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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县域办学模式演化与特征

——三螺旋理论案例研究

白绪秋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 广州 天河 510665

[摘 要]“双高计划”建设是高职院校面向社会发展和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重大战略举措，其核心任务是

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本文运用三螺旋理论，对“双高计划”试点学校——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县域办学

模式演化过程进行深入剖析，发现其在高职院校县域办学中呈现出“三螺旋”特征：政府主导型的高等教育

治理体系、产业驱动型的专业建设体系、大学引领型的科研组织体系。由此提出“三螺旋”办学模式对高职

院校县域办学的启示：以“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为核心，构建高职院校县域办学新模式；以“双高计划”为

契机，强化县域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产教融合为纽带，实现高职院校与地方经济社会的互动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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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和区域经济协调

发展战略的实施，作为地方经济重要组成部

分的县域，在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发挥

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高职院校作为“双高

计划”试点学校，如何更好地服务县域经济

社会发展，已成为“双高计划”建设的重要议

题。广东省作为全国县域经济发展最活跃、

最具代表性的省份之一，其县域经济总量占

全省的一半以上。从区域发展来看，广东省

县域经济总量占全省的 89%。从产业结构来

看，广东省县域主导产业主要是电子信息、

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产业结构与高职院

校人才培养结构具有很强的一致性。在县域

经济转型升级过程中，高职院校如何发挥更

好地服务功能，更好地服务社会？答案是：

通过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深化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然而，从当前我国高职院校县域

办学模式来看，存在着校企合作层次低、深

度少、企业参与度不高等问题。因此，“双

高计划”试点学校如何深化产教融合、校企

合作，走出一条具有广东特色的县域职业教

育发展之路，是“双高计划”建设亟待解决的

问题。

二、文献综述

长期以来，我国高职院校发展一直是围

绕地方政府、企业和高校形成了三螺旋结

构。随着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不断推进，高

职院校县域办学模式呈现出新的特征。目

前，国内外学者对县域办学模式的研究主要

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关于县域职业教育的

理论研究；二是关于县域职业教育发展的实

践经验；三是关于县域职业教育发展中存在

的问题及对策。对于高职院校县域办学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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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学者们从不同视角进行了分析。总体来

看，国内外学者对于高职院校县域办学模式

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对高职院

校与地方政府、企业合作办学的理论基础进

行分析；二是对高职院校与地方政府、企业

合作办学模式进行分析。

三、研究方法

案例研究是一种非结构化的文献分析方

法，即研究者不通过对文献资料的全面梳

理、分析与解释来获取知识，而是通过对案

例进行深度访谈、调查与分析，从而获得有

关经验教训、政策建议等知识。这种方法在

教育研究中十分普遍，尤其是对高职院校的

研究，在进行过程中都会采用这种方法。本

文基于“双高计划”建设背景下高职院校的发

展实践，通过对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县域办学

模式演化的过程分析，探究高职院校县域办

学模式演化特征及其成因，以期为“双高计

划”背景下的县域职业教育发展提供有益启

示。

本研究运用“三螺旋”理论对广东技术师

范大学县域办学模式进行案例分析。“三螺

旋”理论是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罗兹曼

于 20世纪 80年代提出的，该理论认为：在

不同的学校发展阶段中，政府、企业和大学

之间形成了三个不同的组合模式。政府主导

型是指政府主导型的办学模式，即以政府为

中心，将社会需求作为办学的目标和导向，

以市场为中心，将学校作为其重要的组成部

分。企业主导型是指企业主导型的办学模

式，即由企业为办学主体，将职业教育作为

重要组成部分。大学主导型是指大学主导型

的办学模式，即由大学和企业共同承担人才

培养、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重任。通过对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县域办学模式演化过程进

行深入剖析，发现其在县域职业教育发展中

呈现出“三螺旋”特征。

四、案例介绍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是我国首批“双高计

划”建设单位之一，学校坐落在中国历史文

化名城、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广东省揭阳

市。学校的前身是创办于 1949年的揭阳师

范专科学校，2013年经教育部批准更名为

广东技术师范大学。学校始终坚持以立德树

人为根本任务，以服务发展为宗旨，以促进

就业为导向，主动适应国家和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需求，办学水平和综合实力显著提升。

学校坚持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

合”的办学之路，经过 60多年的发展，已成

为一所以教师教育和继续教育为主要特色的

多科性大学。2019年，学校入选“双高计划”

建设单位名单。2021年 12月，经教育部批

准升格为本科层次职业院校——广东技术师

范大学。学校办学历史悠久，办学条件优

越，专业优势突出，办学特色鲜明。

五、案例分析

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2018年广东技

术师范大学在原广东区域职业教育改革试点

基础上，作为首批“双高计划”试点学校，积

极开展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实践探索，打造

了以“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为核心的“三螺

旋”办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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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螺旋是指三个具有相对独立性的、按

特定轨道运转的、相互关联的复杂系统。政

府是系统中最重要的部分，它在系统中居于

主导地位，是系统运行的动力来源；产业是

系统中最活跃的要素，它起着推动和引导作

用；大学是系统中最具创新能力、知识创造

和传承能力的组织，也是推动产业转型升

级、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和服务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的主体。“三螺旋”办学模式使地

方政府、产业、大学在职业教育中形成了良

性互动关系，三个要素在不断磨合与探索

中，逐步构建出一套完整的办学模式。

六、结论与启示

这种“三螺旋”特征对我国高职院校县域

办学具有三点启示：一是政府应引导“双高

计划”试点学校构建“政产学研用”深度融合

的办学模式，鼓励行业企业深度参与职业教

育，为“双高计划”试点学校提供强有力的政

策支撑；二是产业驱动型专业建设体系应从

制度层面保证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

落实，为高职院校县域办学提供坚实的专业

建设保障；三是大学引领型科研组织体系应

发挥其在科技创新和技术服务中的作用，构

建产学研用一体化服务平台，促进区域产业

转型升级。

当然，“双高计划”试点学校在县域办学

过程中也面临一些挑战和问题。这些挑战和

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县域经济发展水平较

低，对高职院校县域办学模式提出了更高要

求；二是职业教育资源匮乏，制约了高职院

校县域办学模式的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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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county school-running mode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ree-spiral theory case study

Bai Xuqiu

Guangdong Technical Normal University, Guangzhou Tianhe 510665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double-high Plan" is a major strategic measure for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o face social development and regional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Its core task is to deepen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and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This paper using the three spiral theory, the "twin plan" pilot school——

Guangdong technical normal university county educational mode evolution process, found that in

th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county presents a "three spiral" characteristics: government-led

higher education management system, industry driven professional construction system, university

leading type of scientific research organization system. It propose the enlightenment of "three

spirals" mode for county school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ake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administration, the opportunity, strengthen the structural reform of county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realize the interactive development betwee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local economic society.

Key word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school-running mode; three-spiral 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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