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长春市机电职教集团体制机制创新 

 

长春市机电职教集团成立于 2009 年，是一个松散型的校企共建联合体，

在长春市政府、长春市教育局的推动下，在省教育厅及相关部门的指导下，

探索松散管理、实体运作、资源共享等机制体制。 

1.政府统筹指导、加大资金政策支持 

集团建设初期，我市教育局多次带领相关人员到全国各地进行学习和

考察，并定期对职教集团建设项目进行协调与验收，夯实了职教集团建设

的基础和实力。同时在资金上给予大力支持，集团在 2010年建设初期，我

市教育局拨付 50万元资金作为起动经费，我校后示范校建设工程投入资金

300万元，用于专业教学资源建设，2013年长春市承担的的综合改革试点

建设项目投入资金 2900万元，用于我校机电类专业实训基地建设。2015年

长春市作为中国制造 2025建设试点建设城市，又加大了对先进制造业企业

及职业院校的投入。2017年，长春市机电职教集团成功申报了吉林省示范

性职教集团，2018年投入 4750万元用于实训基地建设。 

2. 校企校之间建立利益互惠的资源共享机制 

人才培养与技术资源共享。校企合作中，学校面临着两类企业，一类是

大型企业，这类企业有作业流水线，可以为学生提供实习实训的技术岗位

和生产场地，很多实习生实习后部分会留到该企业从事生产工作。如一汽

集团相关企业，中车长客股份等，这些国有企业或龙头企业，规模大，集研

发、生产、销售一条龙服务，能够提供学校所需的技能技术性的专业实践，

实现人才资源、设备资源共享。 

集团内还有一些中小微企业，公司设施设备较为简单，一部分正处于转

型升级，不适合给学生提供实习实训场地，这类企业则是高职院校教师技

术服务的合作伙伴，例如 2015—2017 年，我院参与长春市人社局和工信



局联合多所高等院校、高职院校一同进行的企业调研，集团内长春职业技

术学院、长春汽车高等专科学校、长春工业大学、吉林大学等多家单位参

与了此项活动，为中小微提供了多家企业技术服务。有效推进了“政-校-校”

的紧密合作，实现实训基地资源共同建设。 

实训基地及设备资源共享。按着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基本要求，针

对相关资源较薄弱等现实，集团院校之间加强伙伴性合作关系。围绕振兴

发展的专业领域，在校内实训基地建设上错位发展，资源共享。共建共享

实训场所，如长春职业技术学院在 2016—2018 年，将校内的生产型现代

制造技术实训中心、城市轨道交通实训中心、机电技术实训中心建设成为

吉林省共享型生产性实训基地，长春市公共实训基地和共享型体验中心。

其中轨道实训中心由学校和企业共同出出资建设，学校投入设备，企业投

入场地和基本建设，目前此中心建在长春市轨道交通集团有限公司车场，

与企业共享、共管。集团内类似这样的实训基地还有很多，这些共建共享

的实训场所需要集团内的企业、学校、政府多方提供一定的资金支持，三方

全程参与。 

师资等人力资源共享。师资主要包括校际间专业教师、兼职教师的共

享，以及校企间企业技术人员下企业实践教师的共享。校企合作中，首要

合作的资源就是人力资源。对于职业院校来说，职业院校的教师理论水平

高，但是动手能力差，缺少企业一线的实战经验，致使教学理论与实践相脱

节；高层次人才往往稀缺，企业生产发展没有高层次人才的队伍支持，创

新发展方面不能突围，而从事企业一线工作的技术人员往往学历水平层次较

低，虽然常年累月在生产线上打磨，依靠的毕竟是经验，理论水平与经验认

识有脱节。 

对于企业来说，企业需求的加强校企师资力量资源共享，一是鼓励职业

院校教师下到企业从事一线生产实践，增强动手能力，使理论与实践相互融



合。二是鼓励职业院校教师到企业兼职，担任企业顾问或专家，指导下的

生产与生产下的指导相结合，一方面可以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另一方面

可以丰富职业院校教师的实践阅历知识。三是聘请企业兼职老师，聘请企

业实战经验丰富的专业技术人员担任学校的实践指导老师，到校内指导学

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和技能。聘请实战经验丰富的总经理、总工程师进行悉心

指导，在公司产品研发、出差谈判、产品销售、处理售后投诉等方面，进行

多岗位轮换、“手把手”传授；四是聘请行业组织、科研机构的科研人员或技

术人员到企业或学校进行知识传播或技术指导。五是校企相互培训。在教

学安排企业里的专家里手、技术人员对学生实习实训进行培训。 

3.产教融合，推进协同育人的联合培养机制 

人才培养工作机制。2017年以来，集团成员校丰富了联合培养模式，紧

密对接先进制造产业优化了专业设置，校际进行职教集团体系构建，开展了

中高职对口专业衔接，高职本科联合培养、高职弹性学制试点等培养方式；

校企之间完善了订单式培养（全程订单、半程订单、协议培养等方式），开

展了现代学徒制试点；2018年以长春职业技术学院为核心，成立了校企合作

人才培养联盟，企业从学生一入学的专业教育开始，就加入对接专业企业的

课程、企业文化、职业素养、工匠精神的培养，践行“五同”（校企共同制

定人才培养方案、共同制定课程标准、共同进行教学实施、共同进行职业技

能鉴定、共同完成实习就业）人才培养，紧紧围绕吉林省、长春市支柱、优

势、特色和新兴产业发展，面向高端产业、服务高端企业、定位高端岗位、

实现质量就业（目前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2018级机制类专业、自动化类专业、

轨道交通类专业的 750名学生中 90%人已选择了预就业的企业和岗位，进入

联合培养班，他们利用课余时间及选修课程在攻读相关联的企业课程）。 

员工培训机制。集团成员校多所高职院校为吉林省或长春市的企业员工

培训基地，多年来承担了吉林省长春市企业员工的培训任务，并形成了良好



的培训效果，健全了企业员工培训体系，完善了多主体质量评价体系。并建

有常规工种的职业技能鉴定所，长春市应急管理局在长春职业技术学院设立

了培训与考试中心，机电学院承担了吉林省长春市职工“低压电工、高压电

工、焊工、制冷工等项目的岗位准入考试工作和企事业单位相关管理人员的

培训工作。 

4.建立合理有效的组织保障机制 

一是启动了校企共生的集团命运共同体建设，在合作领域“共同规划、

共构组织、共同建设、共同管理、共享成果、共担风险”；二是深化了集团

的运行管理机制，实现了集团规范、民主、科学、高效管理，并适度扩大了

集团规模，集团成员扩充到 80 余家；三是健全了多方参与的对话协作机制，

以会议、论坛等多种活动为载体，构建了政、校、企多方参与的对话平台。

同时，整合了集团资源，实现了优势资源共建共享。如，与吉林省模具工业

协会共建模具技术研发与技术应用中心，与长春市轨道交通集团公司共建生

产性实训基地，与多个企业联合共建智能制造技术应用协同创新中心，设立

“海尔”、“福耀”、“一汽轿车”、“一汽解放”班等企业冠名班（与就

业一体化管理）第二学籍（企业准员工档案）及奖学金，实施了“双百工程”

（百名教师下企业、百名企业进校园，在合心机械制造有限公司等合作企业

组建了专业教师企业流动工作站，在学校设立了企业技能大师工作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