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颁布时间 法律法规 

1969年 《职业教育法》 

1965 年1972 年年
1972 年1976年年 

《手工业条例》《企业基本法》《实训教师资格条
例》《青年劳动保护法》 

1981 年 《职业教育促进法》 

1980s 《劳动促进法》 

1980s 《培训员资格条例》 

1980s 《培训条例》 

1980s2015年年 
《青年就业与示范教育计划法案》新修订《职业教
育法》 

德国 

各国职业教育国家层面的重要法律法规 

颁布时间 法律法规 

1919年 《阿斯蒂埃法》 

1940s 《郎之万――瓦隆教育改革方案》 

1971年年 《终身教育法》 

1975年 《哈比改革法案》 

1993年年 《关于工作、就业和职业培训五年法》 

1998年 《职业教育改革的工作纲要》 

1998 年 《面向21世纪职业教育宪章21世纪职业教育宪章》 

2000 年2014年修订年修订 《新实习生法案》  

2009年年 《关于终身职业培训和就业指导法》 

法国 

澳大利亚 

颁布时间 法律法规 

1974年 《坎甘报告》 

1978年 《职业培训法修正案》 

1990年 《培训保障法》 

1992年 《职业教育与培训拨款修订法案》 

2001年 《职业教育与培训法案》 

2001年 
《2011年全国职业教育与培训监管法案》2011年全国职业教育与培训监管法案》 

2003年 
《塑造我们的未来：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和培训2004～2010国家战略》2004～2010国家战略》 

2004年 《职业教育法》 

2005年 《拨款法》 

2005年 《用技能武装劳动力2005年法案》2005年法案》 

2005年 
《技能立国——澳大利亚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发展的新理念》——澳大利亚职业技术教育与培
训发展的新理念》 

2006年 《拨款(技术与继续教育资助)法令》(技术与继续教育资助)法令》 

2008年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体系改革》、《国家技能和劳动力发展协议》 

2009年 《未来的基础：国家培训体系的管理、构建和市场设计的建议》 

2011年 《为了繁荣的技能—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路线图》—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与培训路线图》 

颁布时间 法律法规 

1940年 《国际训练法》 

1962年 《人力开发和培训法》 

1963年 《职业教育法》 

1964年 《经济机会法》 

1973年 《全面就业培训法》 

1974年 《生计教育法》 

1977年 《青年就业与示范教育计划法案》 

1982年 《职业训练协作法》 

1983年 《就业培训合作法》 

1984年 《柏金斯法案》 

1994年 《美国2000年教育目标法》 

1994年 《学校-工作机会法》 

2006年 《卡尔·柏金斯生涯与技术改进法》 

美国 

  项目国别 主要合作模式 主导因素 显著特点 企业定位 

德国 

1.双元制模式；
2.集中实践模
式； 
3.实习模式。 

企业 

1.德国从法律层面规定了产教结合的具体形式和内容，把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产教结合定位为企业的法定义务。2.产
教结合形式多层次、多方面，其经费重要来源是大中型制
造业企业的直接资助，建立的企业培训中心是产教结合的
重要基地。同时，企业支持有实践经验的工程师承担职业
教育培训的教学工作，在产教结合中起到桥梁作用。3.应
用科技大学以实践性为基本原则，将产教结合融入教学各
个环节，注重与企业共同开发科研项目，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  

1.企业自建培训基地。2.投资建
立职业培训中心。3.职教教师必
须有两年企业工作经历。4.参与
职业资格证书考试。 

英国 工学交替模式 政府 

1.英国建有完善的法律保障体系，在法律层面保证和促进
产教结合。2.英国的职业技术教育与社会经济、社会职业、
产业发展紧密结合，在多层次、全方位上实现了产教结合。
3.学校和企业双方都有产教结合的动机和欲望，地方教育
当局主动在学校和企业之间建立了沟通、协调和服务机制，
在产教结合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市场需求预测、提供信息。2.
参与宏观管理和领导决策。3.参
与制订国家职业资格证书能力标
准。4.充实、优化职业教育的师
资队伍。5.参与职业技术教育学
校的管理。 

法国 双轨制 政府 

1.法律基础完善，政府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保证职业
教育企业合作良性发展。2.“两轨”并行、衔接，学校、
企业关系紧密，几乎所有的工作由培训机构和企业共同承
担，而且大部分培训时间均在企业进行。 

1.企业参与学校管理。2.企业必
须缴纳学徒税，承担学徒工资。
3.企业专家和工程师直接参与学
生培养，为其在企业接受培训期
间提供帮助和指导。4.学校承担
企业科研任务。5.学校为企业提
供继续教育培训 

德、英、法、美、日、澳、六国校企合作制度对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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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英、法、美、日、澳、六国校企合作制度对比分析(续) 

项目国别 主要合作模式 主导因素 显著特点 企业定位 

美国 

1.合作教育；2.青年
学徒制；3.技术准备
计划；4.校企契约；5.
其他合作计划。 

学校 

1.校企合作发展历史悠久，合作模式丰富，校企
深度融合。2.校企合作通过立法途径保障，且政
府给予财政支持。3.校企合作管理机构健全，设
有专门负责机构，并安排协调员专人负责落实各
项工作。 

1.主动寻求合作，参与学校管理和
培养计划制定。2.为学生提供职业
培训；为学校提供资金。3.企业的
技术人员和教育专家到学校指导学
生，完成“协定”提出的目标。 

日本 

1.双结合模式；2.委
托培养模式；3.巡回
指导模式；4.集体入
学模式；5.人员交流
模式；6.委托开发模
式；7.企业投资模式。 

政府 

1.地域性：高等职业教育坚持为地方经济发展服
务；同时，高等专门学校与地方企业加强合作，
使研究成果对地方产业发展发挥重要作用。2.实
践性：职业院校理论课与实践课的比例大多为1:1，
实践课程多数安排在企业进行，提倡体验式教学。
3.企业积极参与：行业、企业参与产教合作意愿
强，一方面加强与当地职业院校联系，为自身提
供人才保障；另一方面通过为社会贡献活动，提
高自身知名度。 

1.企业发挥职业教育主导作用，承
担办学主责任。2.企业积极为职业
教育募集资金，提供必要的财政资
助，供学校进行科研项目研究，并
为学生提供实习场所。3.企业聘请
教授作为企业技术顾问，对企业的
生产和革新进行指导；同时聘请技
术人员到学校对学生进行专业指导。
4.企业委托学校进行技术、商品开
发，并将科研成果转化为产品，加
快产业化进程。 
 

澳大利亚 

1.新学徒制模式；2.
实践主导模式；3.校
企联合培训模式；4.
校际合作模式。 

政府 
澳大利亚的产教结合、校企合作，注重在行业与
学校、当下需求与长远发展、技能培养与综合素
质提升等方面寻求平衡。 

1.主导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宏观决策。
2.主导制定国家能力标准。3.主导
专业设置和课程开发。4.参与办学
的全过程。5.负责教学质量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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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发展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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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部分地（市）出台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规与政策 

地（市） 校企合作法规 校企合作政策文件 

宁波 
《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 《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实施意见》 

大连 

《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进入立法
程序）  

《推进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实施意见》《职业教育行业指导实施意见》《职业
教育集团建设工作实施意见》 

杭州 

  《关于促进中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若干意见》《中等职业学校实习管理办
法》《中等职业教育实习经费管理办法》《杭州市中等职业教育学生学籍管
理办法》《关于进一步规范和完善中等职业学校外聘教师管理制度》 

北京 
  《北京市交通行业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暂行办法》 

重庆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重庆市旅游局关于开展旅游职业教育现代学徒制人才培
养模式试点工作的通知》 

沈阳 
  《沈阳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办法》（2013年3月1日执行） 

青岛 
《青岛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   

开封   《开封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办法》 

7 

我国部分地（市）出台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法规与政策（续） 

地（市） 校企合作法规 校企合作政策文件 

上虞   《上虞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办法》 

三门峡   《三门峡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实施办法》 

唐山   《唐山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办法》 

常州 
  《关于加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办学的指导意见 

十堰   《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意见》 

天津   《滨海新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条例》 

襄阳 
  《关于大力推进职业院校专业设置与地方支柱对接工作的实施意见》 

潍坊 
  《潍坊市人民政府关于大力推进校企合作加快技能型人才培养的实施意

见》  

丹东 

  《关于大力推进我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实施意见》《丹东市职业教育
校企合作联系会议制度》 

晋江   《晋江市支持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若干意见》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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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形式 

问题 有 没有 不清楚 

1 企业为学校提供了实习岗位 79.86% 8.26% 11.93% 

2 企业依托职业院校开展员工培训 58.72% 22.94% 18.35% 

3 企业为教师提供了实践机会 56.88% 19.27% 23.85% 

4 企业为学校提供了实习实训设备 55.96% 24.77% 19.27% 

5 企业与职业学校联合办学 54.13% 24.77% 21.1% 

6 企业参与了职业学校课程建设 48.62% 23.85% 27.52% 

7 企业为学校提供了兼职教师 44.95% 29.36% 25.69% 

8 学校与企业有联合科技攻关合作 43.12% 26.61% 30.28% 

9 企业与职业学校共建成职教集团 43.12% 32.11% 24.77% 

10 企业参与职业学校技能鉴定和评价 42.2% 25.69% 32.11% 

11 企业在职业学校开办了订单班或冠名班 38.53% 28.44% 33.03% 

12 企业参与职业学校人才培养标准的制定 36.70% 28.44% 34.86% 

13 企业参与了职业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 33.03% 30.28% 36.7% 

14 企业参与了职业学校专业建设委员会 31.19% 26.61% 42.2% 

15 企业参与职业学校教材开发 30.28% 34.86% 34.86% 

16 企业与职业学校共建二级学院 27.52% 40.37% 32.11% 

17 企业在学校建立了生产车间 18.35% 50.46% 31.19% 

9 

企业期望的知识与职业院校学生的知识之间的差异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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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期望的能力与职业院校学生的能力之间的差异 

11 

 企业期望的素质与职业院校学生的素质之间的差异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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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合作的实践 

13 

14 

转变教育观念，树立面向产业需求的教育理念 

洋务运动时期，”工学并举“办学思想 

新中国成立以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理
论指导下， “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
的构想 

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职业教育
走上与市场经济接轨的发展道路 

职业教
育观必
须与经
济社会
发展需
求适应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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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升级与调整 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继承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传统理念和实践经验 

树立适应市场经济需要的，面向产业需求的职业教育观 

转变教育观念，树立面向产业需求的教育理念 

15 

16 

教育部职成司 行业教学指导
委员会  

行业与职业
教育对接会 

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宏观管理体制机制逐步建立 

转变教育观念，树立面向产业需求的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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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 

在苏州工业园区建立“一所培训工人
的学院，为园区的外国投资者提供员
工，这个学校所训练的技能，必须适
应园区将来新产业的发展，这些工人
必须牢记，他们要和中国和世界其它
地方的工人进行竞争，外国投资者来
到苏州，看到这样一所学院，他们会

很快决定把投资投到园区来”。  

转变教育观念，树立面向产业需求的教育理念 

17 

18 

案例：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 

办学宗旨：“企业的需要，我们的目标”  

办学定位：为外企提供合格的技术员工，要适应区域产业 

     的发展，培养的员工要具有国际竞争力。  

深度合作模式：园区内有10多家跨国外资企业是学院的董
事会成员，10多年来合作企业累计向企业捐赠奖学金、助
学金、奖教金或捐赠设备超过6000 万元，并积极参与学
院办学、专业设置、课程开发、实训基地、师资建设建设

等各项工作。  

转变教育观念，树立面向产业需求的教育理念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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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名称  模式介绍 

BOSCH模式 
订单式培养：学院为企业提供定向班学员和企业订单

培训 

SAMSUNG模式 
培训用设备：企业向学院赠送设备，学院用培训回报

企业 

PHILIPS模式 
共建实训室：企业与学院共建实训室，共同培养企业

所需员工的校企合作模式，实训室既是学院学生的
教学实训场所，又是企业员工培训的基地；  

IVT 模式 
引企业进校园：学院根据核心专业的训练体系设置引

进相关企业，完善“教学工厂” 

AMBOW 模式 
产学研实体化：企业与学院共组教学系部，使产学研

实体化。  

CHARMILLES模式 
使用权共享：公司在学院展示设备，并给予学院设备

使用权的合作模式。 

案例：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 

转变教育观念，树立面向产业需求的教育理念 

20 

空客A320培训班学员正在上课 

案例：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 

空客A320项目落户天津 

空客A320天津总装线的技能人才
测评中心、技能人才培训中心以
及电工技术培训项目落户中德 

转变教育观念，树立面向产业需求的教育理念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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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 

为适应天津滨海新区大飞机、大火箭产业发展需求  

依据行业
国际标准，
调整人才
培养目标  

编写符合
公司要求
和行业规
范的英文
教材 

聘请空客
总部培训
中心专家
为学院特
聘教授  

以项目管
理为特色
的运行机
制和管理

制度  

组建具有
国际水准
的教师队

伍  

转变教育观念，树立面向产业需求的教育理念 

21 

22 

  制定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全方位参和从事职业教育 

    从世界银行报告数据显示，自1985年以来，中

国通过大规模投资，不断提升生产能力，推进边干

边学的步伐。其结果是，当前产品组合成为技术上

更为先进的产品。 

    伴随技术进步，企业对技能工人的需求更为迫

切，企业支持、参与或举办职业教育的热情逐步高

涨。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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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高铁企业 

2009年，中铁六局集团公司与天津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合作共建了采用当今最先进的博格板整体道床技术，

按照京津城际铁路的技术标准建设，价值300万元左右 

的80米长的高速铁路实训线路，由学院提供场地，中

铁六局集团公司提供设备、技术，并负责施工。 

浦镇车辆厂投资与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建设了
900米长的两条实训线路，火车可以开进基地，为企

业职工培训和学院学生实习实训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制定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全方位参和从事职业教育 

23 

24 

案例：民营企业 

    天津宝成集团是以锅炉机械加工为主业的民营集团公

司。公司成立30多年来，与职业教育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与

合作。在企业发展之初，通过与职业院校合作，委托培养

锅炉相关技能人才，摆脱了企业发展初期的困境。 

  制定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全方位参和从事职业教育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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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技能基础上的技术进步的推进，企业
（包括大量的民办企业，这也是未来校企合作
推进的重要潜在主体）具有足够参与职业教育
的动机。因此，推进制度创新，制定各种优惠
政策，降低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制度成本和经
济成本；充分发挥政府和行业组织的作用，构
建职业院校董事会、教学指导委员会等，打通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途径和机制，使企业参与
职业教育的潜在动机转化为现实动机，推动职
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深入发展。 

  制定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全方位参和从事职业教育 

25 

26 

建设校内生产性实习实训基地，搭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
桥头堡 

职业院校 企业 

校内
模拟
仿真
实习
实训 

企业
定岗
实习 

校内
生产
性实
习实
训 

适应企业生产实践需求
能力不足 

生产管理困难，风险大 

26 



2016/4/23 

14 

27 

案例:武汉职业技术学院 

学校提供厂房的 

卡卡智能科技生产线  

学校提供厂房与设备 

的SMT生产实训基地  

学校提供土地的 

 汽车4S店  

目前已与企业共建的15家校内生产性实训基地实现了16个项目
的合作，年培养学生人数达到了10000人次，企业使用学校房屋
面积共计20000平方米，企业投入设备总价值达到3800万元。 

建设校内生产性实习实训基地，搭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
桥头堡 

28 

案例：齐齐哈尔工程学院（原齐齐哈尔职业技术学院 ） 

    依托“专业法人制度”，由专业长牵头成立具有

独立法人资格的实体性的校办企业，通过校办实体企

业的运作促使教师主动融入市场，调动教师的积极性

和创造性，使学院的专业建设最大程度的贴近市场需

求，打造了以 “专业法人”的校办企业为核心构建创

建“全实景”的实训、实习环境。 

建设校内生产性实习实训基地，搭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
桥头堡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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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校后厂，校企合一”的“生产式”实训基地使学
生的实习更加方便，使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更加紧密。  

目前学院共有齐三机床有限公司、北京现代汽车4S店、
齐职院机电设备有限公司、二手车交易市场、汽车驾
校等19个校办企业。 

案例：齐齐哈尔工程学院（原齐齐哈尔职业技术学院 ） 

建设校内生产性实习实训基地，搭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
桥头堡 

29 

30 

案例：宁波城市职业教育学院  

    由学校提供面积适当、位置合适的校内场地 ，根据功能
划分为实训区和经营区。 

   学校和企业共同筹措资金, 同时向政府申请资金支持 。
学校在实验室建设经费内支付场地建设费用; 企业提供硬件

设备和相关软件。  

   学校下拨启动经费,用于进入该模式学生的人才培养、日常
教学与管理以及支付与企业合作费用。公司日常经营费用、企
业所派管理人员和指导师傅的薪酬由企业承担, 学生进行生产
性实训的报酬由企业根劳动实际价值进行发放, 并由企业自负

盈亏。  

建设校内生产性实习实训基地，搭建职业教育校企合作
桥头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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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励地方先行先试，寻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突破口 

    职业教育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非常密切的联系，各

地（如天津、苏州、宁波、大连等地）根据自身特点和优势

积极探索职业教育创新发展之路，形成了具有地方自身特点

的，在全国具有普遍影响力的职业教育模式。 

    充分发挥地方主动性，允许地方根据自身区域经济特
点，整合地方资源，在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管理体制、运行
机制、制度环境、经费投入等方面先行先试，为全国范围
内的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改革试点创新、积累经验，寻找新
的突破点。 

31 

32 

案例：天津 

    当许多省市将行业所属职业学校收到教育行政部门管
理时，在教育部的大力支持下，天津市市委、市政府果断
决策，依靠行业办学不变，教育经费渠道不变，额度不变，

教育行政部门加强统筹规划和宏观管理。  

    建立了由分管领导牵头，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
天津市职业教育部门联系会议制度，加强职业教育的领

导与协调。  

 鼓励地方先行先试，寻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突破口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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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天津 

    建立了8大滨海新区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基地和93个
校外实训基地，搭建校企合作平台，提高校企合作水平  

    按照市场经济规律，采取各行业内部资源置换与整合，
学校商商业贷款，并用财政贴息的方法，在全市组建了16
个行业性、区域性等不同类型的职教集团。  

    为加大企业参与学校管理的工作力度，天津市职业院
校都建立了产教结合委员会制度。 

 鼓励地方先行先试，寻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突破口 

33 

34 

案例：天津 

    在经费投入上，采取加大政府支持，办学主管部门配
套、职业院校建立发展基金、社会捐助办学等多渠道筹措

的职业教育多元化投入体制。  

    启动建设“海河教育园区”，使其成为国家新兴产业、
高科技产业、现代服务业技能型人才培养培训基地，职业
教育体制机制乃至制度创新先行先试的试验区。 

 鼓励地方先行先试，寻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突破口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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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2030的展望 

35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社会责任意识得到普遍提升，
法律地位得到明确，激励保障措施得到完善。企业
成为职业教育的办学主体、治理主体、培养主体和
评价主体，成为技术创新、工匠精神塑造、人人出
彩的重要场所。 

4      

提
纲
   

提
纲
     

 

2030愿景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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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外 

国 内 

37 

完善相关法律制度，明确企业的主体
责任 

   
以《职业教育法》为依据，围绕企业举办和参与
职业教育中的义务、责任和权利，职业教育校企
合作的关系等制定《校企合作法》、《企业培训
法》等配套法律及实施细则，明确企业举办职业
教育的公益性，给予企业举办或参与职业教育与
公办职业院校同等的法律地位，对企业参与职业
教育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为企业主体作用的发
挥提供法律保障。 

37 

4 
 

国 外 

国 内 

38 

破解制度障碍，保障企业有效参与 

   
创新职业教育办学模式，鼓励企业依据自身条件
通过独资、合资、合作等多种形式举办职业教育；
完善企业以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要素参与
办学机制，保障其享受相应的权利；完善企业与
公办院校互相委托和购买服务的机制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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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 外 

国 内 

39 

 建立国家资格框架，以企业技术创新
引领职业教育人才培养 

   
行业企业依据国家资格框架制定行业人才标准。鼓励行业
企业通过董事会、教学指导委员会，参与职业院校人才培
养目标制定、专业建设、课程和教材开发、师资培养等人
才培养过程。创新人才培养模式，通过现代学徒制等培养
模式实现技能人才培养过程与企业生产过程、技术创新过
程有机融合，实现行业人才标准与院校教学标准相对接。
加强企业与职业院校的产学研合作，建立系列职业研究中
心，理顺技术进步、技能需求与技能供给，促进技术进步
与技能供给的有效互动，实现技术技能的有效积累。 

39 

4 
 

国 外 

国 内 

40 

 建立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成本核算及
激励机制，提升企业参与的可持续 

   
建立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成本和收益核算指标体系，定期
评估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成本收益情况，整合财政投入、
社会捐赠、企业培训基金归集等资源，建立企业参与职业
教育的激励补偿机制。 

40 



2016/4/23 

21 

4 
 

国 外 

国 内 

41 

 发挥企业文化传承与创新作用，塑造
中国工匠精神 

   
充分发挥企业主体作用，传承传统文化，培育中国工匠文
化，加强工业文化进校园，将工业文化作为技能人才职业
认同培养的重要内容，将企业作为工匠精神培养的重要场
所。 

41 

4 
 

国 外 

国 内 

42 

 依托“一路一带”，以企业引领中国
职业教育走向国际 

   
充分发挥我国与“一路一带”国家的区位差异和地缘优势，
充分发挥我国优势企业在“一路一带”的龙头作用，积极
推动我国优秀职业院校在国外办学，推广中国职教模式，
形成中国职教品牌，促进我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化发展。 

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