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23卷第4期
2023年12月

温 州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学 报
Journal of Wenzhou Polytechnic

Vol.23 No.4
Dec.2023

新时代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供给特征

与改革路向

DOI: 10.13669/j.cnki.33-1276/z.2023.057

江春华

（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宁波  315800）

[摘  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十年是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密集出台、制度逐渐完善、效应持续显现的重要时

期。以“政策主体—政策举措”二维结构模型为分析框架，对120份国家层面出台的产教融合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

后发现：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健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顶层设计，发挥“把舵定向”作用；教育部、财政部、

人社部、国家发改委等国家部委协同推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落实落细，发挥“强劲动力”作用。多元化的政策主

体凝聚产教融合政策供给合力，从宏观、中观、微观层面出台多层次的政策举措，统筹产教发展规划和资源布局，创

新平台载体建设，深化产教协同育人，提升产教融合政策实施效能。为持续推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优化，需要着

眼于政策的体系化、法治化、执行力、低成本，以产教融合政策的改革创新与贯彻落实提升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实践能

力和发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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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ply Characteristics and Reform Direction of the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Policy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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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ecade since the 18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an important 
period for the intensive introduction of the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policy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gradual 
improvement of the system and the continuous appearance of the effect. Taking the two-dimensional structure model 
of “policy subjects - policy measures” as the analysis framework, based on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120 national 
policy texts on the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the State Council and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have improved the top-level design of the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played a role of “steering”; national ministries and commissions such as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 the 
Ministry of Finance, the Ministry of Human Resources and Social Security, and the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Reform 
Commission have jointly promoted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policy, and played a 
“strong driving force” role. Diversified policy bodies have consolidated the supply of the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policy, introduced multi-level policy measures from the macro, meso and micro levels, coordinated the development 
planning and resource layout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nnovated the construction of platforms and carriers, deepened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industry and education to educate people, and improved the implementation efficiency of 
the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policy. In order to continuously promote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industry-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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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献回顾与问题的提出

产教融合发端于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实践，产

业要素融入人才培养过程，人才培养服务于产业发

展。产教融合的“初心”就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

升教育服务产业发展能力。随着教育端的人才培养

与产业端的企业生产经营之间相互关系的深化、密

切，产教融合也逐步扩展成教育系统与产业系统之

间多主体、多要素、多形态的多向度融合，成为一种

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的制度安排。可以说，产教

融合是教育系统和产业系统互联互通、紧密协作的

融合发展过程，是社会各领域要素相互渗透、交叉、

协同基础上的异质性、互补性融合[1]。在此复杂过程

中，作为产教融合的重要利益相关方，政府也通过政

策供给等宏观管理手段在统筹产教资源布局、促进

产教需求对接、推进校企协同育人等方面发挥着重

要作用。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推动产教融合

的政策供给力度持续加大，政策体系逐步健全。2013

年1月，《教育部关于印发〈教育部2013年工作要点〉

的通知》（教政法〔2013〕2号）提出“大力推进职业

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这是我国首次在政策中

明确提出“产教融合”这一政策话语，与过去“产教

结合”“工学结合”“产学合作”等话语在内涵上有了

质的转变。同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中

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

次在党中央文件中提出“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标志着产教融合进入党和国家的整体制度安排中，

迈入新的发展阶段。2017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7〕

95号），这是我国国家层面专门针对产教融合出台的

第一个政策文件，产教融合的国家顶层设计制度框

架基本明晰，影响重大、意义深远。2022年5月，新

修订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将“产

教结合”修正为“产教融合”，强调职业教育必须坚

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产教融合首次作为法律规范

得以明确，正式迈入法治化轨道。从政策规定到法律

规范，我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制度化建设跃上了

新台阶。十年来，国家集聚产教融合政策供给合力，

持续出台一系列政策举措，逐步健全多层次、整体

性、协同化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体系，为推进职

业教育产教深度融合提供了坚实的制度保障。

学术界对于产教融合的政策供给也较为关注。

不少学者从政策工具的视角构建“政策工具—职

业教育产教融合主体”[2]、“政策工具—产教融合实

施”[3]、“政策工具—政策目标—政策影响力”[4]等产

教融合政策分析框架，研究产教融合政策工具的组

合与使用情况。有研究发现，产教融合政策具有政策

制定主体的系统性、政策工具使用的多元性、施策主

体的协同性、施策目标的衔接性、政策不同维度的

耦合性等5个方面特征[5]。也有学者认为职业教育产

教融合制度供给呈现出由碎片性政策条款到整合性

体系化政策融合，由供给不足到有效供给，由政府单

一主体到多元主体互动等3个显著特征[6]。当然，职

业教育产教融合的政策供给与制度创新也存在一些

问题。有学者指出，产教融合规范性文件的数量增长

很大程度上可以归结为一种“自我复制与自我维持”

的过程，并未很好地激发与时俱进的制度创新并发

挥应有的制度效应[7]。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制度化过程

中，制度体系不完备、不协同，政策引领作用发生反

向偏移[8]。上述研究丰富了产教融合政策研究，但涉

及政策面较窄，对产教融合政策实施举措关注不够。

进入新时代，随着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理论内涵的深

化研究与实践探索的深入推进，迫切需要及时转变

产教融合政策改革的理念、制度、举措，增强政策供

给的适应性。基于此，本研究以产教融合政策为研究

对象，通过对政策文本的量化分析，研究职业教育产

教融合政策供给的现状及特征，并从宏观政策设计

上提出进一步改革优化策略，为完善产教融合政策

体系、提升产教融合政策效能提供参考借鉴。

二、研究框架与政策文本来源

1.研究框架

本研究侧重分析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的供给

现状，多维度呈现产教融合的政策样态，结合已有

文献构建“政策主体—政策举措”二维结构模型，探

讨政策主体如何推动落实产教融合政策举措。政策

integration policy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focus on the systematization, legalization, execution, and 
low cost of the policy, and improve the practical ability and development level of the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through the reform, innov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policy.

Key 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policy supply; reform dir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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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是指政策制定的主体，主要包括中共中央、国

务院、全国人大及其办公机构以及国家发改委、教

育部、人社部、工信部、财政部等国家部委两大类国

家层面政策主体，构建产教融合政策供给的组织体

系。政策举措是政策文本的主体内容，根据产教融合

内涵和政策内容的分析，主要归纳为优化产教资源

布局、强化平台载体建设、深化产教协同育人三个层

次，构建产教融合政策供给的行动体系。通过“政策

主体—政策举措”二维分析框架，整体呈现职业教育

产教融合政策供给的图景。

2.政策文本来源

因产教融合内涵丰富，形式多样，涉及政策容易

泛化，且有国家和地方政府两个层级的政策主体出台

相关政策，根据权威性、规范性、公开性原则，本研

究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文本范围限定为国家层

面政策主体出台的且明确提及“产教融合”一词的公

开政策文本。依托互联网平台广泛搜集、筛选政策文

本，截至2023年7月12日，最终确定120份产教融合

政策文本作为研究样本（部分政策文本见表1）。从政

策时间上看，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涵盖了从2013

年1月《教育部关于印发〈教育部2013年工作要点〉

的通知》（教政法〔2013〕2号）到2023年7月《教育

部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

重点任务的通知》（教职成厅函〔2023〕20号）的政策

文本。

三、新时代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供给的现

状与特征

1.产教融合政策供给数量稳步增长，以通

知、意见为主要政策类型

一定程度上，政策数量的多少代表了政府改革

意愿的强弱、改革力度的大小。2013—2023年，国

家年均出台10余份产教融合政策，年均增长率达

300%。其中，2019年发文量最多，有21份，占比

17.5%。可见，国家对于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非常重视，

持续加大政策供给力度，产教融合政策供给数量稳

表1 国家层面涉及产教融合的政策一览（部分）

序号 发文时间 发文机构 政策名称 政策内容

3 2013年 中共中央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

重大问题的决定》

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深化产

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高素质劳动

者和技能型人才

9 2015年 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

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若干意

见》

完善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机制，推进

产教深度融合

30 2017年 国务院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

的若干意见》

构建教育和产业统筹融合发展格局，

强化企业重要主体作用，推进产教融

合人才培养改革，促进产教供需双向

对接

39 2018年
教育部、国家发改委、工信部、

财政部、人社部、国家税务总局

《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印发〈职业

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的通知》

推动形成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

结合、知行合一的共同育人机制

53 2019年
国家发改委、教育部、工信部、

财政部、人社部、国资委

《关于印发〈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

点实施方案〉的通知》

完善产教融合发展规划和资源布局，

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改革，

创新产教融合重大平台载体建设，探

索产教融合深度发展体制机制创新

86 2021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

展的意见》

完善产教融合办学体制，创新校企合

作办学机制

114 2023年

国家发改委、教育部、工信部、

财政部、人社部、自然资源部、

中国人民银行、国务院国资委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印发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

实施方案（2023—2025年）〉的通

知》

推动形成产教融合头雁效应，建设产

教融合实训基地，丰富产教融合办学

形态，拓展产教融合培养内容，优化

产教融合合作模式，打造产教融合新

型载体

江春华：新时代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供给特征与改革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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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增长。随着2019年《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

方案》的发布，产教融合的纵深化改革加速推进，一

系列配套政策相继出台实施（见图1）。以2019年为

分界点，2013—2018年累计发文43份，2019—2023

年累计发文77份，分别占比35.8%和64.2%。从累计

发文量看，产教融合政策供给呈直线上升趋势。从

2013年3份政策到2023年120份政策，职业教育产教

融合政策库迅速扩容，产教融合政策供给与实践需

求逐渐平衡，政策供给规模效应逐步显现。从政策

类型看，产教融合政策涵盖了决定、意见、建议、规

划、方案、计划、通知等多样类型，发挥了指导、管

制、规范、执行等多种政策功能。120份产教融合政

策文本中，有37份意见、69份通知，分别占比30.8%

和57.5%。可见，产教融合政策供给多为权威性、强

制性政策工具，对于推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实施具

有促进作用。

2.多元化政策主体推动产教融合政策供给形

成合力

从政策制定主体看，120份产教融合政策文本

中，涉及66个政策主体（部分主体见表2）。职业教育

产教融合政策主体具有多元性。多元化的政策主体推

动产教融合政策供给形成合力，共同推进职业教育

产教融合政策落实落细。一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全

国人大顶层设计，明确产教融合政策改革方向。120

份产教融合政策文本中，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

大及其办公机构共发文28份，占比23.3%，其中2022

年发文量最多，有5份。具体来看，中共中央、国务

院联合发文2份，中共中央单独发文6份，国务院单

独发文7份，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发文3份，中共

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文6份，国务院办

公厅单独发文4份。尤其是党的十九大报告首次提出

“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

步强调“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国

家“十三五规划纲要”“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

标纲要”也对深化推行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作了明确

部署。可见，产教融合已成为国家战略部署的重要内

容。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在推进职业教育产

教融合政策供给中发挥“把舵定向”作用。二是国家

部委协同推进，加大产教融合政策供给力度。120份

产教融合政策文本中，国家部委及其办公机构共发文

92份，占比76.7%，其中2019年发文量最多，有17份。

92份政策文本中，多部委联合发文量达52份，占比

56.5%。例如，《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

2023年）》由教育部等九部门联合印发，《职业教育产

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年）》由

国家发改委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可见，职业教育产教

融合政策供给体现了多部门协同推进实施的政策特

征。从发文主体关系上看，教育部与国家发改委互相

联合发文共15份，形成双向紧密型政策关系；教育

部牵头与财政部联合发文13份，与人社部、工信部分

别联合发文均为9份，形成单向配合型政策关系。分

部委看，教育部、财政部、人社部、国家发改委总发

文量最多，分别达54份、26份、25份、17份，但发文

的方式和作用发挥大不相同。教育部牵头联合发文、

单独发文和配合发文量基本持平，在17—19份之间；

国家发改委主要是牵头联合发文和配合发文；财政

部、人社部、工信部以配合发文为主，分别有21份、

17份、12份。可见，教育部以多种形式在产教融合政

策供给中发挥主导作用，财政部、人社部、国家发改

委、工信部也积极参与政策供给，发挥重要支撑作

用。此外，交通运输部、文化和旅游部、国家邮政局

分别与教育部联合出台现代交通运输、文化艺术、邮

政行业职业教育发展的指导意见，强调以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为途径推进相关行业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农业农村部、国家税务总局、市场监管总局、中国人

民银行、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工商联等国家部委也

配合发文，共同参与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供给。总

之，国家多部委联合发布产教融合政策，对统筹推进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提出具体实施任务和行动举措，协

同完善产教融合政策体系，为集聚整合多方资源要素

图1 产教融合政策发文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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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政策支持，为推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纵深改革

探索路径，为推动落实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形成合力，

发挥“强劲动力”作用。

3.多层次政策举措推进产教融合制度实践提

质增效

政策举措是政策供给的核心内容，关系到政策

实施的成效。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举措具有多层

次性。多层次的政策举措全面深化产教融合制度改

革，协同提升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实施效能。一是

在宏观层面，统筹产教发展规划和资源布局，构建多

元办学格局。形成教育和产业统筹融合、良性互动的

发展格局是深化产教融合的战略目标。在战略布局

上，产教融合政策要求同步规划产教融合与经济社

会发展，统筹优化职业教育和产业结构，推进职业教

育资源向产业和人口集聚区集中，促进职业教育与

产业联动发展。从职业教育改革看，《国家职业教育

改革实施方案》（国发〔2019〕4号）强调“健全多元

化办学格局，扶持鼓励企业和社会力量参与举办各

类职业教育”。通过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强化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重要主体作用，健

全多元化办学体制，实现由政府举办为主向政府统

筹管理、社会多元办学的职业教育格局转变。二是在

中观层面，创新平台载体建设，促进产教供需对接。

打造多类型、多样化产教融合平台是深化职业教育

产教融合的重要举措。《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建设改革的意见》等多份产教融合政策相继提出建

设市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产教融合

联盟、产教融合实训基地、产教融合技术创新平台、

产教融合信息服务平台以及现代产业学院、专业特

色学院等平台载体，广泛汇聚产教资源，精准对接产

教融合需求，降低产教融合制度性交易成本。三是在

微观层面，全面推进中国特色学徒制，深化产教协同

育人。培养适应产业需求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是

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根本任务。在长期实践中，

职业教育已基本形成以学徒制为主要培养形式的产

教协同育人模式。《教育部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

点工作的意见》（教职成〔2014〕9号）和《教育部办

公厅关于全面推进现代学徒制工作的通知》（教职成 

厅函〔2019〕12号）要求推进招生招工一体化，加强

标准体系、双导师团队、教学资源、培养模式、管理

机制建设，试点推行并逐步全面推广政府引导、行

业参与、社会支持、校企双主体育人的中国特色学

徒制，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惠及10万余名

学生（学徒）。

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改革的未来路向

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

重要指示强调：“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制度创新、

政策供给、投入力度。”党的十八大以来，职业教育

产教融合政策供给取得积极成效。为进一步提升产

教融合政策效能，释放产教融合政策活力，以产教融

合政策的改革创新与贯彻落实提升职业教育产教融

表2 不同政策主体产教融合政策发文量（部分）

发文机构 发文形式 发文量/份

中共中央
牵头联合发文 2

单独发文 6

国务院
单独发文 7

配合发文 2

全国人大 单独发文 2

全国人大常委会 单独发文 1

中共中央办公厅 牵头联合发文 6

国务院办公厅
单独发文 4

配合发文 6

国家发改委
牵头联合发文 6

配合发文 11

教育部

牵头联合发文 19

单独发文 18

配合发文 17

人社部

牵头联合发文 6

单独发文 3

配合发文 17

工信部
单独发文 1

配合发文 12

财政部
牵头联合发文 5

配合发文 21

国务院国资委 配合发文 9

国家发改委办公厅
牵头联合发文 2

配合发文 1

教育部办公厅

牵头联合发文 7

单独发文 13

配合发文 3

工信部办公厅 配合发文 4

国资委办公厅 配合发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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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实践能力和发展水平，本研究从宏观政策设计上

提出相关改革路向与优化策略。

1.政策体系化：增强产教融合政策改革的系

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着力增强改革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是我

国全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的一项重要经验，也

贯穿于职业教育管理改革的全过程，引导着职业教

育产教融合政策供给的路径方向。当前，产教融合政

策供给普遍分散化、碎片化，系统性政策设计不够，

跨部门协同难以推进，政策合力形成不足。优化职业

教育产教融合政策供给首要的是推动产教融合政策

体系化，健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体系。这就要求

用好改革关键一招，用活创新第一动力，增强职业教

育产教融合政策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系

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具有显著的内在关联性和逻辑

一致性，要求对改革进行系统设计、整体布局、协同

推进，特别是通过改革的“三性”推动发展，实现改

革与发展的“三性”统一[9]。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

体系化建设需要系统谋划、整体推进、协同治理。一

是以系统思维谋划产教融合顶层设计。产教融合正在

经历系统性演化，正在加速演变为产教融合生态系

统。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改革要从系统全局的战略

高度谋划政策体系建设，突出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

推动产教融合政策更加成熟，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

范、运行有效的政策体系。二是整体推进产教融合政

策实施。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改革要从深化产业、

教育、科技、人才多元融合的整体出发，推动产教融

合政策供给从分散化、碎片化转向整体性，统筹人才

培养、技术创新、师资建设、产业升级等多要素，以

多元要素集成创新激发产教融合综合改革活力。同

时，各项产教融合政策改革举措要相互促进、良性互

动、协同配合，发挥合力。三是多主体共同参与产教

融合政策设计。动员社会各方力量积极参与产教融合

至关重要。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制定和制度设计要

广泛吸纳各类企业、行业协会、社会组织以及学校师

生共同参与、共同协商、共同治理，精准对接实践需

求，全面阐释政策内涵，积极营造良好的产教融合政

策环境，推动产教融合政策改革有效落地。

2.政策法治化：推动产教融合由政策主导向

法律主导的法治化模式转型

从政策供给到法律供给是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

展的必然趋势[10]。法律具有权威性、强制性、规范性、

约束性、稳定性等特征，将普遍性、有效性的产教融

合政策制度上升到法律层次加以规范，推动职业教

育产教融合由政策主导向法律主导的法治化模式转

型，可为产教融合政策的持续有效运行提供坚实有

力的法律保障。一要加大法律供给，完善产教融合法

律体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法

律体系是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法制化的首要任务

和重中之重。2022年新修订施行的《职业教育法》将

1996年的《职业教育法》提出的“产教结合”修正为

“产教融合”，在发挥企业重要办学主体作用、推进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等方面夯实了法律基础、拓宽了

法律途径、明确了法律规范[11]。一方面，要以此次新

《职业教育法》修订施行为契机，将深化产教融合纳

入《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师法》《公司法》《劳

动法》《劳动合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加快制订

匹配度高、操作性强的产教融合法律法规体系。另一

方面，推动产教融合专门立法，出台“国家产教融合

促进条例”，对推进产教融合作出明确具体的规定，

细化相关法律主体的权责关系，保障职业教育产教

融合制度实践行稳致远。二要加强法律实施，依法推

进产教融合办学。法律实施是发挥法律效力的关键，

也是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法制化的重要环节。推

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法律实施和政策执行既需要政

府依法行政，在政策供给、制度创新、行政规制等方

面贯彻法律准则，落实落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法规

政策，又需要学校和企业依法办学，遵循法律规范，

履行法律义务，共同在人才培养、技术创新、师资建

设、产业服务等方面深入推进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制

度实践。

3.政策执行力：构建产教融合顶层设计与细

化落实的联动反馈机制

政策的生命力在于执行，执行内化于政策的构

成之中。通过执行检验政策的有效性，同时也针对政

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一步调整和完善政策供

给。政策治理效能取决于政策执行，政策执行力是政

策发挥治理效能的核心。发挥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治

理效能，关键在于提升产教融合政策执行力。政策执

行力是政策执行主体（个体或组织）依据政策内容，

推动政策落实，取得政策成效所包含或产生的力，既

指政策执行的能力，也指政策执行的效力，兼顾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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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执行过程和执行结果。执行不力、难以落实、成效

不佳是当前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供给最主要的困

境，其症结在于产教融合顶层设计不优、细化落实不

清，政策设计与执行存在鸿沟。因此，推动职业教育

产教融合政策执行既要优化顶层设计、明晰实施细

则，更要有机结合顶层设计机制和细化落实机制，全

面提升产教融合从微观到宏观、从点到面、从部分

到整体的执行能力和执行效力。一是自上而下，以产

教融合战略为导向构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设计、

执行、反馈的闭环机制。作为一个系统的持续演化过

程，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供给要坚持战略导向，深

化改革创新，建立健全从政策设计到政策执行再到

反馈优化的全过程、结构化政策供给路径，缩小职业

教育产教融合从政策到实践、从顶层设计到细化落

实之间的差距，避免政策失灵。二是自下而上，将好

的产教融合实践纳入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设计的

整体框架。政策根源于实践，又指导实践。行之有效

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实践经验要纳入政策设计框架，

立章建制，进而示范推广，提高产教融合政策体系实

践成效，扩大产教融合政策效应。

4.政策低成本：降低产教融合的多主体制度

性交易成本

政策成本是政策效益的重要影响因素，降低产

教融合政策成本则是优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供

给的重要手段。由于产教融合的跨界性、多主体性，

产教融合政策成本主要来源于多元主体在产教融合

政策设计与实施过程中因信息不对称、制度壁垒所

带来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包括信息搜寻成本、决策成

本、谈判协商成本、监督成本、争议解决成本、违约

清算成本等等[12]。因此，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优化

就要求在产教融合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降低多主

体的交易成本。一是要搭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信息

服务综合平台，消解产教融合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

产业与教育发展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加剧了职业教

育产教融合过程中的信息不对称，增加了产教供需

对接的交易成本。通过搭建数字化、集成化的产教融

合信息服务平台，推动产教融合信息搜寻、发布、匹

配的一体化、链条化，促进产教供需精准对接，破除

产教融合的信息不对称障碍，避免产教融合相关方

的盲目与无序，降低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制度性交

易成本。二是要构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多元主体集

体协商机制，消除产教融合过程中的制度壁垒。学校

和企业作为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两大核心主体，其

本身作为异质性组织的性质决定了合作存在较深的

制度壁垒。通过构建校企双方以及政府、行业组织在

内的多主体、常态化沟通协商机制，共同参与产教融

合政策制定和制度设计，消解矛盾冲突，达成价值共

识，降低运行风险，提高合作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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