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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与社会 之间的反向 交流正在推 动科学

的进步， 这种推动是极为强 烈的， 突破了 行业

与行业之间的界限， 突破了大学 与社会之 间的

界限， 这是 21 世纪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大学

的深刻变革和必由之路。 [1] 尤其是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的来临， 行业领先企业在新基建、
技术研发、 应用场景等方 面的投入强 度远超大

学。 党的十九大以来， 产教融 合作为一 项重大

政策相继写入 “双一流” 建设、 普 通高校转型

发展等重大文件中， 2019 年产教融合又上升为

国 家 战 略 ， 凸 显 了 国 家 对 产 教 融 合 的 高 度 重

视。 当前， 推进产教融 合的侧重点 或者关键 点

是 技 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高等教育和高 校

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新 命题， 这必将 倒逼我国

高校转变办 学理念， 打开 大学围墙， 主 动融入

社会和企业， 尽早打破自身 封闭的人才 培养模

式， 弥补产教融合 “四链” 之间的 鸿沟， 提升

产业对大学教育的支持 度、 大学教育 对产业的

贡献度。
自从产教融 合被学界关 注以来， 学者 们探

讨 了 产 教 融 合 的 内 涵 、 政 策 、 机 制 与 模 式 、
“四链” 等。 一是大量文献对产教融合的 内涵、
机理、 冲突及消解进行了探讨， 为 开展产教融

合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 是产教融合 相关政策的

变迁、 扩散与协同性研 究， 如产教融 合政策发

展 历 程 [2]、 历 史 观 与 战 略 抉 择 [3]， 国 家 部 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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链接与协同：
产教融合“四链”有机衔接的内在逻辑

摘 要： 推进产教融合的核心是实现高校教育链、 人才链与企业产业链、 创新链 （简称

“四链”） 的有机衔接。 从网络链接视角分析 “四链” 之间的内在关联性， 探究促进产教融合

“四链” 有机衔接的政策补链、 收益强链、 服务延链与生态固链的网络链接结构， 通过协同

思想探讨政府赋能中的政策协同、 收益协同、 多主体跨界协同与标准协同机制。 研究表明，
领先企业产业链、 创新链与高校教育链之间的有机衔接是深化产教融合、 协同育人项目的关

键， 加强产教融合物理链接新基建和协同软实力建设是推进产教融合 “四链” 有机衔接的基

础性保障， 对化解产教鸿沟现象起到关键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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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级、 高校产教融合政策协同 [4]、 扩散机制 [5]、
制度化发展 [6] 等。 三是推进产教融合的机制与模

式， 如产教融合机制设计 [7]， 五维融合 [8]、 创新

共同体建立 [9]、 价值链重构 [10]、 打造符合我国经

济转型的产教融合模式 [11]、 思维转变 [12]、 演化路

径 [13] 等。 四是产教融合 “四链” 研究。 仅有少量

文 献 对 其 进 行 了 探 讨 ， 如 双 重 论 域 建 构 “四

链” 互通的逻辑框架 [14]、 基于双层次螺旋协同

创新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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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建设实训基地、 实验 中心或产业 学院的占

比为 18.38%， 参与专业建设、 课程开发等的占

比为 12.61%。 [17]

可见， 校企双 方落实产教 融合、 协同育 人

项目的空间还比较大， 目前其瓶 颈表现在企 业

产业链、 创新链的知识 与资源缺少 流向高校 教

育链、 人才链的渠道， 影 响了高校人 才培养质

量。 不难推断， 产教融合 “四 链” 存在如下 痛

点： 一是企业产业链与 高校教育 链不兼容， 如

何实现产业链对接教育 链是关键； 二 是高校人

才链与企业产业链、 创新 链不同步， 人 才培养

质量达不到企业 “基于工作” 的技能要求， 校

企产教融合 “四链” 之间 存在着明 显的链接关

系弱化， 甚至是断层现象， 不具备可持 续融合

发展的物理链接结构与协同机制。

二、 产教融合 “四链” 链接的机制及

构建

《国务院办公 厅关于深化 产教融合的 若干

意见》 （以下简称 《若干意见》） 中把 实施产教

融合发展工程的高校分为 应用型本科 高校、 中

西部普通本科高校、 世界一 流大学和一 流学科

建设高校三类；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育教学审

核评估实施方案 （2021—2025 年）》 中四类审核

评估方案把普通高校分 为二类四种： 定位世界

一流大学， 以学术型人才 培养为主要 方向、 以

应用型人才培养为主要方 向、 本科办学 历史较

短的地方应用型普通本科高校。 基于上述分类，
这 里 把 高 校 分 为 一 流 大 学、 学 术 型 普 通 高 校、
应用性普通高校三类。 同样， 根据 《若干意见》
把 企 业 分 为 产 业 链 领 先 企 业 （如 单 项 冠 军 企

业）、 创新链领先企业 （如华为）、 产 业链和创

新链领先企业 （如中车集团）、 一般企业 四类。
基于上述分类， 对校企在推进 产教融合过 程中

存 在 的 超 前、 同 步 或 滞 后 关 系 进 行 分 类 比 较 。
四类企业和三类高校共有三十六 种组合， 其 中

包含领先企业同步或滞后普通高 校、 一般企业

超 前 或 同 步 一 流 大 学 四 种 不 符 合 实 际 的 情 况 ，
合并处理后的产教融合关系组合如表 1 所示。

表 1 中的 “√” “△” “×” 表示是否与实际

情况、 产教融合需求相符的情 况。 下面主要 针

对①—⑧中与实际相 符的产教融 合 “四 链” 关

系进行分析。 根据表 1 中的①②可得到图 1 中的

（a1）—（a3）， 行业领先企业的产业链、 创新链分

别成为产教融合 “四链” 关系的驱动者。 由（a1）
可知， 当产业型领先企业超前一 流大学和 高校

时， 企业产业链的知识流向教育链； 由 （a2） 可

知， 当创新型领先企业超前一流大学和高校时，
企业创新链的知识流向教 育链； 由（a3） 可 知 ，

表 1 合并后产教融合关系分析

产业 关系 教育 比较 结果 标号

领先企业

（产业型、
创新型）

超前
普通高校

（学术型

应用型）

与实际相符， 符合产教融合需求 √ ①

同步 不符合实际情况 ×

滞后 不符合实际情况 ×

领先企业

（产业型、
创新型）

超前

一流大学

与实际相符， 符合产教融合需求 √ ②

同步 与实际相符， 符合产教融合需求 √ ③

滞后 与实际相符， 但不符合产教融合需求 △ ④

一般企业

超前

一流大学

不符合实际情况 ×

同步 不符合实际情况 ×

滞后 与实际相符， 但不符合产教融合需求 △ ⑤

一般企业

超前
普通高校

（学术型

应用型）

与实际相符， 符合产教融合需求 √ ⑥

同步 与实际相符， 但不符合产教融合需求 △ ⑦

滞后 与实际相符， 但不符合产教融合需求 △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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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领先企业的产业链和 创新链均超 前时， 企业

产业链、 创新链的知识流 向教育链。 同 理， 根

据表 1 中③—⑧可对应分析图 （b1）—（f）。
通过对图 1 中产教融合 “四链” 关系的知识

流、 人才流分析可知， （a1）—（a3） 图反映了第

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下领先企业是优势驱动方， 领

先企业产业链、 创新链知识将流向高校教育链，
通过教育链培养专业人才， 人才链又应聘到产业

链、 创新链中， 形成良性闭环互动。 （b1）—（b3）
图反映了领先企业和一流大学均具有不同优势，
存在均等的互利关系。 （c） 图呈现出领先企业在

产业链、 创新链方面滞后于一流大学的教育链、
人才链， 不符合产教融合的要求。 （d） 图显示一

般企业与一流大学之间 的产教融合 关系， 这时

一流大学具有明显的知 识优势， 企业 创新能力

相 对 较 弱， 一 流 大 学 向 企 业 输 送 知 识 和 人 才，
也不符合产教融合的要求。 （e） 图是一般企业和

应用型普通高校之间的产教 融合关系， 相 对来

讲， 产教融合链接关系较弱， 互补优势不明显，
必要时可考虑推进产教融合合作。 （f） 图不符合

产教融合的要求。 因此， （a1）—（a3） 是所有高校

推进产教融合的首选； 其次， （b1）—（b3） 是一

流大学的有效选择， （e） 是学术型、 应用型普通

高校的有效选择。 因为产教融合 的主要目 的是

实现行业领先企业的知识流向 高等院校， 提 升

人才培养质量， 通过 图 1 分析可知， 产教融合

“四链



JOURNAL OF NATIONAL ACADEMY OF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21．4

进高校的教育链， 教育链 又如何实现 人才链的

A、 B、 C 三条关系链。
从我国国情、 教情实际情 况出发， 基于 产

教融合 “四链” 的痛点， 围 绕人才链 布局教育

链， 厘清领先企业产业链、 创 新链知识转 移的

链接结构内在关联性， 需要回 答如下问题： 实

现知识转化的政府法规政策如 何？ 领先企业 转

化的动力从哪里来？ 领 先企业能 否实现专业 化

的转化？ 如何保持持续 高效的转化？ 对于这些

问题， 下面主要从网络链 接角度探究 产教融合

“四链” 物理链接新基建。
1. 政府赋能的政策补链

近年来， 产教 融合工作在 宏观制度层 面已

引 起 重 视， 一 系 列 产 教 融 合 政 策 对 统 筹 部 署 、
高位制定产教融合战略规划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但是， 从各地产教融合、 协 同育人项目 实施情

况来看， 并没有出现非常火爆的局面。 [18]

为什么没有 出现火爆局 面呢？ 从社会 网络

理论中的网络密度可知， 现有 的校企链接 网络

中各节点之间的链接偏弱， 大多 属于弱链 接关

系， 产业链没有很好地支持教育 链， 教育链没

有 很 好 赋 能 人 才 链， 相 关 产 教 融 合 法 律 法 规、
政府政策缺失是主因之一。 如基于吉林省 538 份

企业调查问卷的分析中指出 的企业最 希望政府

加强和完善的政策依次为 财税政策、 金 融支持

政策、 建设用地政策等。 [19] 要实现产教融合强链

链接， 需要各级政府围绕 领先企业打 通产教融

合链条上产业链、 创新链 与教育链之 间的断点

与 堵 点。 在 现 有 政 策 的 基 础 上， 在 国 家 层 面，
多 部 委 进 一 步 联 合 制 定 一 系 列 产 教 融 合 政 策 ，
如产教融合与国家社会经济发 展战略、 行业 法

规、 行业标准、 资格认 证等， 为地方 政府、 行

业企业实施产教融合提供指 导性文件； 在省级

层面， 省级主管部门协同落实 细化产教融 合政

策， 如地方社会经济发展战略、 资源配置、 绩

效考核等政策； 在微观 层面， 地方政 府督促领

先企业积极参与产教融合， 协助指导 校企开展

产教融合 “最后一公里” 政策。 因此， 在补齐

宏观层面产教融合政策的基础上， 需要进一步

弥补中微观层面领先企业与高校 之间产教融 合

政策的短板。

2. 价值链导向的收益强链

根据教育部和各地发改委网站的公开报道，
企业参与产教融合、 协同育 人项目的数 量和规

模还不高， 原因何在？ 产教融 合中的企业 核心

任务是围绕产业链开展战略规划、 生产运营等，
企业的创新链又是为产业链服 务的， 共同实 现

企业盈利， 而产教融合中的教育 链不是企业 运

营的重点， 企业如果投入大量的 人财物， 结果

没有盈利， 积极性自然不 高。 可见， 产 教融合

不仅是教育制度， 也是经济制 度、 产业制度 的

组成部分。 [20]

目前， 开展产 教融合、 协同 育人项目存 在

多 种 形 式， 如 高 校 校 友 资 源、 企 业 自 愿 捐 助、
政府财税用地等政策激励、 购买服务 等。 高校

校 友 资 源 与 企 业 自 愿 捐 助 主 要 适 合 一 流 大 学 ；
对于普通高校来说， 应该更多 地依靠政府 政策

激励与购买服务。 在政府政策 激励方面， 对 于

入选产教融合型企业认证目录 的企业， 政府 给

予 “金融+财政+土地+信用” 等激励， 提供 财

税用地等收益支持。 在高校购买 服务方面， 基

于吉林省 538 份企业调查问卷的分析指出， 企业

对合作院校不满意最多的 指标之一 是 “院校人

财物投入偏少” [21]， 说明需要基于价值链理论构

建校企价值流， 实现领先企业 与高校之间 的知

识流、 价值流双向流动。 这里提 出了一种企 业

收益强链的初步思路。 在利用实物期权 [22]、 交

易成本理论 [23] 等探讨企业经济补偿机制的基础

上， 基于价值链理论设计一 套收益转化 协议满

足双方需求。 基于高校实习 实训经费管 理模式

现状， 在不额外增加学费的 前提下， 建议 尝试

把学生学费和财政相应拨款进 行单列， 设 立产

教融合实习实训费用会计科目， 该费用不直 接

划拨给高校， 而是根据校企签订 的产教融合 服

务协议， 直接划拨给相关企业。
3. 产教融合专业化服务的延链

根据工信部网站报道， 我国拥有 41 个工业

大类、 207 个工业中类、 666 个工业小类， 可见

产教融合服务业务分工将更加细 化。 目前， 高

校也设立了七百多个本 科专业、 八百 多个专科

专业， 针对不同高校、 学生、 课程的产教 融合

服务更加需要在组织治理架 构、 人员配置、 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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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定制等方面进行完善。 那么， 领先企 业的知

识如何实现向高校专业化 转移？ 谁来承 担领先

企业和高校的专业化对接？ 目 前来看， 仅 仅依

靠领先企业产教融合挂 靠的人力资 源部门很难

承 担 这 一 重 任， 况 且 在 部 分 企 业 里 产 教 融 合、
协同育人项目已经演变成 为人力资 源部门招聘

人才的渠道。
为此， 发展专 业化的产教 融合服务企 业是

一 条 可 行 路 径 吗？ 从 产 业 发 展 演 化 规 律 分 析 ，
我国正处于现代服务业快速发展 阶段， 产教 融

合服务作为在传统产学研合作的 企业和高校 之

间衍生出来的专业化服务， 对促 进产教融合 有

效落地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 部分， 属于现 代

服务业， 这里把专门从 事第三方 产教融合、 协

同育人服务的企业称为 产教融合服 务企业。 产

教融合服务企业既不同 于产教融合 型企业， 又

不同于产学协同育人项 目企业， 而是 这两者的

升级版， 产教融合服务企 业既可从领 先企业内

部教育培训服务部门 （如人 力资源部 门） 分离

和独立发展起来， 也可以从专 门从事教育 技术

服务的企业中转型而来。 产教 融合服务企 业的

核心工作应当是通过自身专 业化服务把 领先企

业的产业先进技术、 应用场 景， 通过专业 化的

知识再造方法植入大学 教学资源中， 实现领先

企 业 产 业 链、 创 新 链 的 知 识 流 向 高 校 教 育 链，
如建设产教融合新基建， 独立 或牵头联 合相关

领先企业与高校建立面向不 同学科门类 的实训

车间、 实习实训工厂等。 [24]

4. 形成集聚化的生态固链

在政策补链、 企业收益强 链、 产教融合 专

业化服务的基础上， 如 何把领先 企业的优秀 做

法推广应用？ 根据我国 产业布局集 群化、 高校

城市集聚化等特征， 基于 产业集群理 论探讨产

教 融 合 、 协 同 育 人 项

目 。 基 于 《若 干 意 见 》
倡导的产教融合同城化

发展意见， 在大中城市

集聚的众多领先企业供

给方和高校需求方， 为

领先企业产业链、 创新

链与高校教育链形成稳

定的产教供需关系提供 了条件。 如近 年来逐渐

兴起的产教融合园就是一种产教融 合集群式发

展模式。 [25] 产教融合本身也是一种现代教育服务

业， 既可在高校集聚区建立产教融合实践基地，
也可依靠现有的产业链和研发中心 建设产教融

合 基 地； 同 时， 也 可 利 用 领 先 企 业 上 云 契 机，
搭 建 产 教 融 合 “云 供 应” “云 服 务 ” 等 共 享 平

台， 定 制 不 同 学 科、 专 业 的 产 教 融 合 云 平 台，
促成产教融合大数据共享， 形 成产教融合 线上

线下混合式的集群生态系统。

三、 产教融合 “四链” 有机衔接的协

同机制

产教融合协 同问题涉及 面较多， 如产 教融

合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国家 创新体系、 新 型

城镇化建设等协同。 产 教融合物理 链接结构 实

现了知识流和价值流闭环， 这里主 要探讨产教

融合 “四链” 有机衔接的 协同问题， 该 协同问

题依存于产教融合的物理 链接结构中， 并在此

物理结构中发生交互协同作用。 表 2 给出了政策

补链、 收益强链、 服务延链、 生态固链的 交互

协同作用关系， 通过该表可知 协同问题可 分为

链内协同和链间交互协同。
1. 政策协同机制

在政策补链 的物理链接 基础上， 各级 各类

政策又如何实现协同呢？ 这里 主要从链内 协同

和链间交互协同两个方面进行 分析。 目前， 政

府、 领先企业、 产教融合 服务企业、 高 校内部

和它们之间的政策协同问 题比较突出。 一是政

府层面， 各主管部门原有政 策与产教融 合新事

物之间存在的横向协同， 国家、 省级和地 市级

层面产教融合政策的纵向协同， 还包括统筹 规

表 2 物理链接下的交互协同关系

接受方

驱动方

政府

政策补链

多主体

收益强链

企业

服务延链

多主体

生态固链

政府 政策补链 链内协同 强化 强化 强化

多主体 收益强链 × 链内协同 强化 完善

企业 服务延链 × × 链内协同 完善

多主体 生态固链 × × × 链内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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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 产 教 融 合 新 基 建； 二 是 校 企 内 部 管 理 层 面，
校企现有各自管理规定与 产教融合政 策的协同

问题， 如大部分高校的各项 规章考核 制度还是

聚焦于校内的日常教学管 理考核， 缺少 与企业

的产教融合协同； 三是各级 政府产教融 合宏观

政策与校企产教融合内部管理规定的协同问题。
链间交互协同主要是政府补链的赋 能政策对多

主体收益强链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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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实现价值链强链与收 益协同， 激发 企业投身

教育新基建、 实践课开发、 技能认证和 服务规

范化， 确保领先企业产业链、 创 新链有效 转化

为高校教育链资源； 构建产教融 合服务企业 的

延链与跨界协同， 实现多主体协 调、 领先企业

知识资源的专业化转 化； 最后， 借助 产教融合

标准实现生态固链， 促进产 教融合、 协 同育人

项目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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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Jianyun Miao Chaodong

HI6#*EA#? Materialization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an important direc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in vocational colleges. There are at least three kinds of “ principal -agent”
relations in the process of entity governance of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There are some
dilemmas in the governance process of these principal-agent relations, such as information asymmetry and
moral hazard among the participants of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the inconsistency of the
utility goals of multi-agent around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and the decline of the quality of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caused by layers of subcontracting. These dilemmas should be
solved by constructing information transparency mechanism, dynamic performance appraisal mechanism,
benefit sharing mechanism and risk sharing mechanism.

JD% K’*F6?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Entity; Principal -agent relationship; Vocational
colleges

@3"L E"F :’’=D*E#3’"? 0"#D*"E9 M’13A ’. #/D
N*1E"3A :’""DA#3’" ’. “O’5* :/E3"6”

3" #/D 0"#D1*E#3’" ’. 0"F56#*% E"F 7F5AE#3’"

Zhang Qingmin Gu Yuping

HI6#*EA#P The core of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s to realize the organic
connection of university education chain, talent chain, enterprise industry chain and innovation cha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etwork link,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tern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 four chains”,
explores the network link structure of policy supplement chain, income strong chain, service extension chain
and ecological fixed chain to promote the organic connection of the “ four chains” in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and probes into the mechanism of policy coordination, multi -agent cross -border
coordination, income coordination and standard coordination in government empowerment through the idea of
coordination.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key to deepening the project of industry education integration and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lies in the organic connection among industry chain, innovation chain and university
education chain of leading enterprises.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infrastructure and collaborative
soft power of physical links of industry education integration is the basic guarantee to promote the organic
connection of “ four chains” of industry education integration, which plays a key role in resolving the gap
between industry and education.

JD% K’*F6P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Four chains; Linkage mechanism; Cooperation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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