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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职业集群课程模式是一种以就业为导向，以校企合作、实践基地建设为基础，以提高学生职业

素养、实践能力、专业技能及就业能力为中心的课程模式。在该模式下建立校企合作长效机制，其思路是确

立人才共育、过程共管、责任共担、成果共享的校企合作博弈目标，采取多元化的人才培养方式，构建完整的

实践教学体系，注重双师型教学队伍建设，构建包括利益机制、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及情感机制在内的校企合

作保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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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校企合作特别是在实

践基地建设和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方面已经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焦

点。相关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

面：一是从整体上分析当前校企合

作存在的主要问题；二是针对问题

提出改进对策[1][2][3][4]。整体而言，现

有研究大多停留在对校企合作问

题与对策的简单探讨上，对于如何

在职业集群课程模块下构建校企

合作长效机制的研究却较少。此

外，由于理工学科校企合作能更直

接、更快地体现生产力，对企业的

激励较大，因此现有研究主要集中

于对理工学科校企合作的研究，忽

视对管理学科校企合作的研究。

本文以广东金融学院的HRM（人

力资源管理）专业为例，探讨职业

集群课程模式下管理学科的校企

合作长效机制建设。

一、CPE人才培养课程模式

和职业集群课程模块的内涵

马龙海等提出以行业需求为

导向，构建CPE人才培养课程模

式。CPE三段式人才培养课程模

式的基本内涵：在吸收传统课程培

养模式优点的基础上，根据学生创

业与就业发展需要，探索与试行

CPE三段式课程培养模式。其基

本内容为：第1~3学期为基础核心

课程培养阶段，按综合教育和学科

基础必修课程设置基础核心课程

模块，即Core Coures；第4~6学期

为专业课程培养阶段，按专业核心

课程和专业方向与拓展课程设置

专 业 课 程 模 块 ，即 Profession

Coures；第7、8学期为创业就业课

程培养阶段，设置就业导向课程模

块，即Empl- oyment Coures，又可

分为职业集群课程模块、拓展提高

课程模块和创新创业课程模块[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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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集群课程模块”的概念

来源于职业教育集群式模块课程，

它将有联系的职业（岗位）集结为

一个职业（岗位）群、分析职业（岗

位）所需专业技能并加以系统组合

形成课程，在课程设置中加大实践

课程比例，以提高学生综合能力、

职业技能及就业能力为核心[6]。具

体而言，CPE人才培养课程模式是

指将职业教育集群模块课程的思

路和做法融入到本科教育中，形成

的一种以就业为导向，以校企合

作、实践基地建设为基础，以提高

学生职业素养、实践能力、专业技

能及就业能力为中心，以就业导向

课程设置、突出实践环节为主要特

点的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模式。

其特点是在人才培养计划中加入

主要以职业岗位理论与实务课程、

校内仿真综合实习、校外实践基地

实习、职业资格考证课程为主体设

置的相应课程模块。

二、职业集群课程模块下的

校企合作长效机制建设

（一）校企合作长效机制建设

思路

校企合作长效机制的建立，关

键在于找到学校与企业合作的平

衡点，即通过校企合作，双方能实

现持续的共赢。根据重复博弈理

论，促进博弈能重复进行并形成合

作的重要因素包括关系密切、制

度、信任以及互惠等[7]。因此，基于

职业集群课程模块的校企合作长

效机制，其基本建设思路包括以下

六方面：

一是学校、企业、学生三方持

续共赢。学校可以通过校企合作

长效机制达到提高学生就业率、提

高教学质量和科研水平、提高学校

声誉等作用，实现“厚基础、精专

业、强能力”的培养目标，促进学校

的可持续发展。企业可以通过校

企合作长效机制来增强企业的智

力优势并转化为成果，解决生产运

营的难点和困境，并承担一定的社

会责任，提高企业的社会知名度。

学生可以通过校企合作长效机制

来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就业能

力，使自己成为名副其实的“基础

强、专业强、素质强”和“好用、顶

用、耐用”的“三强”“三用”人才。

二是有效的机制保障。建立

良好、操作性强的包括利益机制、

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及情感机制在

内的校企合作保障机制，能保证合

作双方信息沟通顺畅，从领导、资

金、技术等各方面提供持续的支

持，及时有效地发现并解决问题，

保持合作的有效性和持续性。

三是合作及培养方式多元

化。根据社会需求、合作企业、学

生情况的不同，可采取建立产学研

基地、协作制、专家咨询式等合作

方式，采取订单式培养、半订单式

培养、顶岗实习等人才培养方式，

根据不同时期的不同需要进行及

时调整，进一步丰富校企合作及人

才培养方式的内涵。

四是构建完整实践教学体

系。以应用型本科人才的培养为

核心，以职业集群课程模式为基

础，把能力本位的课程内容融入到

校企合作中，将教育与培训有机地

结合起来，保证学生能在实践中巩

固专业理论基础知识，提高学习能

力、动手能力、创新能力及综合运

用能力。

五是注重“双师型”教学队伍

的培养。以实践教学基地为基础，

选拔培养理论知识扎实、热爱实践

教学、实际操作能力强的教师，制

定专门的教师培训与继续教育计

划，配套相关的保障、激励、奖励制

度，在校企合作过程中不断提高教

师的实践能力与综合素质。

六是准确的定位与科学的规

划。紧密结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的

目标，对校企合作的未来发展进行

准确定位与科学规划，并不断完

善、调整，以适应发展变化的内外

部环境，使校企合作得以持续有效。

（二）职业集群课程模式下校

企合作长效机制建设实践——以

广东金融学院HRM专业为例

近年来，广东金融学院HRM

专业建设中，坚持以职业集群课程

模块为基础，以人才共育、过程共

管、责任共担、成果共享为校企合

作的博弈目标值，高度重视实践基

地的机制建设与保障，不断加强师

资力量投入并丰富教学实践内容，

目前已经建立多家教学实践基

地。其中，与广州市人力资源市场

服务中心合作建设的实践基地，5

年来接纳在校学生 80 批次、957

人，已经形成较成熟的合作模式和

实习制度，初步实现学校、企业、学

生及社会的共赢。

1.人才共育、过程共管、责任

共担、成果共享的校企合作博弈目

标值

按照“共建”、“共享”、“共赢”

的原则，校企双方共建实践教学实

习基地。在人才共育过程中，基地

选择具有实践经验的工作人员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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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作为实践指导教师，学校选择

具有扎实理论基础及创新精神的

专业教师作为理论指导教师，根据

应用型本科人才多层次、多元化的

能力特点，共同制定实践教学体

系。围绕社会和行业对人才特别

是金融人才的创新创业精神和实

践能力的要求，在职业集群课程模

块下双方共同制定包括校内系统

理论知识培养、综合实践技能训练

和校外实践专业素质拓展训练在

内的实习实训计划，并共同开发人

力资源管理师从业资格课程、职业

实践和创新创业实践等职业集群

课程。校企合作双方根据职业集

群课程模块和实践教学体系的要

求共同制定实践监管机制和考核

标准，共同对学生实习进行考核；

实习和师资培训按照基地业务流

程组织。在责任共担中，基地指导

教师和专家共同负责指导实习和

师资培训，根据签订的实习基地建

设协议，详细规定双方的责任、义

务及针对实习基地的指导书和管

理制度，共同制定《实习指导书》，

列明实习要求（人身财产、交通、住

宿）、制度要求（学校、系部和实习

单位的制度要求）、各岗位要求等，

为基地的长期有效运作提供制度

保障。在成果共享的校企合作博

弈目标值下，一方面，实践基地通

过与学校的合作，提升了社会形象

与影响力，并利用学校的师资及科

研力量为实践基地企业发展做理

论上的规划和指导。此外，还通过

学生的“顶岗实习”在一定程度上

降低用人成本和员工的工作强

度。另一方面，学校可以聘请实践

基地的专业人士担任兼职教师，为

学生主讲职业岗位理论与实务课

程，弥补学校教师“只懂理论，不懂

实务”的教学缺陷，切实提高了学

生的实践实操能力。

2.校企共建“双师型”师资队

伍

广东金融学院劳动经济与人

力资源管理系（以下简称为劳经

系）的大部分教师均长期在校内从

事教学科研工作，缺乏在企业工作

的实操经验，很难理论联系实际地

指导学生进行实操。针对这一状

况，劳经系在与企事业单位共建实

践基地过程中，特别注重“双师型”

教师队伍的建设。迄今为止，实践

基地依托的专业有实习实训指导

教师与培训教师共13人，全部具

有硕士以上学历，其中9人具有高

级职称，具有中级以上职业资格、

技能等级证书的“双师型”教师共

11人。通过参与实践基地的建设

及对实习学生的指导，主干课程教

师切实参与了企业“选、育、用、留”

的各项人力资源管理活动，真正做

到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丰富了实习

实训指导和培训经验。

3.形成完善的实践教学体系

经过五年的建设，广东金融学

院劳经系以职业集群课程模式为

基础，初步形成由包括认知实习、

专业实习、综合实习、创新实践和

社会实践等环节的实践教学体系，

将课程创业竞赛等与理论学习和

科学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并在实

践基地中充分运用，有效地提升了

学生的实践能力、职业技能与就业

竞争力。在各专业课实习中，专业

教师与实践指导教师采取给学生

设计实习项目，布置实习任务，规

定上交作业的质量要求，再由学生

动手操作的教学方法。目前，基地

的实践性教学内容为263课时，占

专业课1700课时的15％。学生通

过企业的模拟实战对抗，系统掌握

人力资源管理的“选、育、用、留”等

理论知识。

4.做好实践基地的建设规划

广东金融学院人力资源管理

专业对职业集群课程模式下的校

企合作长效机制建设有明确的发

展规划，确保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

质量不断提升。计划在2013年底

前，完成基地建设机制，初步建成

各实训中心，完成师资队伍建设任

务，初步体现社会服务能力等；在

2014年度，形成实践教学体系，完

成硬环境建设，完成实践教学资源

建设，提高基地的社会服务功能和

开放功能，并将人力资源专业与劳

动社会保障专业两个实践基地面

向省内其他院校开放，其中广州市

人力资源市场实践教学基地已被

正式批准为省级实践教学基地，规

划建成功能齐全的“产学合作中

心”，服务广东各高校相关专业的

实践教学，实现学校资源共享。

三、结论

职业集群课程模块下的课程

设置与在职业集群课程模块下的

校企合作长效机制建设都是围绕

“面向职业世界”这个主题，目的是

使应用型本科人才的培养真正达

到“好用、实用、耐用”的目标。在

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与推行过程

中，既要在职业集群课程模块下大

力进行校企合作长效机制建设，又

要重视帮助学生在校内打下坚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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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知识基础和培养自主学习

和创新能力，确保他们的后续发展

能力。

（广东金融学院 2011 年度教

改项目《加强校企合作 优化实践

基地——以劳经系基地建设为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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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ng-term Mechanism Building of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under
Vocational Cluster Course Module

——The Case of HRM Specialty of Guangdong College of Finance
MA Yue-xian

（Department of Labour Economy and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
Guangdong College of Finance，Guangzhou Guangdong 510521，China）

Abstract Vocational cluster course model is an employment-oriented course model and is based on the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and the practice base construction. Its core is the improvement of students’vocational qualities, practical abili⁃
ties,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employability. Under the model, establishing the long-term mechanism of school-enterprise co⁃
operation needs to set up the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target with talent joint-educated, process joint-management, du⁃
ty joint-taken and achievement sharing, adopt to the diversified talent cultivation modes, construct the complete practice
teaching system, pay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dual-qualification teaching staff, and construct the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guarantee mechanism including benefit mechanism, incentive mechanism, restraint mechanism and emotion
mechanism.
Key words vocational cluster course model;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long-term mechanism; HRM special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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