叠组织由三方主体共同创立并与它们密切协作，但保

持独立化运作，不从属于任何一个机构范围；（２）动态适

应性，三元重叠模式处于不断的运动之中，重叠组织必将

随之进行自我调整；（３）区域选择性，重叠组织的具体形

式、目标、功能、规模等均取决于该区域的创新需求，因而

呈现出区域化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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