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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国内外高职教育集团化办学概述

高职教育集 团化办学是 一种新型的 办学模

式， 主要是指不同区域的高 职院校、 政府、 企

业 与 社 会 各 方 面 在 场 地、 设 备、 技 术 、 师 资、
信息等方面互相补充、 相互作 用， 共同协力 使

资 源 得 到 优 化 配 置， 提 高 高 职 教 育 办 学 质 量 ，
实现集团成员同赢发展。

（一） 国外高职教育集团化办学发展概况

国外的职业 教育最先起 源于英国， 并 在上

世纪 60、 70 年代得到快速发展， 各类高职教育

机构的地位得到法律的确 认， 社会承认 度迅速

提升。 1973 年， 美国成立了国内第一家职业教

育集团———阿波罗职 业教育集团。 之后， 德 国

开始出现了部分 “双元制” 模式的职业 学校和

高等职业专科学校。 进入 20 世纪 80、 90 年代，
国外 发展了许多 新概念的职 教集 团， 如： 1981
年印度成立的 NIIT 集团以及英国通过 《1988 年

教育改革法》 所提出的私 人资助公立 学校———
城市技术学院 （CTC） 等等。 从国 外职业教育

发展来看， 这些职业教育 办学在很 大程度上虽

有集团化办学的特征， 但并没有正式提出 “职业

教育集团化办学” 的口号。
国外职教集团化办学经过多年的探索， 办学

主体及模式逐渐呈现多 元化， 形成了 政府主导

型、 企业 （行业） 主导型、 院校主导型以及自愿

联盟型等多种模式。 例如： 美国的高职教育集团

化办学主要有政府主导、 院校主导和 企业主导

三种模式， 英国有校校模 式、 校企模式 和综合

模式， 以校企合作为特征的 “双元制” 模式 则

是德国高职教育集团化办学的主要模式。
（二） 国内高职教育集团化办学的现状

国 内 高 职 教 育 集 团 化 办 学 兴 起 于 20 世 纪

80、 90 年代 ， 进入 90 年代 后 开 始 快 速 发 展 起

来。 1992 年北京成立了旅游职业教育集团， 开

创国内职教集团化办 学的先河。 此 后全国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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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积极探索， 纷纷组建 具有地区与 行业特点

的高职教育集团。 从 2003 年起， 河南省先后在

公路交通、 信息技术、 工 艺美术等领 域组建了

14 个 以 专 业 为 纽 带 的 省 级 行 业 性 职 教 集 团 。
2003 年至 2005 年， 天津先后成立了以项目为纽

带的渤海化工集团教育培训 中心、 以行 业为依

托的交通职教集团和面向农 村的蓟县职 成教育

集团。 2005 年之后， 国内高职教育集团发展出

现两个特点： 一是数量 与规模发展 迅速， 截止

到 2012 年 12 月， 全国先后成立了 500 个高职教

育集团； 二是办学的类型出 现多样化， 有 政府

主导型办学、 企业主导型办学、 名牌效应型 办

学、 产业支撑型办学等。

二、 国内外高职教育集团化办学的对比

（一） 国内外高职教育集团化办学的相似性

1. 均为社会、 经济和教育发 展到一定阶 段

的产物

职业教育的 发展是伴随 着科学技术 的不断

进步及其在生产领域中 的运用不断 发展的。 在

上世纪 60、 70 年代， 西方国家进入经济高度发

展的阶段。 经济的发展 导致产业结 构的改变 与

升级， 这些变化导致非 熟练的工作 减少， 需要

多种或者高水平的工作 增加， 这些导 致职业教

育必须面对市场。 为了应 对这种技术 进步与产

业结构升级， 职业教育面临 着新的提 升， 出现

了多元化的办学模式， 职教集 团化办学成 为必

然。 不论是德国的 “双元制” 还是 美国的社区

教育， 都是社会、 经济与 教育发展到 一定阶段

的产物。
随着我国经 济逐渐实现 了全面转型， 从科

技 成 果 发 明 到 科 技 成 果 转 化， 包 括 产 品 生 产、
推广和销售的整个周期 在缩短， 对高 素质技能

型人才的需求愈发迫切。 同时， 由于社 会分工

越来越细化， 社会化大生产对 产业工人 的素质

要求越来越高， 高职教育作为 培养高素质 技能

型人才的基地， 必须以高标准 培养人才以 满足

社会的需求。 高职教育集团化 办学， 加强了 职

业教育内部诸要素的融合， 有利 于强化内部 管

理和分工， 从而进一步 提高办学质 量。 全国各

省在政府的要求下纷纷 组建了不同 类型的职教

集团。 所以， 当社会经济发 展到一定阶 段， 即

当经济发展到成熟的工业经 济阶段， 以及 向知

识经济过渡的阶段， 经济与科 技发展需要 更多

的技能型人才， 集团化办学就变 成了一种 各国

及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的共同选择。
2. 办学理念源于 “大职教观”
办学理念是 集团化办学 长期酝酿的 理性思

考及实际运行中所形成的 教育价值取 向、 教育

思想观念和教育精神向往。 国内外职教 集团化

办学理念都来源于 “大职教观”， 即主张把职业

教育贯穿到各种教育之中， 把职 业教育与普 通

教 育 相 结 合， 作 为 终 身 教 育 的 一 种 任 务。 如：
美国的技术准备计划就整合了升学 、 就业、 终

生发展、 提高就业者的技能水 平以及提 升教育

效率等多种目标。 德国的双元 制、 英国的城 市

技术学院、 美国的阿波罗教育集 团与职业生 涯

公司， 也都体现了 “职 前职后一体 化” 的教育

理念。 我国高职教育集团化 办学理念 也是来自

于 “大职教观”， 以城带乡的 “河 南模式”、 院

校 牵 头 的 “陕 西 模 式”、 校 企 合 作 的 “天 津 模

式” 等， 都是 “大职教观” 的实践。
3. 办学模式呈现多元化

国外高职教 育集团化办 学模式有政 府主导

型、 院校主导型、 企业主导型、 校校模式、 校

企模式、 综合模式、 自愿联 盟模式等。 国内高

职教育集团化办学模式主要 有政府主导 型、 滚

动发展型、 产业支撑型、 校 企合作型、 校 校合

作型等 （如表 1 所示）。 从世界各国办学的模式

与主体来看， 各国都结合 世界办学 的经验与自

己国情， 创建各种模式， 显现出多元化的特征。
4. 办学效果表现为人才培 养的高质量、 低

成本以及集团成员利益共赢

高职教育集 团化办学效 果主要体现 在： 集

团的各成员都注重通过低成 本培养高质 量的技

术人才以实现集团成员之 间的办学中 的利益共

赢。 学校想通过集团化办学， 利用政府与企业、
行业的资源来降低成本， 真正 培养面向市 场的

实用型人才； 政府想通过集团 化办学这种 人才

培养模式的创新， 推动社会经 济的发展， 适 应

产业结构变革与升级； 企业利用 学校的人才 资

源， 实现人才培养小投资而大回报的实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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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 世界各 国都出现了 职业教育培 养的

高素质、 高技能专业人才的薪 资高于普通 本科

院校毕业生的现象。 在广州、 深圳， 高技能专

业人才月工资在 8000 元以上的为数不少， 而一

些普通 大学生还 在为月薪 3000 元 的 工 作 发 愁。
集团化办学模式的人才 培养机制， 适应了世界

各国高职院校生存发展 的需要， 也适 应了各国

工业发展、 产业结构升级 的需要， 更满 足了各

国企业应对经济全球化的 需求。 因此， 高 职教

育 集 团 化 办 学 的 效 果 明 显， 在 集 团 化 办 学 中，
通过整合整个集团成员的资源， 各 成员相对 自

身来说是以低成本获得了高收益， 并且资源整

合也有利于提高技术人才的质量、 促进人才的

合理流动， 从而实现共赢。
（二） 国内外高职教育集团化办学的差异性

1. 国内外高职教育集团化 办学中政府 与企

业参与度不同

高职教育集 团化办学离 不开政府、 企 业的

参与， 国外高职教育集团化办 学一个显著 的特

点就是政府在办学中起了非常 重要的作 用， 承

担了规范者、 投资者或购买者的 角色。 在政府

主导型模式中， 政府会 尽可能采取 有力的措施

加以管理、 监督和推动办 学。 其他模式 则往往

采取政策支持、 以保障条件 的方式和奖 励的措

施以及实行大部制等措施 来扮演政府 角色推动

职教集团的运转， 如： 英国 就把教育与 劳动职

能部门合并成了就业与技 能部门。 政府 参与高

职教育集团化办学， 往往运 用多元杠杆 实施统

筹和调控； 从表面上看， 德国的 “双元制” 是

学校与企业的合作， 但其 实在这个过 程中政府

的作用非同一般， 政府行 政力量的介 入将保证

这一制度的权威性及企 业 （行业） 的利 益。 虽

然我国各级政府大力支持高职教育集团化办学，
也出台了许多政策来支持高职教育集团化办学。
《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 就明确

提出 “推动公办职业学校资 源整合和重 组， 走

集团化、 规模化、 连锁化的办学路子”。 然而在

办学的实际过程中， 政府 对集团化办 学关注太

少， 实质性的政策支持仍 显不足， 而且 政策落

实不到位， 政府资金投入也很少。
除了政府， 企 业的参与也 是高职教育 集团

化办学能否成功的关键因素。 国外企业在 高职

教育集团化办学中作用比较 突出， 往往处 于中

心的地位。 德国的职业教育集团 化办学的 一个

表 1 世界各国及地区高职教育集团化办学的主要模式

政府主导

校际

不同类型联盟 跨类型 混合型 全面素养

不同层次联盟 跨层次 契约型 专业对口

组合联盟 跨类型、 层次 契约型 证书培养

校企 行业内 契约型 专业对口

区域 区域产学研合作 跨类型、 层次、 行业 契约型 地理位置

院校主导

校际 衔接式联盟 跨层次 契约型 专业对口

校企
研发式联盟 行业内 契约型 专业对口

补充式联盟 行业内 资产型 专业对口

企业、
行业主导 校企

以 服 务 地 区 经 济 为 核 心 目

的的联盟
跨行业 契约型 地理位置

以 提 供 行 业 人 力 资 源 为 核

心目的的联盟
行业内 资产型 专业对口

以 提 升 集 团 综 合 实 力 为 核

心目的的联盟
行业内、 跨层次 资产型 专业对口

以 拓 展 品 牌 影 响 力 为 核 心

目的的联盟
跨行业、 层次 混合型 集团品牌

主要模式
联合跨度 联结关系

合作

结合点主导类型 联盟形式 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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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性要素是重视企业的主动地位。 在办学中，
企业利用自身的设备、 技术人员和场地等优势，
联合职业院校， 开放关联的 培训课程， 在政府

的统筹管理下， 为相关人员供 应培训服务。 澳

大利亚的 TAFE 和新学徒制， 也都可以看出企业

在其中所起的关键作用， 特别是在 TAFE 的课程

开 发 中， 培 训 包 是 由 企 业 主 导 设 计 与 开 发 的 ，
显现出企业的中心地位。 而 在我国， 企业 大多

还只是高职教育集团化办学的 “观众”， 在参与

办学上缺乏应有的积极性和主动 性， 参与热情

不 高， 多 数 是 被 集 团 牵 头 高 职 院 校 拉 进 来 的 。
企业在集团化办学过程中常常表现 为平淡甚至

冷漠； 多数企业将经济效 益作为是 否参与集团

化办学的动力， 或者由于 在职教集团 化办学中

短 期 未 能 获 得 预 期 效 果 而 不 愿 进 行 实 质 参 与 ，
高职院校与企业远还未形成有效的合力。

2. 国内外高职教育集团化 办学的运行 机制

完善程度不同

国外高职教 育集团化办 学运行机制 较为完

善， 政 府 的 监 督、 统 筹 与 协 调 机 制 比 较 健 全 ，
集团内部框架清晰， 责 权关系明确。 例如： 英

国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 管理以及运 行机制主

要有教育与就业部门为 决策机构， 职 业教育机

构和 “学习与技能委员会” 为实施机构， 监督

评价机构有 “资格与课程管理局”、 “英国高等

教育质量保证委员会” 等 以及伦敦行 业教育协

会、 商业与技术教育协会、 皇家艺术协 会等为

代表的颁奖机构。 荷兰为了 推动职业院 校与企

业 （行业） 合作， 设立了专门 部门统筹和 管理

职教集团化办学问题， 形成了 责权明晰的 管理

体系， 鹿特丹运行中心集团就是 这种管理 体系

的代表。
我国现今高 职教育集团 化办学的运 行机制

还不完善， 集团组织涣散、 利 益不明确。 集 团

的组建具有自发性与民间性， 在组 织形式上 主

要采取理事会形式， 不 具有法人身 份。 多数职

教集团仅仅是简单的叠 加， 仅凭章程 约束， 在

整体上缺乏统一的合作载 体和管理机 制， 从资

源、 组织结构到制度的集成非 常有限， 学 校的

教 育 资 源 与 企 业 的 资 源 无 法 实 现 有 效 的 整 合 。
这种涣散的组织形式导致集团 运行不力， 办 学

效果不高。
3. 国内外高职教育集团化 办学吸收社 会资

源的广度不同

国外的高职 教育集团化 办学能够有 效地吸

收各类社会资源， 吸收社会资源的范围比较广，
社会成员一般都能积极主动地参与集团化办学。
这恰好是职教集团化办学 社会效益 最大化能否

实现的关键地方。 国外职 教集团化办 学设计主

体 由 政 府、 学 校、 企 业 （行 业 ）、 社 会 中 介 组

织、 社区等多元主体联合， 多方吸收社会资源，
包括游离于集团外的机构 资源。 例如： 德国除

了联邦政府与州政府外， 职业院校、 行业协会、
经济部门、 联邦劳动部门、 各州公 共部门都是

职教集团化办学的直接参与者， 能 够有效地利

用社会智力、 物力、 信息等 资源， 通过优 势互

补和各取所需， 将人才培养的 各个环节有 机结

合起来， 共同推动职教集团化办学向前发展。
国 内 社 会 对 高 职 教 育 集 团 化 办 学 的 参 与 、

支持热情普遍不高， 社会与院 校之间的合 作还

很有限， 在吸收社会资源方面 现在有很大 的局

限性。 很多高职教育集团建立以 后， 并不着 力

吸引社会各种资源， 吸 引社会资源 能力也很有

限， 并且大部分集团成 员都是公办 院校的， 很

少 有 民 办 高 职 院 校 纳 入 集 团 化 办 学 主 体 之 中 。
即 使 国 家 政 策 许 可， 在 现 实 操 作 上 也 很 艰 难。
由于在吸收社会资金投入方 面力度不大， 很多

职教集团还没有利用好市场 各类渠道吸 收社会

资 金 与 全 球 资 金， 未 形 成 多 元 化 的 投 资 机 制。
一些中介机构和企业对职教 集团化办学 的长期

效果的预期不够乐观， 对加入 集团的积 极性自

然就不高。

三、 国外高职 教育集团化 办学对我国 高职

教育集团化办学的启示

（一） 完善有关 高职教育集 团化办学方 面

的立法， 并严格执法

参阅国外先 进国家的高 职教育集团 化办学

办法， “立法” 是解决高职教育集团化办学发展

中诸多问题的最有效的手段， “以法治教” 则是

高职教育集团化办学优良发展的 根本保障。 当

前我国在推动高职教育集团化办 学方面的政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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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比较明确， 但是还缺 乏与之相配 套的、 能

操作的、 细则性强的 “法律法规”， 还无法解决

集 团 化 办 学 出 现 的 诸 如 企 业 参 与 积 极 性 不 高 、
集团化运作效率低等 各类问题。 因 此， 需要向

美国、 德国、 日本等国学习， 适时地不断 修订

和 完 善 我 国 有 关 高 职 教 育 集 团 化 办 学 的 法 律 、
法规并严格执法， 确保我国高职 教育集团 化办

学走上法制轨道， 促进良好发展。
（二） 优化高职教育集团化办学的运行机制

加强集团的 自身建设， 进 一步完善办 学运

行机制。 政府要制定各种相关 政策， 给予职 教

集团合法身份与地位， 明确职教集 团办学的 运

行权限， 把职教集团办 学写入国家 职业教育制

度。 高职教育集团自身也要建立办学主体正当、
合理的利益分配制度， 明确各成员的责权关系，
实施职教集团办学的准 入、 退出和 过程评价制

度。 要关注职教集团内部 的运行环境 建设， 优

化集团内部组织制度的设 计、 组织机构 的建立

以及行为规范和利益协调 规则， 体现职 教集团

办学多元主体的多元利益。 并要在职教 集团内

部 设 立 职 业 教 育 与 产 业 对 话 协 作 与 操 作 机 构 ，
协调集团各主体利益、 行为， 处 理校企合作 常

规工作， 保证职教集团运行良好。
（三） 转变政府职能， 增强办学开放力度

政府应定位于服务型政府， 进行机构改革，
施行对口职教集团大部制， 主动转变管理职能，
变革职教集团化办学的政府 监控方式， 对 集团

的管理由外控形态变为内控形 态。 各级政 府要

给 高 职 教 育 集 团 化 办 学 提 供 条 件 、 创 造 环 境 ，
如： 简化办学审批手续、 完善财政等 各类保障

机制、 给办学者在场地方 面提供优惠 等。 高职

教 育 集 团 自 身 也 要 实 施 “走 出 去”、 “引 进 来 ”
战略， 在吸收国外优质的 职业教育管 理经验和

管理模式的同时， 也要有 向国外输出 优秀的高

技能专业的意向和信心。 国内外高等 职业院校

要共享、 互补、 整合、 重组各类教学资源， 如：
实 训 设 备、 实 验 室、 图 书 馆、 体 育 馆、 师 资、
学校场地等； 院校之间要不断融 合， 培育新的

有 利 于 学 校 发 展 的 生 长 点， 以 实 现 降 低 成 本、
提高效益； 深化教育教学改 革， 加强高职 教育

与中职教育的沟通与衔接、 交 流与合作， 以 满

足学生继续深造的需求和愿望。
（责任编辑 朱玉成）

A Comparative Study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Syndic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Lu Yanfei Zhang Wen Liu Xinbo

Abstract: It is an inevitable trend that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will syndicate with the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with that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tself. It has been noticed that there is a
large gap betwee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syndication at home and abroad. Through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situations in China and in the west, this paper outlines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syndication. It argues that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syndication in the west may
inspire that of China in four aspects, namely, legislation and law enforcement, operational mechanism, the
functions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openness of the syndic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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