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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引言



当前，高职商贸类专业产教融合面临着诸多
挑战和问题，亟待加强研究和实践探索。

本研究旨在通过对高职商贸类专业
产教融合现状的深入调查和分析，
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为推进
高职商贸类专业产教融合提供参考
和借鉴。

高职商贸类专业产教融合是高等职业教
育改革发展的重要方向，对于提高人才
培养质量、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
意义。

研究背景和意义



通过对高职商贸类专业产教融合现状

的调查和分析，揭示存在的问题和困

难，提出推进高职商贸类专业产教融

合的有效对策和建议。

高职商贸类专业产教融合的现状如何

？存在哪些问题和困难？如何推进高

职商贸类专业产教融合？

研究目的和问题

研究问题

研究目的



本研究采用文献研究、问卷调查、访谈等多种研究方法，对高职商贸类专业产教融合的现状进行深入调查和分析。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全国范围内的高职商贸类专业为研究对象，重点调查和分析这些专业在产教融合方面的现状、问题和对

策。同时，结合国内外相关理论和实践经验进行比较分析，提出推进高职商贸类专业产教融合的有效对策和建议。

研究范围

研究方法和范围



02
高职商贸类专业产教融合
现状分析



高职商贸类专业是指以培养具备商业贸易、市场营销、电子商务等方面知识和技能的高素质技术技能
人才为目标的专业群。

高职商贸类专业在我国职业教育体系中占据重要地位，为社会输送了大量具备商贸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
的技术技能人才。

该类专业主要涵盖市场营销、国际贸易、电子商务、物流管理等领域，旨在培养学生具备从事商贸活动
的综合能力。

高职商贸类专业概述



产教融合程度不够深入

当前，高职商贸类专业与产业的

融合程度不够深入，学校教育与

市场需求存在脱节现象。

实践教学环节薄弱

部分高职商贸类专业实践教学环

节相对薄弱，缺乏真实的企业环

境和项目经验，导致学生难以适

应市场需求。

企业参与意愿不高

由于政策、资金等方面的原因，

企业参与高职教育的意愿不高，

缺乏与学校的深度合作。

产教融合现状及问题



教育理念滞后

部分高职院校教育理念滞后，未能充分认识到产教融
合的重要性，导致教育教学与市场需求脱节。

政策支持不足

政府对高职商贸类专业产教融合的政策支持不足，缺
乏相应的激励机制和保障措施。

企业参与度低

由于缺乏有效的合作机制和利益驱动，企业参与高职
教育的积极性不高，难以形成深度的产教融合。

原因分析



03
国内外产教融合模式比较
研究



国内产教融合模式

政府出台相关政策，鼓励企业与高职院校合作，共同培养

人才。通过税收、资金等优惠政策，激发企业参与产教融

合的积极性。
校企合作模式

高职院校与企业签订合作协议，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

课程设置、实践教学等。企业提供实习岗位和就业机会，

学校为企业提供人才支持和技术服务。
集团化办学模式

以行业或区域为纽带，组建职业教育集团，实现资源共享、

优势互补。集团内学校、企业、行业协会等多元主体共同

参与人才培养，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针对性。

政策引导模式



国外产教融合模式

CBE模式

加拿大CBE（Competency 

Based Education）模式是一种

以能力为基础的教育模式，强调

学生职业能力的培养。学校与企

业合作制定职业能力标准，共同

开发课程和教学资源。

双元制模式

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是典型的产

教融合模式，学生在企业和学校

两个场所接受培训和教育。企业

提供实践岗位和职业培训，学校

提供理论教学和普通教育。

TAFE模式

澳大利亚TAFE（Technical and 

Further Education）模式是典型

的产教融合模式，政府、行业、

企业和学校共同参与职业教育和

培训。TAFE学院提供灵活的课程

设置和实践教学，满足行业和企

业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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