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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基于“晋江经验”视角,探讨本科职业教育与产业协同发展的路径与实践创新。晋江作

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区域经济发展的典范,其经验为本科职教与产业协同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本研

究首先梳理“晋江经验”的核心要素,如市场化机制、政府引导、产业集群及创新创业氛围等,并分析其

在本科职教中的应用。其次,通过实地调研与案例分析,总结晋江地区校企合作的成功模式,探讨人才培

养与产业需求的精准对接路径。最后,提出优化本科职业教育与产业协同发展的政策建议,以推动区域经

济高质量发展,提升职业教育的创新能力与服务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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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pathways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s for the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indust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Jinjiang Experience." As a model of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Jinjiang's experience provides 

valuable insights for the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industry. First, this study 

outlines the core elements of the "Jinjiang Experience," such as market mechanisms, government guidance, 

industrial clusters, and an atmosphere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and analyzes their applic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Second, through field research and case analysis, it summarizes the successful 

models of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in Jinjiang, exploring precise pathways for aligning talent cultivation 

with industry demands. Finally, the study present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o optimize the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industry, aiming to promote high-quality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hance the innovation capacity and service level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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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 

“晋江经验”是改革开放以来晋江地区在经济和社会发展

中形成的独特模式,涵盖市场化改革、政府引导、产业集聚和创

新创业等要素。这一经验推动了晋江地区经济的快速崛起,成为

全国经济发展的典范。作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关键

领域,本科职业教育的发展应与区域产业需求紧密对接。然而,

目前在校企合作深度、课程体系设置以及人才培养与产业匹配

度等方面仍存在不足。因此,将“晋江经验”应用于本科职业教

育与产业协同发展的探索,不仅有助于推动职业教育改革,还对

区域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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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研究目的和意义 

本研究旨在基于“晋江经验”,探索如何通过优化本科职业

教育与产业协同发展的路径,提高人才培养与区域产业的匹配

度,从而推动区域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研究旨在分析晋江地区已

有的成功模式,总结校企合作的实践经验,并提出符合当地产业

特征和经济环境的教育改革建议。 

2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2.1晋江经验的内涵与理论框架 

“晋江经验”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逐渐形成的特色发展模

式,其核心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市场化改革是关键,

通过放宽市场准入、激励企业家精神和促进竞争,激发了民营经

济的活力。其次,政府在经济发展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通过政策

引导、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供给,为产业发展创造了良好环

境。第三,晋江以鞋业、纺织和建材等传统优势产业为基础,形

成了特色鲜明的产业集群,这种集聚效应不仅促进了企业间的

协同发展,也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最后,晋江地区鼓励企业创

新和创业,通过政策支持、资金扶持和技术引进,不断推动技术、

产品和管理上的创新。这些核心要素构成了“晋江经验”的理

论框架,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了持续动力,并为职业教育与产业

的协同发展奠定了实践基础。 

2.2本科职业教育与产业协同发展的理论基础 

本科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目标是培养

具有应用技能和专业素养的技术人才,为区域和国家经济发展

提供人才支持。产业协同发展是指职业教育与地方产业在人才

培养、课程设置、技术研发等方面的深度合作,从而实现教育与

产业的共赢。协同发展的理论基础主要包括一是人力资本理论,

该理论认为教育是提升劳动者技能和素质的重要途径,而产业

的发展需要高质量的人力资本支持,因此职业教育与产业协同

有助于提升生产效率和区域经济竞争力。二是创新系统理论,

职业教育与产业合作可以形成区域创新系统,在这一系统中,高

校和企业共同参与技术创新、人才培养和知识转化,推动技术和

产业升级。三是社会资本理论,通过校企合作,职业教育和产业

间形成了密切的联系和信任,这种社会资本的积累有助于双方

资源的共享与合作的深化。 

2.3国内外相关研究现状 

在国内外关于职业教育与产业协同发展的研究中,结合理

论与实践的成果日益增多。在中国,学者们主要关注政策支持、

模式创新和成效评估等方面。例如,有研究指出政府在校企合作

中扮演的主导角色,以及地方产业特色对职业教育课程设置的

重要影响。这些研究为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

论基础。 

在国际上,相关研究则更多集中在职业教育的市场化改革、

跨国合作和职业资格认证体系等领域。欧美国家的经验表明,

高校与企业的紧密合作能够显著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并有效推

动技术转移与创新。此外,职业教育国际化的研究也逐渐受到重

视,探讨如何通过国际合作来提升职业教育水平和增强产业竞

争力。这些研究为我们理解全球职业教育的发展趋势提供了宝

贵的视角。 

3 “晋江经验”对本科职业教育和产业协同发展的

启示 

3.1晋江经验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成功实践 

晋江经验作为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成功典范,展现了企业

创新、人才培养、产业集群形成等多方面的经验。晋江地区通

过政策引导和市场化改革,鼓励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和产品研发。

政府提供技术支持和融资渠道,促进企业积极参与创新活动,形

成了浓厚的创业氛围。晋江经验中强调人力资本的重要性,当地

政府通过建立职业培训中心、支持职业教育机构与企业合作等

方式,提升了劳动者的技能水平。这种人才培养模式既满足了企

业的人才需求,又增强了区域经济的竞争力。晋江地区形成了以

鞋业、纺织业和建材等为主的产业集群,通过集聚效应提升生产

效率和市场竞争力。 

3.2晋江经验对本科职业教育改革的启示 

晋江的市场化改革经验表明,将市场需求与职业教育紧密

结合,可以有效提升人才培养的针对性。本科职业教育可以借鉴

这一经验,深化与企业的合作,依据市场需求调整课程设置和教

学内容,以更好地服务于区域经济发展。 

此外,晋江所营造的创新创业氛围也值得职业院校学习。职

业教育应加强创业教育,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业能力。通过

建设创业孵化平台、组织创新创业比赛和提供创业培训课程等

方式,可以为学生提供实际操作的机会。 

最后,晋江经验中的校企合作模式为职业教育改革提供了

成功案例。职业院校可以与企业联合开发课程、共建实训基地

以及开展联合培养计划,从而实现教育内容与企业需求的无缝

对接。 

3.3晋江经验对产业协同发展的启示 

晋江产业集群的形成得益于政府政策的支持和企业之间的

紧密合作。职业院校可以借鉴这一经验,与地方企业建立战略合

作关系,共同开发专业和课程,培养具有地方产业特色的技术人

才。此外,政府的政策引导和支持是推动区域产业发展的关键动

力,因此,职业院校在与产业合作时,应积极争取资金补助和税

收优惠,以减轻学校和企业的合作成本,从而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的可持续性。 

晋江地区的企业与教育机构在长期合作中形成了稳定高效

的合作模式,例如共同开发新技术和组织联合项目。这一模式为

职业教育提供了重要启示：校企合作不仅应局限于人才培养,

还可以扩展到技术研发和项目合作等多个领域,从而提升职业

教育的整体效能。 

4 本科职业教育和产业协同发展的现状分析 

4.1晋江地区本科职业教育的发展现状 

近年来,晋江地区的本科职业教育快速发展,目标是培养适

应地方产业需求的应用型人才。该地区已有多所职业院校注重

与地方产业的紧密合作,设置了鞋业、纺织、建材、电子商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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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直接服务于当地优势产业的需求。职业院校根据晋江的产

业结构特点,设计了以实践技能为导向的课程体系,课程内容涵

盖生产管理、市场营销和技术研发等领域,强调实训环节,强化

学生的操作技能。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晋江的职业院校与当地

企业形成了紧密的合作关系,共建实训基地和产业学院,并通过

聘请企业专家担任课程导师,让学生在校期间能够接触实际工

作环境。 

4.2晋江地区产业发展的现状 

晋江地区拥有多个优势产业集群,如鞋业、纺织和建材等,

这些产业在“晋江经验”的推动下,形成了规模化、专业化和创

新化的发展格局。作为中国著名的鞋业和纺织业基地,晋江拥有

众多知名品牌和规模化生产企业。近年来,这些企业在技术研

发、品牌建设和智能制造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并不断推动产业

的数字化和智能化转型。建材产业同样是晋江的一大支柱,涵盖

陶瓷、卫浴等细分领域,不仅满足国内市场需求,还积极开拓海

外市场,从而推动了地区经济的增长。 

5 基于“晋江经验”的本科职业教育和产业协同发

展路径探索 

5.1校企合作创新模式 

职业院校应与企业联合开发符合市场需求的课程内容。晋

江经验中的市场化机制可以为课程设计提供依据,使课程设置

更加贴近行业实际需求,例如根据晋江鞋业、纺织业等特色产业,

开发相应的专业课程和技能培训项目。 

校企合作应深化至实训基地的共建,晋江地区已有的成功

案例表明,通过在企业内部设置实训基地,可以让学生在真实生

产环境中接受训练,提升其实践操作能力。企业可以提供设备和

技术支持,院校则负责教学管理与师资力量投入。 

推行“双导师”制,即学生在学习期间同时由学校教师和企

业专家指导,这可以帮助学生获得专业理论知识,培养学生的职

业技能和职业素养,实现校企之间的无缝衔接。 

5.2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精准对接机制 

在晋江经验的启发下,职业院校可以与企业合作开发产业

需求分析系统,对区域内企业的人才需求进行实时监测和分析。 

职业院校应建立“实习+就业”的一体化机制,将企业实习

和未来就业紧密结合,形成从入学到就业的完整路径。例如,与

晋江地区的企业签署合作协议,为学生提供长周期实习机会,并

在实习期结束后优先录用实习表现优异的学生。 

建立区域性人才库和企业资源共享平台,使企业可以实时查

看院校的学生信息,进行定向招聘,同时学生也能实现精准就业。 

5.3晋江经验下的创新创业教育模式 

职业院校可以开发一套创业课程体系,从创业理论、商业计

划书撰写到创业实践等环节,全方位培养学生的创业能力。 

在校内设立创客空间和创业孵化平台,晋江经验中的企业

孵化模式可以为职业院校提供参考。通过提供创业资金、技术

指导和资源支持,学校鼓励学生和教师团队进行创新项目的

孵化,并定期举办创业比赛和创新展示活动,激发学生的创新

潜力。 

6 结论 

“晋江经验”强调市场化机制、政府引导、产业集群和创

新创业文化,这些要素为本科职业教育与产业协同发展提供了

有效的理论指导和实践支持。晋江地区的本科职业教育通过深

度校企合作和课程改革,有效提升了人才培养的实用性和就业

率,实现了人才与产业需求的精准匹配。本研究的理论贡献在于

将“晋江经验”与本科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相结合,提供了一套系

统的理论框架和实际路径,为其他区域和院校提供了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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