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激发办学活力，以产教深度融合发展新质生产力——

《四川省职业教育条例》解读

四川职教发布2024-05-14 21:46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的基本办学模式。推动产教

融合、深化校企合作，是我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主要方向，

是实现职业教育高质量的关键举措。《四川省职业教育条例》（以

下称《条例》）为破解产教融合不深、校企合作难的问题，将“产

教融合和校企合作”单列一章，将国家和省关于职业教育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相关政策措施和实践经验转化为法律规范，推进产教深

度融合和校企深度合作。

一、彰显区域发展特色，构建产教深度融合发展格局

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要求，是职业教育办学的基

本原则，教育和产业统筹融合、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是促进产教

融合的重要目标。

（一）优先产教融合政策，协同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条例》

强调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的规划引导责任，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应当“统筹职业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的规模、结构和层次，将产

教融合列入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将促进企业参与校企合作、培养

技术技能人才作为产业发展规划、产业激励政策、乡村振兴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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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内容。通过产业发展与职业教育的同步规划、同步实施，

促进职业教育对接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学校专业布局，推动人才培

养与产业转型、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

（二）构建融合发展格局，建强产教深度融合平台。《条例》

新增“建设区域产教联合体、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等产教融合平台”，

强调健全政行企校协同机制，破解制约产教深度融合的机制性障

碍，整合科技创新资源，为科技创新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

能奠定基础，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培养急需人才。

明确支持科教融合平台建设，推进校企协同创新、成果转化等科

教协同工作，释放区域创新活力，服务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区域技

术创新。

（三）强化政府职能职责，增强产教融合发展动力。《条例》

明确政府及相关职能部门、行业组织促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发

展的政策支持、信息共享责任。《条例》强化政策引领，创新融

合机制，吸引行业企业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充分发挥行业企业

主体作用。《条例》明确要求政府部门建立全省统一的校企合作

信息服务平台，发布校企合作信息、引导各类社会主体实现信息

共享，推广有效模式和做法。



（四）细化激励政策办法，引导企业参与举办高质量职业教

育。《条例》明确健全产教融合型企业认证制度，将四川省校企

合作的激励机制上升为法律规范，对深度参与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并发挥重要作用的企业采取“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的激励措

施，并结合四川实际进行细化；对开展校企合作的学校，其所得

收入的净收入，可以按照不超过百分之五十的比例提取资金作为

绩效工资来源。

二、优化合作内容机制，健全校企合作工作格局

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的本质特征，其核心在于鼓励行业和企

业发挥重要办学主体作用，举办或参与举办职业教育。通过统筹

协调，形成政府、企业、学校、行业、社会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

（一）明确需求导向，激发多方办学活力。“需求导向”是职

业教育办学的基本要求。《条例》创新提出“校企合作实行需求引

导、政府推动、行业指导、校企双主体实施的合作机制”，明晰政

府、行业、企业、学校推进校企合作的驱动力与运行机制。《条

例》的合作机制确定了校企合作应当坚持促进人才培养供给侧与

产业需求侧结构要素全方位融合，强调了省级政府相关部门和地

方各级人民政府健全校企合作促进支持政策、服务平台和保障机

制的推动力，行业主管部门和行业组织统筹、指导和推动本行业



校企合作的指导力，企业和职业学校发挥主体作用健全需求导向

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内驱力。

（二）加强学徒培养，优化工匠培养机制。职业教育是制度

化培养大国工匠和弘扬工匠精神的基本途径，培养一批支撑高质

量发展的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大军需要产教深度融合的

育人体系。《条例》细化中国特色学徒制实施要求，激励企业“按

岗位总量的一定比例设立学徒岗位”，通过“企校双师带徒等方式

对企业新招用职工、在岗职工和转岗职工进行学徒培训”，《条例》

鼓励校企联合开展工学结合人才培养、学校和职业培训机构联合

为企业定向订单培养实用人才和熟练劳动者，有利于行业企业锁

定人才，提升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内生动力、健全高技能人才培

养机制。

（三）加强制度引导，明晰合作形式载体。《条例》明晰了

校企合作的形式、合作内容、合作载体，以法规条款细化校企合

作的行动路径。具体包括细化共建职业教育集团、共建共管产业

学院、企业学院、实习实训基地、共同开发制定教材和人才培养

方案等合作形式，明确人才培养、技术创新、社会服务、文化传

承、科技成果转化、国际合作交流等合作内容，特别强调了职业

教育实习实训基地、产教融合实习实训基地、区域产教融合实践

中心等载体的建设要求和激励措施。



（四）确立价值取向，规范校企合作活动。《条例》明确“育

人为本、依法实施、平等自愿、共同发展”的合作原则，强调以立

德树人为根本全面贯彻国家教育方针、将依法实施作为价值取向、

以平等自愿调动校企双方积极性，推动共同体建设发挥校企相辅

相成、叠加倍增的作用。《条例》规范校企合作签订合作协议，

明确校企双方在合作规划制定、运行机制建设、要素投入保障等

方面的要求，为校企双方建设高质量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体系奠定基础。

《四川省职业教育条例》为解决制约我省职业教育发展的根

本问题，促进区域教育链与产业链、人才链与创新链衔接，解决

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供需矛盾，提高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提

供有力遵循，以促进区域产业转型升级和结构调整，推动技能型

社会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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