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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任洁 周美玉/文 任洁/摄

经验介绍：
校企共同培养 入学即

入厂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的城
市轨道交通运营与管理专业是全
国第一批学徒制试点专业。 学校
与北京地铁运营公司合作 ， 于
2014年设立首个学徒制班， 共有
34名学生。 学生在入学前就与企
业、 学校签订三方合同， 这意味
着入学即入厂， 每个学生都是双
重身份， 既是学校的学生， 又是
企业的职工。

“在教学过程中， 企业是全
程参与的。” 据专业老师高蓉介
绍， 入学前， 北京地铁和学校共
同 对 学 生 进 行 面 试 ， 合 格 后
录入班里。 之后， 从课程设置、
教学、 毕业答辩、 实习， 北京地
铁公司都会有指导老师一起跟踪
教学。

李丽娟是首批学徒制班的学
生， 现在已经在北京地铁工作一
年， 目前是5号线东单站区站务
员。 “上学的时候， 学校离地铁
西小口站最近， 学校会组织我们
去车辆段参观体验。 在地铁工作
的老师会带我们去票亭， 给我们
讲怎么卖票， 怎么补票， 怎么换

票箱， 还可以实操。” 李丽娟说：
“这些实际操作的技能事先学会
了， 等我们走上岗位进入工作角
色就特别容易。”

另外， 学校里有实训室， 老
师会带领学生分组进行模拟训
练。 比如站台屏蔽门突然打不开
了， 会演练紧急打开屏蔽门的实
操办法 ， 还会分组进行火情演
练， 模拟火情发生后， 值班站长
岗位 、 综控室岗位 、 站务员岗
位、 票房岗位应该怎么做。 “参
加工作后， 地铁站里也会进行火
情演练， 我发现跟在学校时的演
练没有丝毫差别。” 李丽娟从学
校到实际工作岗位过渡得如此自
然， 得益于企业和学校共同推进
的这种现代学徒制模式。

陈奥琨是李丽娟的同班同
学，目前在京港地铁4号线菜市口
做站务员。他说，学校开设的课程
都是对工作非常有利的， 例如自
动售票机的操作， 之前在学校都
学过。 “参加工作后，带我的师傅
就说，发现我什么都会操作。 ”

合作现状：
全国逾六成中职校开展

订单式培养

目前， 全国已组建1400多个

职教集团 ， 覆盖 90%的高职和
70%的中职学校 ， 吸引约3万家
企业参与。

越来越多的企业参与到职业
教育的人才培养中。 统计显示，
高职院校和企业联合开展订单培
养2016年已接近1000所， 覆盖专
业点近10000个 ， 覆盖学生规模
近70万人。

校企合作、 工学结合成为中
职人才培养的基本模式， 全国六
成以上学校开展了企业订单培
养， 四成毕业生直接进入合作企
业就业， 九成以上学校建立了校
外实习实训基地 。 全国66.5%的
学校还聘用企业兼职教师，56.7%
的学校支付兼职教师课酬，课酬
年增长率达到13.2%。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
司负责人表示， 产教融合、 校企
合作是职业教育办学的基本模
式， 是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
技能人才的内在要求， 也是办好
职业教育的关键所在。

《办法》 提出了建立校企主
导、 政府推动、 行业指导、 学校
企业双主体实施的合作机制， 与
2017年底出台的 《关于深化产教
融合的若干意见》 共同形成把产
教融合、 校企合作引向深入的政
策 “组合拳”。

实践困惑：
困惑 ： 企业只管用人 不愿

过多参与人才建设
对策 ： 给予企业优惠 提升

参与积极性
劲松职业高中副校长郭宏亮

表示， 学校对校企合作的积极性
很高， 但是很多企业从经营管理
的考虑不是特别积极， 只知道使
用人， 没有真正参与到学校的培
养过程中 。 校企合作的政策要
求、 管理体系也不一样。 学校和
企业分别有各自的主管部门， 有
关要求不能按照统一标准来执
行， 学校无法要求企业， 企业也
没有依据必须和学校合作， 造成
的结果就是各自为战。

而且受到国家相关政策法规
的限制， 学校能够给企业提供的
利益很有限， 而企业是讲求效益
的， 如果投入过多却获益较小，
就不愿过多参与专业建设， 所以
深度的校企合作很难开展下去。

此外， 目前职业教育领域虽
然有职教协会， 行业协会， 但往
往固守自己的阵地， 缺乏相互配
合的协作机制。

郭宏亮建议， 政府应该大力
推进校企合作的政策细则， 给予
企业一定的优惠。 比如规定企业
每年必须承担专业教师和学生的
相关培训， 同时给予一定的经费
支持或税收优惠政策， 企业的积
极性应该会相应提高。 “现在很
多企业对招工进来的人进行二次
培训， 既加大培训成本又缺乏系
统性， 为什么不把培训前移到学
校阶段呢？ 这样才能培养出符合
企业要求的员工。”

他说， 还应发挥好行业协会
的作用， 建立一种由政府引导、
行业协会组织进行、 校企共同参
与的三方联系的运行机制。 行业
协会一手牵企业， 一手牵教育，
积极引导校企联手， 做好校企对
接， 共同前进。

困惑 ： 教师 “多干活 ” 拿
不到相应报酬

对策： 政策多给扶持 给予
奖励绩效

据东城职业大学校长助理金
焱介绍， 学校近年来与十多家企
业展开了多层次、 深入的校企合
作。 第一种是开办了百胜、 金鼎
轩等多个学历定制班， 企业把职
工送到学校， 通过两年半的学习
取得学历， 提升综合素质， 表现
好的在未来升职加薪上可得到更
多机会。 第二种是开展非学历教
育的校企合作， 因为教师很多为
“双师型” 人才， 具有相应的职
业资格证书， 包括注册会计师、
律师、 插花师、 企业培训师等，
可以送教上门， 为企业提供职业
培训； 第三种是与培训型企业合
作， 比如2016年起学校与北京电
商联盟共同成立商学院， 为电商
提供 “学历+技能” 的培训， 培
养互联网营销人才。

“我们属于成人高校， 得到
的专门政策支持较少， 很多东西
需要自己拓展， 比如在基础设施
投入、 绩效管理等方面。” 金焱
说， 受到绩效总数的限制， 为校
企合作工作付出较多的教师， 学
校却无法在绩效上予以奖励， 时
间久了难以提高教师的积极性。

“《办法》 出台后， 我们希
望能够在硬件设施、 资金、 项目
等方面得到扶持。” 她透露， 学
校想与企业多做一点课题， 比如
产教融合、 信息化平台建设等，
让职工享受到更多的教育资源。
同时最好能在绩效上体现出来，

让教师 “多干多得”， 并对表现
突出的教师在职称评聘、 晋升上
予以倾斜。

困惑： 没有资格证书无法一
线实习

对策： 校企共建实训基地创
设环境

对于轨道交通专业， 如何为
学生增加更多的实际操作机会，
是目前存在的一个难题。 “因为
地铁专业比较特殊， 如果没有相
关的资格证书， 学生就无法去一
线岗位操作体验。” 高蓉说。

为了解决这个难题， 北京交
通运输职业学院与北京地铁运营
公司合作， 建立了实训基地， 学
生可以进行票务、 安全门等相关
设备的操作， 这是全国首个轨道
交通的实训基地， 为学生提供了
很好的实操经验。

本市规划：
三年内将建设百个工程

师学院

市教委接受本报采访时透
露， 本市职业院校历来重视校企
合作， 进行了深入积极的探索。

比如昌平职业学校与联想集
团近年来开展了联想工程师学院
的试点， 引企入校， 企业深度参
与学校教育教学， 从招生、 教学
方案制定、 教师选配、 教学设施
设备和环境设置等方面全方位置
入联想的人才培养理念， 定制培
养高端技术技能人才， 收到了良
好效果。

目前， 已有很多学校仿照这
一模式进行试点， 包括用友集团
与商业学校建设的云财务会计师
学院， 丰台职业教育中心校与全
聚德建设的全聚德厨师学院等。

今年， 市教委职成处将力推
工程师学院建设， 计划3年内建
立100个工程师学院 （2018-2020
年）。 这些学院不一定照搬昌职
模式， 而是可以结合本校本企实
际各具特色。 目前已有十来家企
业对这件事表示出兴趣， 正在具
体洽谈中。 市教委将予以一定的
财政经费支持， 扶持这些工程师
学院的发展。

同时， 为了进一步加大这种
校企合作模式对学生的吸引力，
市教委将在升学方面给予倾斜。
今年的贯通培养项目特别设置了
工程师学院贯通培养方向， 考入
工程师学院的学生可以学到本
科， 即走中职-高职-应用型本
科之路， 为学生的成长搭建更多
可供选择的通道。 学生通过转段
考试进行升学 ， 不参加普通高
考， 升本则通过专升本的考试渠
道完成。

此外， 市教委今年还计划成
立两个职教集团： 学前职业教育
集团和文化艺术体育职业教育集
团。 集团化办学将形成合力， 可
实现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 提升
职业院校的含金量。

政策支持：
形成政策红利 破解运

行难题

为了推进 《办法》 的实施，
教育部表示将主动协调好经济、
劳动、 就业等领域， 制定行业企
业办职业教育的配套政策， 鼓励
企业举办或参与举办职业教育，
细化促进行业企业办学的具体政
策， 形成部门协调、 部省协同、
行业企业参与的政策红利， 破解
校企合作运行机制不顺畅、 育人
效果不明显等难题。

教育部 、 国家发
改委等6部门日前联合
印发 《职业学校校企
合作促进办法》， 有媒
体称 ， 这按下了新时
代职业学校校企合作
的快进键 。 本市的职
业院校在校企合作方
面积累了多年的经验，
也遇到一些困惑 。 他
们期待 《办法 》 的实
施能进一步扫清工作
障碍 ， 为更好培养新
时代高素质职业人才
保驾护航。

政策保障培养企业真正需要的人才

校企合作难或将不再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