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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校企合作模式下高等职业院校就业创业指导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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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日益多元化，高等职业院校作为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摇篮，其就业创业指导工作

显得尤为重要。特别是在校企合作模式下，学校与企业的紧密合作为学生提供了更广阔的实践平台与就业机会。校

企合作是指学校与企业建立的一种合作模式，旨在通过双方资源共享、优势互补，提高教育质量，培养符合社会需

求的高素质人才。论文旨在探讨基于校企合作模式的高等职业院校就业创业指导路径，分析当前就业市场的需求和

趋势，以期提出更具针对性的指导策略，帮助学生更好地适应未来职业发展的挑战，实现个人价值与社会需求的有

机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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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ingly diversified demand for talents in society,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s the cradle of 
cultivating technical and skilled talents, have become particularly important in their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guidance work. Especially under the school enterprise cooperation model, the close cooperation between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provides students with a broader practical platform and employment opportunities. School enterprise cooperation 
refers to a cooperation model established between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aimed at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and 
cultivating high-quality talents that meet social needs through resource sharing and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between both 
parties. The paper aims to explore the guidance path for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based on the school enterprise cooperation model, analyze the current demand and trends in the job market, and propose more 
targeted guidance strategies to help students better adapt to the challenges of future career development and achieve an organic 
combination of personal value and social n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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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几年社会发展的趋势越发迅速，高等教育也在不断

探索与创新全新的人才培养的模式。校企合作作为一种极为

新颖的教育模式，逐渐被众多高校采纳与运用，不仅能够充

分利用高校和企业的优势资源，更能够为学生提供更为实际

的创业就业教育，帮助学生更好地适应社会的需求。而学生

在校企合作中，也可以接触到最为真实的企业环境，充分了

解行业前沿动态，确保自身的专业技能得以提升。因此，论

文旨在分析校企合作模式下大学生创业就业教育的优势，并

提出具体的实施建议，以期为中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和人才培

养贡献一份力量。

2 高等职业院校开展就业创业教育必要性

大学生就业困难已经成为当前社会所关注的热点，基

于严峻的就业发展趋势下，鼓励学生就业创业具有一定的现

实意义。创业不仅可以让学生的个人价值得以展现，同时还

可以进一步缓解就业压力，从而为就业创造更多机会，减轻

负担。清华大学中国创业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创业者的影

响力是巨大的，每增加一名创业者，当年就能带动 2.77 个

就业岗位，未来 5 年更是能平均带动 5.99 个就业岗位 [1]。

这意味着，创业不仅是一种就业方式，更是一种为他人提

供就业机会的特殊形式，它在解决就业问题上具有深远的

影响，对社会的贡献不言而喻。所以说，高等职业院校就业



教育与研究 6卷 3期 ISSN：2705-0904(Print)；2705-0874(Online)

53

创业具有一定必要性，不仅能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创业能

力，还能帮助学生更好地适应社会的发展变化，从根本上解

决就业问题，为社会培养更多的创新型人才。

3 校企合作对大学生就业创业实践的积极影响

3.1 提供企业化的实践平台，提高大学生就业创业的

职业素养
校企合作可以说是互惠互利的双赢模式，有助于学生

就业创业能力提升。第一，校企合作模式可以让学校准确掌

握企业需求与岗位特点，进一步制定针对性人才培养计划，

不仅可以优化教育资源科学配置，还能够使学生在校期间接

触到最为真实的工作环境，确保就业与实践能力稳定提升。

第二，作为企业，校企合作实际就是人才库，方便企业依照

自己需求选择与培养人才，进一步解决人才面临的匮乏问

题。同时，该模式还可以让企业展开人才招聘，促进招聘质

量与效率提升，找到更符合岗位需求的人才。第三，作为学

生，校企合作的开展可以为学生提供诸多实践机会，确保将

所学习的知识运用到工作，循序渐进中提升学生的综合能

力，保障职业素养和团队合作精神 [2]。此外，学生还可以通

过校企合作了解到更多的就业信息和市场趋势，为将来的职

业规划和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第三，结合社会角度来看，

校企合作模式为经济发展注入了鲜活动力。学校、企业与学

生之间的紧密合作，可以达成人才的培养与开发，从而推动

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对于推动整个社会的进步具有积极的作

用。所以说，校企合作对于优化人才培养具有战略性意义，

能够充分解决人才匮乏问题，达成企业、学校、社会、学生

多方共赢。

3.2 激发学生对专业与前途的深入思考，增强其就

业创业的积极主动性
高等职业院校学生在就业创业期间，核心要素无疑是

积极主动性，如果说学生缺少正确的就业观与创业观，那么

就会在毕业之后陷入迷茫，导致学生盲目跟从大众主流选择

不适合自己的职业与创业，显然这种盲目性会直接阻碍学生

的个人发展，同时还会影响学生的健康心理。校企合作模

式主要就是基于企业实际所需与高等职业院校的教育资源，

通过两者之间的相互合作创建实践平台，旨在提升学生的综

合能力 [3]。通过实习、见习和参观等形式，学生能够深入企

业，对各个岗位进行系统的在职学习。这样的经历不仅使学

生更深入地了解岗位需求和企业运营，还在学生的心中逐渐

形成系统的就业观和创业观。在这一过程中，学生会更加明

确自己的兴趣、特长和未来方向，从而更加积极地规划自己

的职业生涯，会更加珍惜在校期间的学习机会，努力提升自

己的专业素养和实践能力。同时，通过与企业的接触，学生

也会更加意识到专业知识的价值，激发出更加奋进的激情和

动力。实际上，校企合作是一种激发学生就业创业积极主动

性的方式，在为学生提供多元实践平台期间，帮助学生构建

正确就业观与创业观，确保为学生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4 校企合作促进高校大学生就业创业的措施

结合理论发展的实情来看，校企合作的模式可以促进

学校与企业的双方合作，而基于这种优势与人才培养的战略

要求，显然对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有着特殊意义 [4]。因此，

高等职业院校应从校企合作出发，确保参与到就业创业教

育，这样方可提升学生的自身能力。

4.1 增强国家关注程度，提高国家资金支持
大学生的就业创业期间，需要管理部门始终展开宏观

角度来展开规划与指导，避免始终局限于解决就业问题，应

当充分的认识到创业创新对于经济与社会发展重要性。大学

生创业不单单可以解决就业问题，更加能够为社会创建就业

机会，实现经济稳定发展。实际操作期间，大学生在创业初

期遇到的资金问题是一大难题，往往通过银行贷款、小微企

业或个人融资、招商引资等方式筹集资金，但这些途径都存

在一定的难度和挑战。因此，国家应该从政策层面为大学生

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如提供创业贷款、降低贷款门槛、

提供税收优惠等。同时，还应加强对大学生的创业教育和培

训，增强学生的创业能力和风险意识。在此基础上，设立创

业孵化器和加速器，为大学生提供物理空间和资源支持，帮

助他们更好地实现创业梦想。所以说，国家应该从多个方面

来推动大学生的就业和创业工作，为经济的发展注入更多的

活力。

4.2 构建科学的校企合作保障机制
基于校企合作的人才培养模式中，能够加强企业与学

校之间的紧密联系，确保可以将理论知识转变成为实践操作

能力，方便学生深入感受到企业文化，完善职业素养。校企

合作模式的开展对于大学生专业实践技能指导至关重要，但

在此期间，企业往往需要承担较大的人力、物力成本，从而

导致众多企业就此止步 [5]。因此为转变这一情况，必须建立

科学的保障机制，在这一机制当中，政府部门的作用举足轻

重。作为政府部门，应当充分展现出调控与引导的职能，制

定并实施一系列激励政策，鼓励企业参与校企合作。这些政

策可以包括税收优惠、资金补贴、项目支持等，以减轻企业

的经济压力，激发其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同时，政府还

需完善相关法规，明确校企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保障合作的

顺利进行，建立校企合作的信息平台，加强双方之间的沟通

与交流，也有助于推动合作的深入发展。由此可以得出，只

有政府、高校和企业三方共同努力，形成合力，才能推动校

企合作走向深入，实现人才培养的目标。

4.3 注重实践综合练习，培养联系实际的就业能力
校企合作是极具成效的教育模式，可以帮助学校与企

业达成共赢，进而为学生提供宝贵实践机会。基于这种模

式下，能够确保学生在企业的真实环境中学习与运用知识，

更好地理解和掌握实践方法 [6]。同时，企业也能够通过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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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的合作，发掘并吸引优秀的年轻人才，为自身的发展注入

新的活力。对于学校而言，校企合作不仅能够增强学生的实

践能力，还能够提供更加完善的创业就业指导，学校可以利

用这种模式，将书本知识与现实实践相结合，帮助学生更好

地适应未来的职业生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全国各所高等

学校应当充分利用校企合作的优势，构建实践模式，充分利

用社会各界资源，培养更加符合社会需要的综合型人才。例

如，学校可以鼓励学生自主创建小微企业，模拟真实的企业

环境，让学生自主管理和运营，从而锻炼其实践能力和团队

合作精神。同时，学校也可以邀请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士为学

生举办讲座和指导，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行业的发展趋势和

市场需求。各所学校应当根据自身的优势和特色，为学生提

供更多更优质的实践机会，实现书本知识与现实实践的高效

融合 [7]。所以说，校企合作是具有广泛前景与深远意义的教

育模式，可以为社会培养出更多优秀的综合型人才，推动社

会的进步和发展。

4.4 校企合作构建校内实训基地
高等职业院校可以创建实践实训基地，这一基地的创

建对于大学生的实践能力培养至关重要，不仅为学生提供一

个真实的操作环境，让学生能够将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中，

还可以缓解校企合作中场地不足的问题。通过实践训练，学

生更深入地了解行业运作，为未来的职业生涯做好准备。与

此同时，实践训练基地的建设也为企业带来了实际的好处，

企业可以通过与高校的合作，减少自身的成本支出，特别是

在人才培养和员工培训方面，这种合作模式鼓励企业更加积

极地参与到高校的日常教学中，提供宝贵的实践经验和指导

意见。企业在这一过程中应发挥其独特的优势，如技术、资

金等，为实践训练基地的建设和完善提供支持，不仅有助于

推动基地硬件条件的改善，还可以为大学生提供更为优越的

实践环境。所以说，为确保高等职业院校与企业合作的顺利

进行，需要双方两者之间明确各自权利与责任，进一步制定

更为详细的合作计划，由此才可以确保合作的稳定性和持久

性，进一步为双方带来更大的利益，共同培养出更多高素质

的人才。

4.5 积极寻求校企合作对接方案
经过大量的实践经验，校企合作在解决人才培养与就

业问题上展现出了显著的优势，高校通过与企业携手合作，

不仅为学生提供了广阔的就业前景，更为学生顺利融入职场

打下了坚实基础。在合作过程中，企业为学生提供实习机会，

使学生能够将所学的理论知识应用于实际工作中，这种实践

经验的积累，使学生在求职时更具竞争力，也为其日后的职

业发展铺平了道路。此外，高校还邀请企业专家举办讲座，

与学生分享行业知识和经验，帮助学生更好地了解专业前景

和职业规划，这种面对面的交流可以帮助学生解答困惑，进

一步点燃学生专业兴趣与热情 [8]。同时，企业通过合作也能

够提前锁定优秀人才，为自身的长远发展储备人才资源，这

种双赢的合作模式，不仅促进人才培养与就业的有效对接，

也为社会的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活力。由此可见，校企合作在

人才培养与就业促进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种合作

模式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学习和实践平台，也为企业提供了优

质的人才资源。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和发展，势必会使校企

合作在更多领域展现出更加广阔的前景。

5 结语

总而言之，本研究对基于校企合作模式下高等职业院

校的就业创业指导路径进行了深入探究，得出一系列有益结

论。通过校企合作，学校不仅增强与企业界的联系，还为学

生提供了更多实践机会和就业资源。未来，建议学校进一步

加强与企业的合作，完善就业指导体系，提高创业孵化效果，

以适应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人才的需求变化。因为只有在校企

双方的共同努力下，高等职业院校的就业创业指导工作将取

得更加显著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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