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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加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构建现代职教体系的基本要求，运用扎根理论质性研究方法，以职业教育

校企合作动态过程为研究对象，建构校企合作交互过程“行为-动力”机理模型。研究发现，校企合作作为一个系统，

是一个内部相互影响、交融共建的关系与过程，行为域、动力域是校企合作的两种功能属性，深化校企合作需要加强

系统观、能动观和管理观，教师能力和综合管理是职业院校推进校企合作的重要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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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Behavior- Motivation” Mechanism of School-
Enterprise Cooperation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 Research Based on Grounded Theory

TAN  Junf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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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trengthening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and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is the basic 
requirement to build a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Using the qualitative research method of grounded theory, 
taking the dynamic process of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e “behavior- 
motivation” mechanism model of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in the interaction process is constructed. The study has 
found that as a system,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is a relationship and process of mutual influence, blending and 
co-construction, and the behavioral domain and dynamic domain are the two functional attributes of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To deepen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it is necessary to strengthen the system view, the dynamic view 
and the management view, and teachers’ ability and comprehensive management are the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s for 
vocational colleges to promote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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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4月，全国职教大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强

调要坚持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加快构建现代

职业教育体系。2021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

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

展的意见》，提出优化政策环境、创新办学机制、拓

展合作形式，协同推进产教深度融合。这给深化新时

代校企合作带来了新机遇，提出了新挑战。但是，长

期以来校企合作双主体间的利益诉求难以得到有效

匹配和双向满足，校企合作长效机制和协同育人模

式仍未有效建立，距离通过校企合作提升育人质量、

服务区域发展、支撑产业升级的目标还有一定差距，

“校热企冷”现象依旧普遍存在。因此，加强职业教

育校企合作机制研究，尤其是从已有实践中梳理问

题、寻找规律、建构方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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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有研究中，我们能了解校企合作的现状、

问题及促进校企合作需坚持的一般性原则，目前学

界也建立起了诸多因素间的影响关系与作用机理，

以及对校企合作的综合评价机制。然而，校企合作作

为一个动态关系系统，其复杂性不仅在于对结构关

系、影响因素的静态分析与测量，更需要在动态过程

中一体化分析其运行机理，尤其是探究在互为因果

条件下如何触发与促进校企合作行为，以切实改变

校企合作理论研究层出不穷、合作实践进展缓慢的

被动局面。本文在深度访谈基础上，采用扎根理论对

质性数据编码分析，提出校企合作是“行动-目标-

能力”三要素间互为因果、动态交互、循环往复的过

程，建构了校企合作交互过程“行为-动力”机理模

型，提出校企合作的系统观、能动观和管理观，针对

职业院校服务能力和管理提升给出参考建议，以期

促进产教融合。

一、文献回顾与述评

针对校企合作的现实困境，很多学者从多个角

度进行了探讨，从相关文献看，整体上可划分为三类

视角。

第一类视角聚焦于理论解释或理论归因，主要

是从不同理论出发，解释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中存在

的关系、现状与问题，为认识校企合作提供理论依据

和分析视角。例如陶泱霖从资源依赖理论出发分析

校企合作的冲突结构，提出消弭之策[1]；林丽超等用

场动力理论解释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的内在动因，探

讨激发内生动力的策略[2]；周蒋浒从协同理论角度分

析校企协同育人的现实困境，提出实践建议[3]；池春

阳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探讨产教融合各利益相关主

体的多维诉求，提出长效机制建议[4]。此类研究视角

整体上偏于宏观，多是基于经验主义方法论的思辨

分析，提出的对策建议原则性、方向性过强，尽管为

校企合作诉求、困境的整体认知提供了理论参考，但

缺乏对微观实践的针对性指导。

第二类视角聚焦于影响因素分析和模型构建。

例如冉云芳通过问卷调查和因子分析，确定企业参

与校企合作的动因主要基于经济动力和道德动力[5]；

沈剑光等通过抽样调查和分类分析，归纳影响企业

参与校企合作的主要因素可以分为法律制度、政府

作用、院校作为、企业自身、行业协会以及社会影响

等6个方面[6]；王文顺等根据扎根理论，建构“动因- 

障碍”理论模型，分析因素关系和作用机理，并对高

校管理和政府政策提出建议[7]；张浩通过企业实证研

究，提出合作支持性、合作有效性、合作紧密性是

影响企业参与校企合作意愿的核心因素[8]。此类研

究对象以企业为主，谋求“校热企冷”状态下抓问

题的主要矛盾，但却忽视了校企合作关系的系统性

和复杂性，忽视了诸因素间的互为影响关系，例如

教师的企业实践和服务能力直接关系到校企合作成

果的价值创造，进而影响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意愿，

但校企合作也是培养教师实践能力的前置条件和机

会平台，此类研究对校企合作一体化视角、互动视

角还缺少深入分析。此外，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目标

是协同育人，尽管学校和企业被称为校企合作的双

主体，但教育对象“学生”，同样是校企合作中的关

键能动力量，而非简单的被动接受教育的客体，上

述研究对学生诉求及其对校企合作关系的影响方面

还缺少深入探讨。

第三类视角聚焦于校企合作的综合评价，尤其

是对企业遴选指标体系的研究。例如徐艺从利益相

关者理论出发，构建并验证了以校企合作的基本条

件、项目设计、实施过程及实施效果为一级指标的质

量评估体系[9]；徐晔在梳理发达国家遴选企业参与校

企合作典型经验的基础上，沿着“组织机构-体制机

制-动力需求”主线构建了我国企业的三维遴选指标

体系[10]；向罗生从第三方评价角度，提出校企合作的

力度、广度、深度、密度、效度共5个维度的评价指 

标[11]；吴学仕等提出影响产教融合型企业遴选的9个

假设指标，运用结构方程模型验证其科学性，发现企

业领导态度和企业文化具有最大影响力[12]。此类研

究所提出的评价指标体系多维丰富，有助于校企合

作成效的科学评估，有助于校企合作的健康发展，只

是角度不同、各有侧重。但校企合作的成功归根到底

要依靠创造与投入，而非评估，与评价相比，校企合

作赋能和实践的紧迫性更强，激发校企合作活力应

是深化校企合作的核心任务。

据此，本文认为校企合作作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

的基本路径和方式，其系统性、复杂性和动态性仍有

待研究。本文把如何系统认识校企合作的动态过程作

为研究问题，通过对校企合作实践的深入调查，分析

职业教育校企合作在统一、整体、系统性视域下的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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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关系，提出校企合作交互过程的显性行为和隐性动

力，建构“行为-动力”机理模型，以期为推动职业教

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提供理论借鉴和行动指南。

二、研究设计

1.研究方法

扎根理论是一种归纳式的、以建立理论为目标

的质性研究方法，其最显著的特点是将理论的建立

“扎根于”系统的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基础之上[13]，

通过深入情境提炼数据概念，在反复比较、浓缩归纳

的基础上，建立范畴间联系并构建理论[14]。研究者在

研究开始之前一般没有理论假设，直接从原始资料

中归纳出概念和命题，然后上升到理论[15]。作为一种

质性研究方法，扎根理论已被广泛应用于社会学、管

理学和教育学等领域[16]。本文研究对象是校企合作，

当把校企合作关系与过程作为统一体进行研究时，

其交互影响性和动态复杂性仍缺少理论洞察，校企

合作行为仍存在“未被完全理解的现象”，扎根理论

有助于系统视域下理论成果的“自然涌现”，契合本

文研究需要。此外，扎根理论于1967年提出后，在发

展中基于不同理解形成了经典扎根、程序化扎根、建

构型扎根三大流派，各流派都遵循扎根精神，只是编

码方法有别[17]。本文采用以施特劳斯和科宾为代表

的程序化扎根流派的编码方法。

2.研究对象

本文采用理论抽样方法选取访谈对象，通过深

度访谈获取原始资料。理论抽样不是用来对有关概

念的假设进行验证或检测，而是揭示相关概念和它

们的属性和维度，当研究者进行理论抽样时，他们要

去那些能提供他们想要知道的关于这些概念信息的

地方、人物和情境[18]。根据理论抽样要求，本研究选

取了解、接触、参与过校企合作的企业、学校、行业

组织中的相关人士为访谈对象，同时兼顾行业类别、

企业业务、所涉专业的典型性和代表性，以便从多维

度和多视角获取丰富的访谈信息，访谈对象的认知

能力、理解能力和沟通能力完全满足本研究的需要。

通过社会关系的联络与引荐，最终遴选了3个行业协

会、4所高校、5家企业的16位专业人士作为采访对象，

受访者基本信息如表1所示。

3.数据收集

本研究主要采用半结构化一对一深度访谈方式

获取原始资料，资料收集与编码分析交替进行，前后

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二两个阶段是面对面深度访

谈，第三阶段受疫情影响采用微信语音方式进行，全

部访谈均得到受访者的支持和配合，议题清晰明确，

沟通交流顺畅，访谈时长30分钟到90分钟。访谈的

主要内容包括“您所服务的行业、企业，目前在人

才‘选、用、育、留’方面还面临哪些问题？”“谈一

谈您接触过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项目，背景如何？

过程怎样？有何看法？”“您认为在校企合作过程中，

企业和院校应该做好哪些具体工作、行动？”“在推

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方面，您还有哪些看法、建议

和计划？”等。访谈全程录音，最终收集到16份有效

样本，经音频转录后形成12.9万字的文本资料用于

编码，根据理论饱和原则，随机抽取11份样本（占比

2/3）用于编码分析和理论建构，余下5份样本（占比

1/3）做理论饱和度检验。

三、研究过程与模型建构

1.开放式编码

开放式编码按照“标签化（贴标签）-概念化（初

始概念）-范畴化（子范畴）”的质性数据分析流程，

在反复对比基础上逐字逐句对原始资料进行分析，从

中提炼概念、归纳出子范畴[19]。本文借助Nvivo11.0软

表1 受访者基本信息

受访者序号 性别 所在机构概要 职业岗位描述

A01 男 中关村人才协会 秘书长

A02 男 一卡通公司 人力资源总监

A03 女 城市供暖集团 副总裁

A04 男 装备制造公司 副总经理

A05 男 连锁经营协会 副秘书长

A06 男 有色金属协会 副秘书长

A07 男 网络服务公司 人力资源总监

A08 女 医疗设备公司 人事经理

A09 女 高等职业院校 教授/旅游管理

A10 女 高等职业院校 副教授/数字财经

A11 女 应用本科院校 副教授/人力资源

A12 女 高等职业院校 教授/院长

A13 男 高等职业院校 讲师/人工智能

A14 男 高等职业院校 教授/电子商务

A15 男 高等职业院校 副教授/休闲服务

A16 男 高等职业院校 产学合作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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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对原始访谈文本资料逐一进行开放式编码，共得

到413个自由节点（参考点），对应100个概念，最终

形成21个范畴（子范畴）。开放式编码的部分原始资

料语句以及标签化、概念化和范畴化示例见表2，其

中如A16-36代表第16份访谈资料编码产生的第36个

自由节点。根据相关与契合原则，将同一类别概念归

纳整合为子范畴，子范畴与概念的对应关系见表3。

2.主轴式编码

主轴式编码是对开放式编码所生成的子范畴进

行进一步归纳、收敛、提升，根据各子范畴在概念层

表2 开放式编码示例

原始资料语句及标签化 概念化及节点数 范畴化及节点数

A13-1正好这边有去企业挂职的机会（教师到企业挂职）

师资培养（11）

 专业建设合作（31）

A16-36这样就对老师的能力提升也有要求，现在我们的校企合作协议里面，就是标准的

里面也有写了，对我们学校培训的老师多少位，然后达到什么标准 （为高校培训师资）

A03-58真正能够让我参与校企合作的，项目本身能够产生效益的，我还是希望双方在做

前期方案设置的时候，能有更深度的一些交流。比如，这些人才需要在我企业培养的这

些技能，如果能够提前在学校实施完成一部分，可能会更好一些 （企业参与人培设计） 专业建设（8）

A10-2在咱学校还专门建了一个实训室，应该是咱们学校最早的实训室，完全模拟银行

柜台的那种模式（帮助学校建设实训室）

A04-5所以，特别是一些类似于是技术工种，我们那个时候是比较倾向于校企合作的这

种方式，尽量解决我的用人的问题，又能够有一定的专业能力 （企业补充人才缺口）

补充人才缺口（17）
A02-1我们实际上是在转型期，我们原来是实体卡，现在地慢慢向这种移动支付进行转

移，比如手机支付、手环，以后还向生物识别，比如说刷脸，这些实际上对于我们来讲

的话都是新技术，我们必须有新的人、新的团队来去拓展这些业务才行 （企业转型期新

人需求）
 人才管理（35）

A08-2那把这个任务指标分配下去之后，可能他就不承担这份责任了，或者是他承担不

起这份责任（提高岗位工作能力）

提升员工能力（6）
A05-17你招本来就很难，你自己的人，你怎么的总不能说不合适就辞，不合适就辞，本

身还缺编缺岗呢，你就得想办法把存量怎么能够很好地进行转化和提升，所以在这个“育 ”

上挑战也非常大 （企业员工职业能力提升需求）

表3 子范畴与概念对应关系（节选）

子范畴（范畴化） 概念（概念化） 节点数

业务管理 业务活动、过程管理、活动策划、企业调研、企业参观、人才规划、项目管理、员工服务、主动配合 33

机制建设 管理重视、机制创新行动、加深合作、合规管理、加强合作、文化管理、组织建设 19

专业建设合作 师资培养、专业建设、课程开发、课题合作、教材开发 31

专项咨询合作 管理咨询、技术咨询、业务合作、业务外包 17

实践教学 参与教学、工作指导、专项教学 23

专题培训 企业培训、技能认证、员工学习、岗前培训、个性培养、管理培训、线上学习、员工培训 21

专业提升
安排学生实习、促进专业建设、支撑技能大赛、支持项目申报、补充实践师资、促进专业招生、扩大

社会合作、提高育人满意度
20

经济效益 获得经济利益、降低育人成本、分担基础性工作 24

专业育人能力 专岗匹配、专业创新、育人水平、合作效果、区域服务 28

社会联络能力 合作关系、熟人关系、朋友关系、同学关系、同事关系、学校开拓力 18

制度协调
机制创新支持、制度障碍、目标冲突、制度优化、管理冲突、学校政策支持、政策的可操作性、政策

协调性、政策延续性、政策障碍
21

激励到位 激励不足、价值认可、教师动力不够、经济补贴、学校参与不足、激励改进、荣誉追求 29

谭俊峰：职业教育校企合作“行为-动力”机制分析—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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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上的逻辑相关性将近似编码链接在一起，聚类形

成主范畴[20]。本研究在反复研读思考从贴标签到概

念化再到子范畴的归纳整合过程的基础上，围绕“职

3.选择式编码

选择式编码是在前两个阶段的基础上从主范畴

中挖掘核心范畴，通过整合凝练搭建关系结构，基于

核心逻辑建构理论模型，并以“故事线”方式描述行

为现象。本文以校企合作过程“行为-动力”机制为

核心范畴，围绕“行动-目标-能力”三要素间互为

因果、动态交互、循环往复的过程，聚合形成影响校

企合作交互过程有效性的两大领域，即外显的“行

为域”和内隐的“动力域”，选择式编码见表5。

“行为域”对校企合作过程起到带动和牵引作

用，是合作各方发挥能动性的主观表现，由综合管

理、教学指导、业务咨询3个行为特征主范畴及相互

影响关系构成；“动力域”对校企合作过程起到支撑

和保障作用，是合作各方提升原动力的客观要求，由

利益诉求、政策促动、能力支撑3个动力特征主范畴

及相互影响关系构成。在校企合作过程中，行为域与

表4 主轴式编码

主范畴 子范畴 范畴的内涵

经济效益 通过校企合作，企业在降低用工成本和基础性工作投入方面获得的经济利益

人才管理 企业对人才筛选、人才补充、人岗匹配及员工能力提升等方面的管理需求

利益诉求 业务发展 通过校企合作，对促进企业产品市场销售、提升社会信誉、支持企业发展的需求

学生就业 通过校企合作，对提升学生的工作适应能力、有效促进就业的需求

专业提升 通过校企合作，对促进学校专业建设、提高专业人才培养能力的需求

政策牵引 政府出台的各项政策，对深化校企合作带来的指导、牵引、促进和支持作用

政策促动 制度协调 政府、学校、企业的各项管理措施具有协调性、延续性和可操作性，助力校企合作

激励到位 学校、企业对校企合作设计合理的激励机制吸引力强并执行到位

专业育人能力 学校在专业定位、人培方案、学生成长和服务需求方面对校企合作的促进作用

社会联络能力 学校的市场开发和外联拓展能力， 以及已有的人际关系网络对校企合作的驱动作用

能力支撑
教师服务能力 教师的影响力尤其是企业咨询服务能力，对促进校企合作将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学生成长能力 学生自身的道德修养、学习能力和成长追求，对校企合作的有效推进起到支撑作用

资源投入能力 学校和企业对校企合作经费、实训条件、实践岗位等资源投入，对校企合作具有基础性保障作用

管理协调能力 学校和企业在组织管理、沟通协调等方面的经验和能力，对校企合作目标的有效达成将产生直接影响

机制建设 学校、企业为推进校企合作在组织建设、机制创新、管理优化等方面做出的积极努力和工作行为

综合管理 业务管理 学校、企业在校企合作过程中所做的工作规划、活动策划、调查研究、相互配合等业务活动和工作行为

主动外联 为达成和扩大校企合作，学校、企业所做的积极主动的对外联络、协作、洽谈、服务等工作行为

教学指导
实践教学 在校企合作协同育人过程中围绕顶岗实习、实践训练所做的实训教学指导等工作行为

专题培训 在校企合作过程中所做的员工学习、技能认证、管理培训等培训活动和专题指导行为

专项咨询合作 针对具体的管理提升、技术咨询、服务外包等专项任务所提供的咨询服务活动
业务咨询

专业建设合作 围绕师资培养、课程开发、教材编写、课题合作等专业建设领域所开展的业务活动

表5 选择式编码

典型关系结构 关系结构的内涵

校企合作是“行动-目标-能

力”三要素间互为因果、动

态交互、循环往复的过程

“行为域”即外显行动，直接

影响到校企合作交互过程的

有效性，起到带动和牵引作

用，是合作各方发挥能动性

的主观表现

“动力域”即内隐能力，直接

影响到校企合作交互过程的

有效性，起到支撑和保障作

用，是合作各方提升原动力

的客观要求

目标

行动能力

目标

行动能力

动力域

目标

行动能力

行为域

业教育校企合作行为动力机制”这一核心问题，最终

形成6个主范畴，范畴内涵及主范畴与子范畴间的对

应关系见表4。

动力域是内在统一的整体，是校企合作的两种功能

属性，两者之间互为促进、激发与支持。将校企合作

交互过程划分为“行为”与“动力”，目的是增进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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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企合作运行机理、动态过程的深刻洞察，为推进校

企合作提供努力方向和策略抓手。校企合作交互过

程“行为-动力”机理模型见图1。

4.数据编码的检验

本研究借助对预留5份样本的编码对比分析完成

理论饱和度检验，预留样本编码没有提炼出新的概

念，符合正式编码构建的关系结构及内涵解释，验证

了正式编码的理论饱和。通过不同研究者数据编码

的一致性分析完成信度检验[21]，将开放式编码形成

的概念交给相关研究者进行范畴归纳，检验全部100

个概念对应归类于21个子范畴时的差异情况，初步

检验存在11个概念归类分歧，涉及2个范畴，编码一

致性达到0.89，存在分歧概念的主要差异在于对所用

词汇语义的理解上，例如子范畴“机制建设”一词的

语义内涵用于表示机制建设的外在行为，而子范畴

“制度协调”则是指制度要具备内在协调性，经交流

研讨能够达成一致意见，编码结果具有较高的信度。

四、模型阐释

1.校企合作是交融共进、不可分割的关系统

一体

本研究根据扎根理论所建构的“行为-动力”机

理模型，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关系一体化，根据系统性

原理，系统是结构与功能的统一体，结构决定功能、

功能影响结构[22]。学校和企业作为校企合作双主体

是从身份识别和责任划分的视角来看的，而从校企

合作有效性视角来看，校企双方将统一于合作目标

从而形成关系统一体。关系统一体的认识与定位有

助于增进双方从合作共识、贡献意愿到目标诉求、行

动协调的效率和效能，减少合作中的摩擦、障碍和冲

突，促进主动作为、协同共建达成合作目标。

校企合作关系统一体视角下的“利益诉求”包

含经济效益、人才管理、业务发展、学生就业、专业

提升5个子范畴，前3个是企业的主要诉求，但从关

系统一体出发，学校同样需要对企业诉求给予积极

的关注，努力寻找做贡献的机会。学生就业是学校专

业人才培养的需要，要兼顾学生端的就业期望并做

好就业指导，通过供需匹配引导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引导专业定位与生源招生，减少专业设置的盲目

性和生源招生的非理性，企业端也需要把学生就业

期望纳入人力资源规划体系设计之中。主范畴“综

合管理”包含机制建设、业务管理、主动外联3个行

为子范畴，它同样是建立在关系一体化视角之下，每

项行动均是双方发挥主观能动性、积极投入合作的

工作抓手。此外，教学指导、业务咨询、政策促动、

能力支撑4个主范畴也都基于关系一体化原则进行

归纳、收敛和凝练。“行为-动力”机理模型建构过

程本身就是校企合作关系一体化的涌现和构思过程，

最终形成交融共进、不可分割的关系统一体。

2.校企合作是互为因果、动态交互、循环往

复的过程统一体

校企合作一体化不仅表现在校企双方合作关系

上，也融入双方合作进程中，呈现互为因果、动态交

互、循环往复的过程统一体。“行为-动力”机理模型

包含一个大循环和两个小循环。大循环表现校企合作

过程三要素“行动-目标-能力”间的动态交互过程：

目标引导行动、行动达成目标；目标要求能力、能力

提升目标；行动培育能力、能力支持行动。两个小循

环分别具化为行为域、动力域，并各自呈现出内部要

素间的循环互动关系。首先，构成小循环的各要素间

互为影响、互为因果，与静态、单向、独立的因素分

析和模型建构相比，动态观、系统观更能反映出真实

的校企合作过程，有助于加深对校企合作一体化的

理解。其次，各要素间动态交互、协调适应的过程有

助于发现校企合作机会，变被动的条件等待为主动的

行动探索，力求在行动中创造机会、破解障碍、提升

能力。最后，循环往复过程也是积累校企合作经验、

图1 校企合作交互过程“行为-动力”机理模型

谭俊峰：职业教育校企合作“行为-动力”机制分析—基于扎根理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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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网络关系、促进跨项目协作的机会，有助于提高

校企合作的匹配能力、协作能力、服务能力。

3.行为域和动力域是校企合作统一体的两种

基本功能属性

行为域和动力域是“行动-目标-能力”动态交

互过程的具体化，是校企合作统一体的两种基本功

能属性，它们互为促进、激发与支持，共同融于校企

合作交互过程之中。行为不是动力的简单结果，动力

也不是行为的唯一源头，它们是并存关系而非从属

关系。“行为-动力”机理模型强调发挥合作参与者

的行为主动性，与消极应对相比，主动行为更具工

作韧性和创造力，更能跨越过程障碍、实现绩效目 

标[23]。行为域是显性的，对校企合作起到带动和牵引

作用，是合作各方发挥能动性的主观表现。动力域是

隐性的，对校企合作起到支撑和保障作用，是合作各

方提升源动力的客观要求。此外，通过行为域和动力

域间的互动促进，不断增进行为动力的群体关系、形

成被广泛认同的群体规范，根据群体动力理论，群体

规范有助于提升群体成员的行为一致性[24]，进一步

提高校企合作的有效性。

4.行为域内各范畴间的互动关系

研究发现，综合管理、教学指导、业务咨询三者

相互影响，共同构成校企合作行为域。综合管理行

为是指为推动校企合作顺利开展而进行的除专业教

学和业务咨询之外的一般性综合管理行为，包括机

制建设、业务管理、主动外联3个子范畴。机制建设

是指针对校企合作过程出现的具体问题，通过积极

的管理改进、文化建设、组织建设、制度优化等行为

有效化解障碍、优化流程、提升动力，受访者的代表

性观点如“A16-21他和我们合作，我们领导非常重

视，所以说签协议比较快，然后去年6月份开始弄，9

月份就开始招生了”、“A05-4当时一讨论一交流，觉

得说应该有这样的一个组织去把相应的工作做起来，

那么我们就成立了CCFA，是我们的简称，成立了校

企合作工作小组，那个时候还不叫委员会，然后是6

月29号在上海成立，开的成立会”。业务管理是指围

绕协同育人、企业服务等核心合作任务提供的支持

性、过程性管理行为，受访者的代表性观点如“A09-

12每年实习作为我们专业的指导老师，几乎就是24

小时随时随地在处理学生出现的各种问题”。主动外

联是指为争取校企合作机会而采取的积极的、主动

的对外联络行为，受访者的代表性观点如“A03-6七

年前我就来做HRD，我就让所有的HR，只要没事的

就搜集院校信息，我就把北京周边的，一直到山北地

区的，就让HR给我去找，挨个技术院校找，给职业

技术院校打电话，坦率来讲，我们搜集了100多个职

业技术院校”。教学指导行为包括为实习学生提供的

各类实践教学指导和为企业员工提供各类专题培训。

业务咨询行为是指学校和企业间互相为对方业务发

展提供专业性咨询，包括企业通过参与学校专业人

才培训方案设计、实训条件改进等为学校专业建设

提供指导，以及学校通过管理咨询、技术咨询等合作

为企业提供专项服务。

行为域内的三种关键行为是相互影响、相互促

进的，教学指导和业务咨询间既存在业务联系，又保

持能力相通，且都需要综合管理的支持，同时也为综

合管理活动提供机会。尽管教学指导和业务咨询属

于校企合作的核心业务、核心行为，但研究发现，综

合管理行为对校企合作的顺利开展起到更为关键的

保障作用，几乎所有合作行为均提及对综合管理的

要求，受访者的代表性观点如“A03-63基本上都是

我们在推着学校往前走，我们做我们的，他们做他

们的，其实很难对我的这种专业有支持”。由此可见，

校企合作首先是管理行为，其次才是专业行为，加强

对综合管理工作的重视和积极改进管理行为是深化

校企合作的重要突破口。

5.动力域内各范畴间的互动关系

研究发现，利益诉求、政策促动、能力支撑是校

企合作动力域的三项关键因素。利益诉求是指学校、

企业、学生希望的合作所带来的直接好处。学校方的

主要诉求是满足专业培养、专业提升和学生就业的

需要，其中就业也是学生的核心诉求。企业方的主要

诉求是提升经济效益、促进业务发展和服务人才管

理，其中人才管理是核心诉求，包括有效筛选人才、

补充人才缺口、提升员工能力、适应人岗匹配，受访

者的代表性观点如“A16-3然后就相当于在那里，就

是说相当于半实习的状态，比较深，但是他毕业的

时候只要符合这个要求的话，就可以进他北京燃气

的系统”、“A04-5所以，特别是一些比如说是技术工

种，我们那个时候是比较倾向于校企合作的这种方

式，尽量解决我的用人的问题，又能够有一定的专业

能力”、“A03-4我们就去招点人，发现没法儿招，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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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上没有这样的人”。政策促动是指机制体制、政策

制度在校企合作中所发挥的价值和促进作用，主要

包括政策牵引、制度协调和激励到位，受访者的代表

性观点如“A02-42政策性的指导越来越重要了，因

为咱们向来是集中资源办大事，所以你完全靠市场，

我觉得在中国是比较难推的”、“A10-20学校的政策

方面，因为现在好多东西都特别敏感，你像很多企

业想来咱们这儿，比如说做宣讲吧，然后需要层层

地去审批，怕出言论问题，这样一来，工作效率和工

作积极性非常低，大家宁可少一事不想多一事了”、

“A03-21到2019年，北京市出台了新型学徒制，这个

模式很明确，企业要培养我这个产业这个行业、北京

市急需的这些技能工人，北京市就给补贴”。能力支

撑是指确保校企合作顺利开展所需要的各种资源条

件和素质能力，主要包括专业育人能力、社会联络能

力、教师服务能力、学生成长能力、资源投入能力和

管理协调能力。

动力域内利益诉求是牵引、政策促动是保障、

能力支撑是基础，三种能力相互影响、相互促进。人

才培养是利益诉求的核心，它同时影响到人才管理、

学生就业和专业提升；激励到位是政策促动的关键

点，对意愿和能力的激励作用较为明显，而制度协调

具有明显的保健因素特征；资源投入能力和教师服

务能力在能力支撑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而学生自

身的成才愿望和成长能力也是构成能力支撑的重要

元素，这符合以学生为中心的职业教育理念，也是提

高职业教育质量与水平的内在要求[25]。

五、研究结论与建议

1.主要结论

本文以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为研究对象，以如何

认识校企合作的系统性为基本问题，通过半结构化

访谈收集一手资料，采用扎根理论进行编码分析，建

构出校企合作交互过程“行为-动力”机理模型。本

研究的主要结论如下：

（1）校企合作的系统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是一

个动态的、整体的、交融共进、互为因果的统一体，

“行动-目标-能力”三要素构成校企合作的大循环，

行为域、动力域是校企合作统一体的两种基本功能

属性，并由各自范畴形成小循环。这与从教育系统性

出发构建大职业教育系统观，以发展的眼光看待职

业教育和企业的关系，树立“校企一体化”的新理念

相契合[26]。区别于静态的影响因素分析和动因障碍

情境关系模型构建，校企合作的系统观更有助于理

解校企合作的内在影响逻辑，有助于深化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协同育人。

（2）校企合作的能动观。深刻认识校企合作中的

主观能动性对推动合作有效性的积极作用和意义，

提倡主动作为、创新思考、积极行动，行动不是从属

的结果，而是实现目标的前提，这与人本主义理念的

主体思想相一致，强调发挥个人潜力，实现自我价 

值[27]。校企合作的能动观，有助于激发企业的社会责

任意识，提升参与校企合作的站位与资源投入；有助

于激活教师群体的主体意识和贡献意愿，符合知识

型员工的工作动力本质上是自我引导的管理理念[28]。 

将行为域、动力域并列构成校企合作双循环的功能

属性是本研究的创新。

（3）校企合作的管理观。校企合作首先是管理行

为，其次才是专业行为。与目标明确、责任清晰的多

主体间经济合作不同，校企合作具有较强的非经济

目的和属性，合作绩效难以简单量化评估，合作行为

受制度性约束较弱，合作满意度的影响因素复杂且

不确定性强。因而，合作过程的计划、组织、协调、

控制等管理职能的有效发挥对合作成败影响重大。

研究表明，信息是影响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关键因

素，解决信息不对称所设计的校企合作治理机制[29]，

均属于管理范畴，加强对综合管理工作的重视和主

动改进管理行为是深化校企合作的重要突破口。

2.建议

根据本文研究结果，面对“校热企冷”的现实状

况，从校企合作统一体角度出发，改变现状需要学校

和企业携手共进，其中的关键点恰恰在“热”的学校

一端。学校的价值贡献是改变企业“冷”的关键推动

力量，多主体间合作归根到底是基于价值。因而，本

文主要针对校企合作中学校的实践提出两点建议：

（1）动力域应以“教师服务能力”为核心范畴，

首先对现有师资资源进行全面梳理，遴选出具备企

业服务能力的重点师资作为校企合作带头人，与校

内通常的绩效评价或职称评定不同，校企合作带头

人的评估应坚持实践能力导向。其次，围绕如何激活

校企合作带头人的工作意愿，进行相应的制度改革

和机制创新，充分释放校企合作带头人的工作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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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动学校整体校企合作专业服务能力的全面发育，

为进一步深化校企合作奠定能力基础。

（2）行为域应以“综合管理”为核心范畴，重点

提升服务意识并做好综合服务保障，努力推进校企

合作重点项目的市场推广、需求洽谈、签约合作和专

业服务。校企合作重点项目应在全面分析自身能力

特点的基础上，以解决企业实际问题为主，整合全校

资源、联合创造价值，并以此深化校企合作关系、提

升学校专业服务能力，进而带动产教深度融合，实现

协同育人。

面对动态复杂的校企合作关系和千差万别的资

源条件、目标需求，本研究缺少对典型校企合作关

系、典型校企服务能力的梳理和探究，未来可能结合

校企合作具体案例，通过实证研究，建立“行为-能

力”指标体系，为校企合作实践提供标杆参考，进一

步促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

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