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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综述
一、项目研究综述和现状分析

1.关于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理论及政策研究。

关于产教融合内涵与机制的研究。陈年友等人提出产教融合就是职业教育与产业深

度合作，是职业院校为提高其人才培养质量而与行业企业开展的深度合作。以刘其晴为

代表，认为“产教融合”是在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

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毕业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等方面实现同步

对接。以杨善江为代表，认为产教融合作是一种教育活动，是学校和企业两方主体各自

发挥自身的优势而进行的一种教育活动。以罗汝珍等为代表，认为产教融合是一种组织

形式，教育与物质生产、社会服务等共同参与的一种组织形式。以田启利为代表，认为

产教融合是产业系统和教育系统一体化，产业里有教育或者教育里有产业。以邱晖等为

代表，基于于产教融合内涵的分析，构建了产教融合的动力机制，具体包括各主体利益

平衡机制、相关制度保障机制和多渠道经费投入机制。

关于产教融合政策支持系统的研究。以刘媛媛为代表认为政策支持系统尚未建立，

有必要建立一个全方位、完善的支持系统，促进职业教育持续、健康、广范围、宽领域

发展。以覃川为代表认为１+X 证书制度是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重要途径。

关于产教融合政策的制度学研究。以罗汝珍为代表，提出产教融合政策的出台受以

往政策方式、政策认知、政策同构、政策积淀等影响较大，产教融合政策的制定有必要

去除以上影响。以祁占勇等为代表在转变思维方式、建立联动工作机制、设立专门法律

保障、创新现代化治理模式和改进经费投入模式等方面提出完善产教融合制度的建议。

关于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政策执行成效的研究。以汤智华为代表，认为产教融合的主

要问题是传统的学校教育制度重教轻产、产教融合政策以及配套机制引导作用不突出、

产教供需双向对接渠道不畅通。以王向红为代表，认为产教融合的主要问题是国家缺乏

顶层设计，高职院校缺乏创新动力，成果转化不够明显。以闫广芬，李文文为代表，认

为产教融合的主要问题是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以下的困境，如过分重视教的过程而忽视

产，政策大多是指导性政策文件，其配套性政策是否落在实处难以进行调研，市场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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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缺乏导致供需难以进行有效对接等困境。以马树超、姜大源等为代表性的学者认为，

传统学校制度建设忽视面向经济建设的发展，配套政策和评价体系不足，导致企业缺少

动力，产教供需双向对接困难重重，市场优秀力量难以进入专业教学，政府推动力和企

业动力不足，行业指导职能弱化，缺乏完善的制度保障等。

为此，全面推进产教融合，有必要促进校企的规范合作，建设校企合作办学联合

体，设立专门职能机构统筹推进产教融合发展。也可以借鉴德国、美国、澳大利亚等国

家建立完善保障体系的经验，完善配套政策，建立有效协同治理体系，建立监督与评估

体系，保障政策有效落实，采取激励性措施，推动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成为规范化、制度

化行为，构建政府、行会等多方联系密切、彼此协调的产教融合命运共同体。

2.关于智慧财经“岗课证赛综合育人”路径与实践研究。

关于智慧财经新业态会计人才培养研究。以陈海雯为代表提出重构“实基础，分模

块，全贯通”的课程体系，通过构建“教训培考”一体化智慧财经产教基地为课程改革

提供支撑，进而重塑“大数据引领、人工智能融入、真实项目嵌入、分模块精细培养驱

动”的人才培养模式。以郑兴东等为代表基于“1+X”证书制度提出了人才培养的路

径，包括强化市场导向、加深学生认知、推动课程融合等。

关于“岗课证赛”融通及综合育人的路径与实践研究。以曹燕红为代表，认为开展

“岗课赛证”融合模式下的人才培养实践应重建财会专业核心课程体系，并通过建设高

质量教师团队、加强校企合作和校内实训平台建设、创造良好的竞赛氛围、完善规章制

度等举措，保障“岗课赛证”融合人才培养模式有效实施。以燕珊珊为代表，认为职业

教育推进岗课证赛融通需要从实现层面上构建以“岗”促教的实践教学机制，以“课”

促改的“三教”改革机制，以“赛”促学的学习激励机制和以“证”促训的人才评价机

制。以程智宾等代表，认为岗课赛证融通“四位一体”育人模式的实施路径是“四化协

同”，即岗位制导—岗位工作任务化，课程实现——工作任务课程化，能力提升——赛

教融合一体化，终端检验——证书验收达标化。以曹元军为代表，认为“岗课赛证”融

通应以产业学院为育人载体，以产业的“岗位”标准为起点，将产教融合的“课”作为

融通的重点进行打造。以张慧青等为代表，认为“岗课赛证”融合育人联结产业界、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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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界、竞赛界、证书界四大主体，通过标准、内容、过程、评价等育人要素及人、财、

物、环境、文化等资源要素的融合实现全方位培养人才。以王丽新等为代表，认为推进

“岗课赛证”综合育人，须全面把握、系统实施，通过加强宣传教育，确保政策措施深

入人心；关注学生差异，增强融通课程的适应性；优化课程供给，促进融通课程资源整

合；深化产教融合，创新融通课程实施模式；完善工作机制，健全融通课程保障体系。

综上可以看出，关于“产教融合”以及“岗课赛证”的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成果不

俗。在中国知网以“产教融合”为主题检索 18,394 条信息（截止时间 2023 年 5 月，

下同），再以“岗课证赛”为主题在结果中检索仅仅显示 28 条信息。在仅有的 28 条

信息中，关于智慧财经“岗课证赛综合育人”的相关研究是空白的。由此可见，在目前

现有的研究成果中，大多是关于“产教融合”以及“岗课赛证”的单方面的理论研究与

实践研究，鲜有专家学者基于产教融合背景对智慧财经类专业“岗课证赛综合育人”模

式与路径进行针对性研究与实践。对于如何更好地融合产业与教育，以及如何优化岗位

实训、课程学习、技能竞赛和证书颁发等环节，推动学生全面发展和就业能力的提升，

需要进一步深入的针对性研究与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