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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基于“三重螺旋理论”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生态机制研究与实践

立项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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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级教学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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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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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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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9

全国商科教育高等

教育教学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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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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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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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21-1

1-09

第二批“国家级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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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播电商专业）

认定
国家

级
成员（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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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6

创新发展行动计划

国家级骨干专业（电

子商务）

认定
国家

级

主持人

（1）
2

2022-0

7-31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

大赛电子商务技能

赛项

一等

奖

国家

级

主持人

（1）
1

2022-0

6-06

主持国家级《网络营

销与直插电商》专业

标准订制

认定
国家

级
成员（2） 2

2023-0

8-29

高职院校直播电商

赛项全国二等奖

二等

奖

国家

级
成员（2） 1



2021-1

1-09

电子商务专业群人

才培养方案研究
认定

国家

级

主持人

（1）
4

1.成果简介（不超过 1000字）

（一）实施背景：

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产教融合，党的二十大部署

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提出“产教融合、科教融汇”明确了产教融合是是办

好职业教育的关键所在，是推进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生命线。2023

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 8部门联合印发《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实

施方案（2023-2025 年）》更加强化产教融合在职业教育发展中的重大意

义和作用。为提升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满足国家发展战略和河南省

“7+28+N”战略实施的需要，项目团队以“三重螺旋”和生态学理论为基

础，对产教融合课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于产教融合的进一步深化和职

业教育人才培养具有重要意义。

（二）主要内容：

为解决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长期存在的“合而不作”“融而不深”的现

象，团队运用“三重螺旋”理论，将政府、行业、学校三个产教融合主体

以“多元共治”模型进行具象化，强调了多元构成和共同治理；形成了相

互依存相互促进的稳定结构，并根据生态学理论，构建了产教融合生态系

统，明确其组分与边界，实现其功能。根据生态系统确立了生态机制，包

括发生机制、发育机制、稳定机制等，确保三者的深度融合和可持续发展。

研究过程中依据科学性与可操作性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原则，根

据通用指标体系和内容效度指数（S-CVI）评价体系，搭建了产教融合度评

价指标体系框架，完成了四维度三级 37项指标体系，并明确给出了各项指

标的权重计算方法。

选取了河南省某职业院校进行产教融合系统和机制的实证研究，并根

据指标体系进行计算测量并筛选，最终形成了具有一定通用性的“混合所

有制”模式，包含“目标共生”——提升了教育对产业环境适应力、“四

方联动”——创建了产教融合育人生态系统、“混合所有”——激发了产

教融合主体内生动力、“三会三层”——构建了产教融合协同运行机制、

“多层并轨”——夯实了产教融合人才培养过程。

（三）成果价值：

研究成果目前已在河南省 3 所高职院校，1所中职院校开展实施，4

所院校产教融合水平、人才培养质量都有明显提升；通过项目实施，学校

及团队获得了全国就业先进工作单位、国家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奖、全

国职业技术教育先进单位等，全国职业院校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等多项国家



级奖励，成立了 2 个全国范围产教融合职教联盟，校企共建国家级精品资

源课程 10余门，省级精品课程 20余门，发表相关论文 20余篇，指导学生

获得国家级奖励 10余项，省级一等奖 30余项，被媒体报道 40余次；本项

目在 2024 年荣获全国商科院校教学成果“一等奖”。

2.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及解决方案（不超过 1000字）

（一）成果主要解决的教学问题：

1.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缺乏动力的问题

2.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无法测评的问题

3.职业院校产教融合无可参考模式的问题

4.职业院校产教融合不同需求和特性问题

（二）成果主要解决问题的方案：

1.针对目前产教融合缺乏动力的问题，项目研究以产教融合中的三个

主体即政府、行业、院校为出发点，构建了能够形成产教融合合力的“三

重螺旋”，同时引入生态理论体系，确立了产教融合的生态机制，确定了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三维逻辑即优化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强化人才培养目标；明确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即人

才培养、教育发展、助力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稳定就业。

2.针对职业院校产教融合体系无法测评的问题，结合生态机制和内容

效度指数分析法（S-CVI)检验方法，搭建了产教融合的评价指标体系，完

成了从生态主体、生态环境、生态过程与生态效果四个方面来构建一级指

标评价体系，从生态因子和生态过程的角度构建二级和三级指标体系，实

现了科学性与可操作性相结合、可比性与时效性相结合、完整性与有效性

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最终形成了四维度三级 37项指标体系，明确

了各项指标的权重，并给出了具体的计算和考量方法。

3.针对职业院校产教融合没有可遵循可参考模式的问题，成果选择了

河南某职业技术学院的实施过程进行实证研究，根据测评结果，结合产教

融合通用指标，提出了具有一定通用性的产教融合模式即“混合所有制”

模式，其中包括“目标共生”——提升了教育对产业环境适应力、“四方

联动”——创建了产教融合育人生态系统、“混合所有”——激发了产教

融合主体内生动力、“三会三层”——构建了产教融合协同运行机制、“多

层并轨”——夯实了产教融合人才培养过程，五项融合，进而实现“技能

—知识—素养—能力”螺旋式循环培养，推进人才培养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4.针对职业院校产教融合不同需求和特性的问题，成果提出了培植多

样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生态类型，包括拓展多元化产教融合“目标”生态

型、创新多形式产教融合“办学”生态型、丰富多样化产教融合“育人”

生态型，大力推行课程外包（或嵌入）、技能外包（或嵌入）、证书外包



（或嵌入）、专项素养外包（或嵌入）等多方面内容，并拓展丰富机制更

为灵活、形式更为多样、效益更为明显的“内容融合”生态型，以提升人

才培养实效，深度推进产教融合。

3.成果的创新点（不超过 1000字）

（一）创新“三重螺旋”理论下的生态机制，形成产教融合动力

成果针对目前职业院校产教融合中存在的“融而不合”、“校热企冷”

的实际问题，创新性的提出了将“生态”的概念引入产教融合实践中去，

以“生态环境”为产教融合构建的出发点，以政府、产业、学校为产教融

合主体，以“三重螺旋”理论为依据，构建了生态机制，三个主体之间相

互作用、相互依存的一种理论模型，共同形成推动社会发展的合力，从而

推动了社会的创新和经济的发展。

研究过程中明确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生态系统是由职业教育生态系

统、产业生态系统、科研生态系统、政府生态系统以及其他社会系统通过

“系统融合”的新融合生态系统，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生态系统的基本内涵

是多元共治、利益相关者合作和人力资源开发。也确定了职业教育产教融

合的三维逻辑即优化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强化人才培养目

标；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即人才培养、教育发展、助

力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稳定就业。

（二）创新产教融合生态机制的测评指标体系，形成产教融合量化标

准

根据生态理论，结合职业教育主管部门、地方政府、行业企业及职业

院校的需求，同时根据内容效度指数分析法（S-CVI)检验方法，明确提出

了产教融合的评价指标体系。完成了从生态主体、生态环境、生态过程与

生态效果四个方面来构建一级指标评价体系，从生态因子和生态过程的角

度构建二级和三级指标体系，实现了科学性与可操作性相结合、可比性与

时效性相结合、完整性与有效性相结合、定性与定量相结合，最终形成了

四维度三级 37项指标体系，明确给出了各项指标的权重，给出了具体的计

算和考量方法。

（三）创新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新思路，形成有通用性模式

依托项目研究结果，在河南某职业技术学院进行实施并开展实证研究，

对从研究结果进行实证分析，并有针对性了给出了具有较强通用性的产教

融合的“混合所有制”模式：“目标共生”——提升了教育对产业环境适

应力、“四方联动”——创建了产教融合育人生态系统、“混合所有”—

—激发了产教融合主体内生动力、“三会三层”——构建了产教融合协同



运行机制、“多层并轨”——夯实了产教融合人才培养过程，实现“技能

—知识—素养—能力”螺旋式循环培养，推进人才培养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四）创新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度”理念，形成“适度融合”新主张

“产教融合度”进行了研究，并对产教融合现状测评等理论进行阐释，

为产教融合相关项目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和范式，为职业院校产教

融合的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4.成果推广应用效果（不超过 1000 字）

（一）应用成效好

学生发展:成果实施以来，参与学校累计培养 4 届 2100 余名毕业生，

人才培养质量明显提升，毕业生就业率保持在 98%以上，用人单位满意度

从 91.2%提升到 98.5%（麦可思报告），用人单位满意度提升 5%、学生就

业满意度提升 10%。培养出全国劳动模范余军伟、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靳小

海等杰出人才。

专业建设：成果实施以来，专业跟专业群发展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实施学校中有国家“双高”专业群 2个，省级“双高”专业群 8个；生产

性实训基地 5 个、协同创新中心 3 个、职业教育示范性虚拟仿真实训基地

2个，省级生产性实训基地 4个、示范性实训基地 5 个、示范性综合实训

基地 4 个、示范性虚拟仿真实训基地 3 个，省级工程研究中心和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 12个。

学校发展：成果实施以来，学校的学生培养、就业等方面都取得了一

系列的成绩：荣获全国就业先进工作单位、国家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奖、

全国职业技术教育先进单位、教育部现代学徒制试点高职院校、教育部‘双

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第七届黄炎培职业教育奖优秀学校奖、全国职

业院校“实习管理 50强”“教学资源 50强”“产教融合 50强”，荣登

2021 年、2022 年、2023 年中国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全部榜单。

（二）推广范围大

理论推广：团队主持完成成果相关的省级教改课题 2项，地厅级教改

项目 8 项，参与国家级教改课题 4 项，发表成果相关论文 10余篇，其中北

大中文核心 2 篇，EI 检索期刊 5篇，出版专著 6 部。

标准研制：承担国家高等职业教育专科《网络营销与直播电商专业教

学标准》的研制工作，并将成果相关理念融入其中，明确了产教融合对专

业建设和发展的意义。

（三）社会反响强



媒体报道：成果被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教育电视台和学习强

国等新闻媒体广泛报道。其中，《中国教育报》以《“政行校企研”协同

育人 服务国防科技工业》和《打造产业学院 推动职教高质量发展》全面

报道学校深入开展产教融合的探索与实践。省部级以上媒体报道累计达 30

余次，产生了较大社会影响。

示范带动：成果最早在河南某职业院校实施，过程中许昌职业技术学

院等 8 所学校纷纷到我校参观学习，并在本校实施；学生 2019 年以来参加

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中获奖 5项。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获得国赛一等奖 5项、二等奖 17项、三等奖 25项，2022 年获奖数量

位列河南省第 1名，全国第 6名，获奖学生代表张世通接受中国教育电视

台采访，讲述成长历程，引起较大社会反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