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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通过广泛调研分析了盐城建筑业发展现状及盐城高校产教融合实施现状。目前，产教融

合推动地方建筑业发展所面临的问题主要有缺乏硬性的法律制度保障、缺少明晰的行政主体责任及缺

乏有效的工学合作模式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产教融合推动盐城地方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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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extensive research,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Yancheng construction 

industry and the implementation status of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n Yancheng universities. At 

present, the problems faced by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local 

construction industry mainly include the lack of rigid legal system guarantee, the lack of clear administrative 

subject responsibility and the lack of effective work-study cooperation mode.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to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Yancheng local construction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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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简介 

1.1国内外研究综述 

通过综合查阅文献，发现国外发达

国家职业教育起步较早，已形成较成熟

的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基本架构与运

行机制。比如，德国的“双元制”职业

教育架构，其典型特征是双重主体育人、

受教育者双重身份和双重学习场景，以

企业为主体，协同学校同时承担育人任

务，如图1所示。美国的“合作教育”，

其典型特征是学习与工作的结合，是出

于促进社会发展的目的而储备应用型人

才。澳大利亚的“TAFE”学院教育体系，

是政府主导学院建设政策与资金，行业

主导职业教育培训，学校基于培训开发

教材与课程，形成的政府、行业、学校

三重保证体系。 图 1 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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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已有一部分学者、研究机构对

产教融合促进行业发展作出一些研究。

许胜才（2020）通过对装配式建筑特点、

人才需求情况的介绍，提出了地方本科

高校“三聚焦三协同”装配式建筑人才

培养模式，促进地方建筑产业转型升级。

林芳（2019）提出了建设类高职院校产

教融合的形式和路径，企业参与校企合

作的利益关切需要尊重并兑现，同时建

设产教融合的核心力量——院校专业教

师队伍。罗晓明（2020）认为解决行业

企业参与“产教融合”主动性的关键在

于行业企业重新定位角色使命，进行技

术变革，携手高校，共享优质资源，形

成双赢局面。政府方面出台有效激励机

制，激发企业内驱力，凝聚各方力量，

推动校企协同育人。苟寒梅（2020）归

纳了典型院校产教融合经验，如校企政

联动、多要素投入、双主体主导路径等，

结合存在的问题和典型案例分析，提出

在职教改革背景下职业院校实现校企产

教融合发展应建立职教企业融资渠道、

开发校企协同管理模式、搭建资产资源

共享途径，以及创建校企科技创新合作

平台。宋薇（2022）明确了产教融合理

念对校企合作开展提出的新要求，并结

合实际提出校企合作模式的创新路径，

主要包括合作模式的构建应当以市场为

基本导向，关注企业在行业发展中的市

场地位；企业层面能够更加深入地参与

到平台管理体系之中；在校企合作平台

构建过程中，合作双方要能够深入研究

和分析政策方面的支撑，激发企业参与

校企合作平台的积极性；坚持以学生为

合作开展主体；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培

养，将教师实践能力培养放在更加突出

的位置。 

综上所述，国内外对于产教融合及

建筑业高校人才培养有了一些研究，总

体来看可以归结为以下两点：（1）国外

职业教育开展较早，产教融合深入度高，

但国内发展较慢；（2）产教融合促进建

筑业人才培养方面研究较多，但对于促

进地方建筑行业发展的研究不多。 

1.2本文研究意义 

盐城是传统的建筑大市，建筑业起

步于20世纪80年代。凭借一股干劲和巧

劲，盐城建筑业走出市域、走向全国，

逐渐成为富民强市的支柱产业。目前，

盐城正处于城镇化和工业化加速期，以

农民群众住房改善为主的乡村振兴，以

棚户区改造和老旧小区整治为主的城市

更新，以及高铁、港口等重大基础设施

的加快推进，这既是建筑业发展的“黄

金机遇期”，也是建筑业转型升级的“战

略机遇期”。 

作为以技术发展为核心推动力的行

业，建筑业发展关键在人才培养。作为

地方高校，要顺应现代建筑业发展的方

向和趋势，深化校企合作。按照高质量

发展要求，依托行业企业的技术优势，

如何深化产教融合推进盐城建筑企业提

档升级和促进产业优化升级，加快实现

由“建筑大市”向“建筑强市”转变，

显得尤为重要。本文的研究内容与盐城

地方建筑业发展趋势相衔接，通过对建

筑业产教融合人才培养体系的现状与问

题进行分析，提出了产教融合对促进盐

城地方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相关对策，

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2 盐城建筑业发展与产教融合

实施现状 

2.1盐城建筑业发展现状与趋势 

根据盐城市统计年鉴数据显示，

2019年盐城市完成建筑业总产值为1800

多亿元，相比于2018年均增长了近10%；

同时2019年完成建筑业增加值580多亿

元，占GDP的比重达8%以上。2020年，全

市建筑业逆势而上，完成总产值1904亿

元，同比增长5.4%，如图2所示。截止到

2020年，盐城建筑业发展规模和运行质

量多年位居苏北第一。 

近年来，盐城市建筑业坚持“产业

强市、生态立市、富民兴市”战略和“两

海两绿”路径，转变发展方式、加快转

型升级。近两年来，新形势新背景对国

民经济产生了较大影响，盐城建筑业发

展需要克服这些不利因素，加大建筑市

场开发力度，提高建筑经济质量，保持

平稳较快发展的良好态势。作为建筑大

市，盐城抢抓机遇，积极发展装配式建

筑。近年来，先后出台了《关于尽快推

进装配式建筑发展的实施意见》等相关

文件，进一步明确装配式建筑相关工作

要求，推进建筑产业现代化。在长三角

一体化背景下推动建筑业高质量发展，

是时代要求。 

2.2盐城地方高校产教融合体系实

施现状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

是新常态下国家对现代职业教育的重要

导向。近年来，盐城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探索出了一条以产业带动为主的交互式

螺旋发展专业群之路。以建筑工程学院

为例，自2014年学院成立以来，学院积

极探索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先后与

广联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建华建材有

限公司等行业知名企业进行校企合作，

建立BIM工程中心。2021年，建筑工程学

院组织申报的“装配式再生混凝土构件

研发创新基地”获批江苏省建筑产业现

代化示范新型建筑工业化创新基地。学

院先后邀请盐城市建筑业协会秘书长，

江苏恒业工程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等专家

图 2 盐城建筑业总产值（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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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教师共同研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就

如何加强校企合作，深化专业教学与就

业创业的融合，开展现代学徒制进行了

深入交流。 

2.3产教融合推动地方建筑业发展

面临的问题 

2.3.1缺乏硬性的法律制度保障 

近年来，国家相继出台一系列促进

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文件，如国务院办

公厅下发的“职教20条”中，提出扶持

鼓励企业和社会力量参与举办各类职业

教育，鼓励企业单位以各种方式（独资、

合资、合作等）依法参与举办职业教育。

现有的政策文件中对企业的要求多为柔

性条款，以“鼓励”为主，且优惠条款

缺少量化、惩处条规模糊、缺乏约束力，

这使得产教融合双主体中“产”方缺乏

原生动力。 

2.3.2缺少明晰的行政主体责任 

建筑行业主管部门的指导带动作用

未充分体现，政府对企业在操作层面上

缺乏科学有效的理论指导，导致企业在

学校输送哪些建筑业技能人才诉求点上

未得到充分的挖掘。同时，学校向企业

输送的学生在企业的情况也未得到有效

的反馈，这就导致各方承担的责任不明

晰。产教融合表面上是学校和企业双方

主体，其实背后是相关的行政主管部门、

建筑行业以及学校教育者三方的责任，

在校企合作中仍存在“学校热、企业冷”

的现象。 

2.3.3缺乏有效的工学合作模式 

目前，高职院校与企业之间大多数

仍然是以“顶岗实习”的模式开展合作，

这种学校向某一企业直接输送学生的合

作模式形式过于单一，就业供求市场不

断变化，建筑业转型升级不断加快，这

些因素都容易导致企业与学生双方的需

求度与满意度不稳定，难以达成长期有

效的合作。另外，产教融合的目的是培

养顺应新时代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技术

技能人才，提高就业率，推动经济发展，

而就现阶段而言，目前地方高职院校与

企业的产教融合形式仍处于试点建设阶

段，如何达到有效的工学合作模式还需

不断的探索。 

基于上述原因，一方面，高校在探

索产教融合过程中与地方建筑企业联系

不足，反而与外省外市的相关企业联系

较紧密。另一方面，三方主体指导不足，

导致行业企业与高校间的合作意识不

强，企业单位对学生的吸纳能力不够，

学生对企业的认知度和认可度也不清

晰。 

3 产教融合推动盐城地方建筑

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 

基于目前盐城建筑业发展现状与趋

势以及地方高校在产教融合体系推动所

面临的问题，积极探索产教融合推动盐

城地方建筑业高质量发展的对策，主要

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加强盐城地方政府主导力量 

建筑企业是建筑业发展的主体，建

筑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企业的发展，

而企业的发展又离不开人才的力量。可

由政府或教育主管部门指导，成立建设

校企合作发展协会。例如由盐城市住建

局、盐城市建筑业协会主牵头，以盐城

职业院校建筑行业职业教育为主体、以

建筑行业和盐城地方建筑企业为依托的

现代职业教育新模式，实现多层次办学，

政企校三方协作指导、协同建设、共同

监督。 

3.2建立合理的三方合作运行机制 

在政企校三方合作的产教融合机制

基础上，建立投入与产出呈现合理比例

的运行机制。利用学校与企业的交流融

合，实现要素共享， 终达成双方互利

共赢。学校与企业可以共同制定人才培

养方案，企业参与教学管理与教学考核，

以培养理论知识丰富、实践能力强的高

水平技能人才为共同目标。通过校企互

聘、挂职锻炼、跟岗实习等形式，推动

校企合作深度发展，共建现代化示范新

型建筑工业化创新基地。例如盐城工业

职业技术学院“装配式再生混凝土构件

研发创新基地”等，依托产教融合创新

基地，校企双方积极推进人才培养结构

改革，面向盐城地区装配式建筑产业发

展需求，促进盐城地方高职教育和建筑

产业联动发展。 

3.3加快高职院校专业建设改革 

盐城高职院校需要加大专业建设，

与产业发展对接，培养能够满足职业岗

位需求的人才。目前盐城建筑业正处于

转型升级期，高校需将相关专业进行集

群化归类，如建筑工程技术专业、工程

造价专业等，将大类专业与盐城区域建

筑产业链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

接、教学过程与施工管理过程对接的要

求。同时与相关企业共同开发专业教学

资源库，合理分配专业基础课、专业核

心课、实践课程教学任务，利用多媒体、

VR、装配式、BIM工程中心，通过微课、

慕课等形式呈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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