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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高职院校产业学院建设路径研究
刘晓蓉

无锡科技职业学院，江苏 无锡 523808

摘要：国家鼓励在特色鲜明、与产业紧密联系的高校，建设与地方政府、行业企业等多主体共建的现代产业学院，以培养适合经
济发展需求的技术技能人才。产业学院建设的目的在于改变产教融合层次低、校企合作形式松散和内容浅的问题，并已成为提高
供给侧质量优化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重要抓手。在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国家战略推动下，研究影响产业学院建设的因素，提出
优化产业学院建设路径，对于落地人才供给，促进更深层次的职业教育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方向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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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长三角区域素来具有人才富集、科技水平高、
制造业发达、产业链成熟、供应链完备和市场潜
力巨大等诸多优势。一方面，长三角区域内经济
体系发达，城市经济的高速发展，为地区内职业
教育形成品牌特色和专业优势打下了坚实的经济
基础，职业教育水平在全国居于领先位置；另一
方面，这一区域的城市有着密切的地缘关系及相
近的社会文化传统，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使处于“长
三角”地区的各地方政府能够更好地、更便利地
综合运用各种一体化政策来引导配置教育资源，
更好地统筹区域之间的职业教育优势资源，深化
产教融合，因势利导、顺势而为对接符合区域经
济发展需求和调整转型方向的产业与企业。本文
对长三角区域部分职业院校开展问卷形式的调
研，立足影响产业学院发展的因素，挖掘建设产
业学院落实产教融合的有效途径。

一、 产业学院文献研究

（一）主要观点
产业学院是一种创新型的产教融合组织形

态，是推动松散型校企合作关系逐步走向深度、
实质性融合的有益探索。（高鸿、赵昕 2021）是
促进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结构要素全方
位融合，发挥学校、企业双主体育人作用的重要
手段（《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

产业学院建设的重要理论逻辑在于实现学校
的专业链与企业产业链精准对接，专业、产业、
人才和创新链四链合一，构造产学研一体、教育
与产业协同发展的区域形态（陶虹、左芬、徐
文梁 2021）。产业学院是校企合作的一种新形
态、新范式，政府引导下学校、企业两大主题相
互交融、相互渗透，是学校与企业在发展过程中
形成的命运共同体、发展联合体（韩登、孙妹
2021）。

研究产业学院的组织形式和治理结构是产业
学院发展的一个难题。李宝银等人把产业学院定
义为大学的二级学院或者二级学院机制运作的办
学机构。蔡瑞林和徐伟认为产业学院可以有三种
形态：作为二级学院存在于学校，作为企业学院
存在于企业，或者具备二级法人资格。

产业学院建设中存在着不容回避的问题。
1. 产业学院不具备法人资格，致使发展受到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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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李潭（2017）、金炜（2020）认为产业学院
顶层设计缺乏，地位不明，需要政府出台法律澄
清其身份。2. 产业学院行政化问题突出，现代治
理方式不完善，例如，杨应慧，杨怡涵（2018）、
金炜（2020）认为，产业学院缺乏完善的现代法
人治理结构、泛行政化问题依然突出，校企礼仪
共赢难以达成。3. 产业学院市场化运作不畅，导
致其运行成本高，受益少，难以实现校企共赢，
例如，朱跃东（2019）认为，产业学院运作成本高，
办学效益难以得到实质提升；吴金玲（2019）表示，
产业学院运行成本高，企业合作动力不足。

（二）文献研究评论
对于高职产业学院研究的文献进行综述发

现：第一，高职产业学院建设已经成为了新时代
职业教育发展的核心话题之一，也是学术研究重
点；第二，依托于区域产业发展，促进人才培养
供给侧改革，构建产教深度融合的区域职业教育
模式是建设产业学院的核心环节；第三，当前对
于高职产业学院的研究更多停留在理论层面，并
主要集中在产业学院个体建设发展层面，很少将
产业学院的建设放在区域一体化的背景下，尤其
是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思考。

二、 研究设计及过程

（一）研究框架搭建
职业院校的首要职能是人才培养，人才质量

的首要标准是符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产业
学院作为一种新型办学模式，为地方高职院校的
发展提供了一种新的路径，也丰富了长三角教育
一体化的内涵和模式。根据目标导向，以及初步
文献研究的结果，项目组初定将课程体系建设、
多元主体管理、实习实训安排、双证书制度，设
定为影响学生就业能力的主要因素，将产业学院
建设作为重要的调节变量，即通过搭建假设模型
去验证产业学院建设过程中要注意的影响因素，
及其最终对高职毕业生就业能力的影响。

（二）问卷设计与实施
基于以上假设，项目组初步拟定了问卷的题

型和内容，并对问卷进行了效度和信度的分析，
并对长三角地区相关职业院校的教师开展了意向
性的调研，通过在线平台回收数据。

（三）数据验证
1. 信度分析
本研究借助 Smart PLS 中的 PLS 算法获得克

隆巴赫系数和组合信度，以验证本研究的信度。
为评估内部一致性通，常使用克隆巴赫系数 (α)。
Cronbach(1951) 针对判别信度提出了以下标准：
当 α ≤ 0.35 时，信度较低；0.35<α ≤ 0.7 时，
信度中等；当 α>0.7 时，信度较高。当 α>0.8 时，
说明内部信度非常好。由下表可知，问卷各变量
维度信度都在 0.9 以上，可进行下一步分析。

 信度分析

变量简写 Cronbach's alpha
课程体系 CS 0.927
多证书 DC 0.914

就业能力的毕业生 EG 0.922
政府支持 t GS 0.930
校企合作 IEI 0.925
实习实训 JI 0.936
多元主体 MG 0.907

2. 效度分析
SmartPLS 输出的交叉荷载系数表揭示了各变

量与其潜在因子之间的关联强度，课程体系变量
（CS1 至 CS6）的载荷系数较高，介于 0.849 至
0.863 之间；双证书变量（DC1 至 DC6）的载荷
系数范围从 0.796 至 0.863；就业能力变量（EG1
至 EG6）的载荷系数介于 0.834 至 0.855；政府支
持变量（GS1 至 GS7）的载荷系数范围为 0.812
至 0.855；产教融合变量（IEI1 至 IEI5）的载荷
系数较高，从 0.855 至 0.902；实习实践变量（JI1
至 JI7）的载荷系数介于 0.826 至 0.867；多元治
理变量（MG1 至 MG5）的载荷系数范围为 0.834
至 0.865。结果表明变量与潜在因子之间存在显
著的关联，为进一步的结构方程模型分析提供了
坚实的基础。

表 7 平均抽取变异量分析结果

AVE CR

Curriculum System 0.731 0.942

Dual Certificates 0.701 0.933

Employable Graduate 0.719 0.939

Government support 0.704 0.943

Industry-education integration 0.770 0.944

Job Internship 0.724 0.948

Multi - governance 0.728 0.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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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研究结果

（一）问卷回收情况
在本项研究中，利用问卷星对长三角地区

部分高职院校的教师进行线上调查。原计划发
放 420 份问卷，实际回收 416 份，为确保数据
质量，剔除了 26 份因回答时长过短或答题一致
性过高而可能影响研究准确性的问卷，最终，
得到了 390 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达到了
93.75%，确保了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科学性，
为后续的分析和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数据研究成果
首先，50.51% 的教师认为企业参与度不高

是一个主要问题，这可能限制了教育与产业需
求的有效对接。54.62% 的教师指出学校资源有
限，这可能包括资金、设备和师资等方面的不
足，影响教育质量。52.05% 的教师认为课程设
置不合理，可能涉及课程内容与市场需求不匹
配，或是课程结构不够科学。53.85% 的教师提
到实践教学条件不足，表明实验室、实训基地
和实习机会等方面的资源需要加强。此外，2.05%
的教师提出了其他问题，虽然比例较小，但提
示了产教融合中可能存在的多样性问题。这些
问题的存在表明，为了提高产教融合的效果，
需要学校、企业、政府等多方共同努力，增加
企业参与度，优化资源配置，合理设置课程，
改善实践教学条件，并关注其他可能影响产教
融合的因素。

其 次，51.03% 的 教 师 认 为 加 强 与 企 业 的
合作至关重要，这表明校企之间的紧密联系对
于提升教育的实践性和针对性具有显著影响。
48.21% 的教师强调提高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
突显了教师在提升教育质量中的关键作用。
51.28% 的教师建议优化课程设置，以更好地适
应市场需求和学生发展，显示了课程内容和结
构调整的迫切需求。48.46% 的教师提出改善实
践教学条件，如实训设施和实习机会，以增强
学生的职业技能和实际操作能力。此外，5.13%
的教师提出了其他改进建议，虽然比例较小，
但也体现了对产教融合改进的多元化思考。这
些建议集中指向了校企合作、教师能力提升、
课程内容优化和实践条件改善，为高职院校在
产教融合中的改进提供了明确的方向。

第三，51.03% 的教师认为学生专业技能不
强，这可能影响他们对专业知识的掌握和应用。
53.59% 的教师指出学生缺乏实践经验，这可能
限制他们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操作的能力。
53.08% 的教师认为学生职业素养不高，这包括
职业道德、工作态度和职场沟通能力等方面。
55.13% 的教师认为学生创新能力不足，这在快
速变化的就业市场中尤为重要。此外，4.62% 的
教师提出了其他方面的不足。这些数据表明，
高职院校需要在提升学生的专业技能、增加实
践经验、提高职业素养和培养创新能力等方面
进行改进，以增强学生的就业竞争力和适应能
力。

四、总结

课程体系通过产教融合对可就业毕业生的
间接影响显著，路径系数为 0.066，T 值为 4.065，
P 值为 0.000，表明课程体系通过加强产教融
合，对毕业生就业能力有非常显著的正向间接
影响。这意味着如果能有效提升课程体系的设
计，使其更加贴合产业需求，就能通过产教融
合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就业能力。双证书通过产
教融合对可就业毕业生的间接影响也较为显著，
路径系数为 0.036，T 值为 2.591，P 值为 0.010。
这表明双证书不仅直接对毕业生就业有正向影
响，还能通过加强与行业的融合，进一步提升
就业效果。这进一步证明了双证书制度在推动
产教结合方面的潜力，能够间接提高学生的职
业竞争力。实习实践通过产教融合对可就业毕
业生的间接影响非常显著，路径系数为 0.063，
T 值为 3.981，P 值为 0.000。这个结果表明，通
过实习积累的实践经验，不仅能够直接提升就
业能力，还能通过产教融合的机制，进一步放
大其正向效果。这反映了实习在产教结合中的
关键作用。多元治理通过产教融合对可就业毕
业生的间接影响同样显著，路径系数为 0.037，
T 值为 2.936，P 值为 0.003。尽管之前多元治理
对可就业毕业生的直接影响不显著，但通过产
教融合的中介作用，多元治理能够间接提升就
业能力。这意味着多元治理的政策设计在提升
产教融合的效率上起到了重要作用，进而间接
促进了毕业生就业。

结果显示以产业学院为主要形式促进的产
教融合作为一个中介变量在多项路径中都起到
了显著的正向作用，尤其是课程体系、双证书、
实习和多元治理等因素都通过加强产教融合，
间接对毕业生就业能力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
为今后在教育改革和政策优化中，注重加强产
教融合提供了有力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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