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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高质量发展、支撑产业行业转型升级、推动地方经济

社会繁荣的良性循环。

二是以产业园区为重要链接和建设载体，汇聚产业

头部资源。《通知》中明确要求市域产教联合体应以产

业园区为基础组织进行培育申报。产业园区具有产业集

聚度高、创新要素密集、地方特色突出等特征，以产业

园区为发展载体，是促进区域内产教融合的重要链接，

能督促职业教育做到必问产业、必问企业、必问应用，

在专业设置、人才培养、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上精准布

局、按需产出。

三是多元主体参与，以“联”为改革侧重点。市域

产教联合体通过联系各类主体、汇聚各方资源、整合优

势 要 素 ， 形 成 “ 1 + 1 ＞ 2 ” 的 聚 合 效 应 ， 构 建 聚 焦 人 才

链、优化教育链、激活创新链、服务产业链的“四链”

融合发展机制。 [1]如西安国际陆港物流市域产教联合体

是由西安国际港务区管委会、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与

中国铁路西安局集团有限公司牵头组建，铁路和物流行

业上下游企业、普通高校、科研机构等协同参与，通过

实体化运作和共建共管治理模式引导职业院校专业人才

培养向产业需求看齐、建立与现代产业相适应的培养模

式，推动陆港区物流行业实现技术迭代和产业升级，加

快产业园区提质扩容。

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的现实困境

（一）各主体权责不清晰	

市 域 产 教 联 合 体 的 各 个 参 与 主 体 权 责 较 为 模 糊 。

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参与主体相比于传统的产教融合形态

更加多元，传统产教融合模式下的参与主体主要为高职

院校与行业企业，联合体新形态中还吸纳了政府、产业

园 区 、 普 通 高 校 、 科 研 机 构 等 主 体 ， 融 汇 主 体 更 加 多

元。不同主体的价值理念、参与动机、运行机制、产权

结构、治理架构、资源禀赋、机构规模都存在一定的差

异，合作中天然存在一定的制度和模式壁垒。另外，市

域产教联合体作为产教融合的新形态，仍然处于初步的

申报审批和起步建设阶段，实施效果还没有经过长时间的

检验，缺乏成功做法和经验可借鉴。当前联合体的事项领

域涉及政府管理、企业运转、教育教学、人才培养、科研

创新等众多板块，不同活动、不同场地、不同主体间各项

工作交织互联，需要协调的事项也更为复杂，但参与主体

的合作仍以笼统的合作协议为基础，关系较为松散，众多

主体在联合体共建共管过程中的权责划分不清晰、缺乏

明确的职能定位和任务分工，容易导致出现产教融合深

度不足、稳定性较差、实效性不强的状况。

（二）各主体参与意愿不同

不 同 主 体 参 与 到 联 合 体 建 设 的 初 衷 不 同 ， 最 终 收

益也不尽相同，反过来又会影响其投入建设的主观积极

性。地方政府参与为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和吸引力、为

地区产业发展提供人才和技能支撑，进而促进当地经济发

展，但是相应地在建设过程中地方政府需要给予政策和资

金支持，部分地区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原因而投入不足，

或是因为政府治理能力不强而导致管理不善。企业是在政

策号召和优惠吸引下，希望通过深度产教融合解决自身

的技术瓶颈和人才缺口，企业要在合作中投入人力、时

间和资金参与到职校的课程开发、实习实践、科研创新

等方面，但是人才培养和技术突破不是立竿见影的，不

一定能使得企业短时间内快速获益。[2]职业院校、普通高

校作为人才培养的主阵地，产教融合“两翼”新形态有利

于其吸纳企业资源、汇集多方力量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优化教育教学。参与到市域产教联合体对职校和高校而言

投入不高，而且多是应尽之责。由此可见，政府和企业参

与的支出和收益可能会出现失衡情况，尤其对于以追求

经济利益和回报为主要目标的企业而言，可能参与的意

愿不高，在参与过程中如果没有达到预期的回报率会降

低对市域产教联合体参与的投入力度。

（三）运行制度不完善

不论是市域产教联合体整体上的运行机制，还是各

主体内部的组织管理制度都尚不健全。从集体行动理论

上来讲，参与主体越少，个体行动对集体的影响越大，

反之则越小。因此参与主体较多的联合体更容易出现各

方“搭便车”的情形，各方之间信息互通的难度也进一

步增强，因此在缺乏机制约束和保障时各方很难紧密协

作、系统有序地开展工作。 [3]从参与个体角度而言，部

分学校还没有理顺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建设思路和实施路

径，相关的政策、制度和人员等实施要素缺位。联合体

的优势在于政产教社的快速联动，面对日新月异的技术

变革和产业发展，需要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多主体联动

响应和快速调整。制度和流程的缺位导致学校对产业的

新技术、新要求不能及时跟进和把握，影响联合体运营的

效果。有些学校重申报轻建设，实际参与联合体的模式与

以往产教融合的模式相似，只在实习实践、师资团队、课

程开发等单要素单环节上下功夫，有“旧瓶装新酒”之

嫌，不符合市域产教联合体的建设初衷和运营目标。

优化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的破解路径

（一）政府加强顶层设计，构建人才供需平台

以产业园区为基础，实施“一区域一集群”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