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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意见

1.职教集团运行机制

（1）优化集团治理结构

完善决策与管理机制：建立健全集团理事会制度，合理确定成员

单位的代表比例，确保各方利益在决策中得到充分体现。制定详

细的理事会议事规则和决策程序，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同时，设立日常管理机构，配备专职管理人员，负责集团的日常

运营和事务协调。

加强监督与考核机制：成立监督委员会，成员包括政府部门代表、

行业专家、企业代表等，对集团的运行情况、资金使用、项目实

施等进行全方位监督。制定科学合理的考核指标体系，定期对集

团及成员单位进行考核评估，考核结果与政策支持、资源分配等

挂钩，激励集团及成员单位积极履行职责。

促进资源共享与利益共赢：搭建集团资源共享平台，整合成员单

位的实训设备、课程资源、师资队伍等优质资源，实现共享共用。

鼓励成员单位通过合作开展项目、共建产业学院等方式，拓展利

益增长点，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合作格局，推动集团整体

发展。

（2）深化校企合作机制

创新校企合作模式：鼓励校企双方开展订单式培养、现代学徒制、

共建产业学院等深度合作模式。例如，企业与职业院校共同制定

人才培养方案，全程参与人才培养过程，学生毕业后直接进入合

作企业就业，实现人才培养与企业需求的无缝对接，提高校企合

作的实效性。

建立校企合作激励机制：对积极参与校企合作且成效显著的企业，



在项目申报、荣誉授予、技术支持等方面给予优先支持。如评选

年度优秀校企合作企业，在政府组织的科技项目招标中，对获奖

企业给予加分或优先中标资格，激发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热情。

加强校企沟通协调机制：在职教集团内设立专门的校企合作协调

机构，负责及时解决校企合作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矛盾。定期组

织校企双方开展交流活动，增进彼此了解和信任，营造良好的合

作氛围，保障校企合作的稳定持续开展。

2.职教集团信息化管理

（1）强化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

构建高速稳定网络环境：职教集团应加大对网络基础设施的投入，

升级集团内各院校及合作企业的网络带宽，实现万兆光纤接入核

心区域，确保教学、办公及实训环节的数据传输高效、稳定。在

校园及企业实训场所实现无线 Wi-Fi 全覆盖，保障师生及员工随

时随地接入网络，满足在线教学、移动办公、远程实训等多样化

需求。

完善硬件设备配备：根据教学与管理需求，配备高性能的服务器、

存储设备、智能终端等硬件设施。建设智能化教室，配备多媒体

教学设备、录播系统，方便开展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打造数字

化实训基地，引入虚拟现实（VR）、增强现实（AR）、仿真模拟

等设备，模拟真实工作场景，提升学生实践操作能力。

保障网络信息安全：建立健全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安装防火墙、

入侵检测系统、数据加密软件等安全设备，定期进行网络安全漏

洞扫描与修复，开展安全等级保护测评和攻防演练，防止数据泄

露、网络攻击等安全事件发生。制定网络安全管理制度，明确人

员职责，加强员工和师生的网络安全意识培训，规范网络使用行

为，确保集团信息化系统安全稳定运行。

（2）优化信息化管理系统

建立一体化管理平台：开发涵盖教学管理、学生管理、教师管理、

行政管理、校企合作管理等功能模块的一体化信息化管理平台，



实现各项管理业务的流程化、信息化、智能化。通过平台整合各

部门数据，打破信息孤岛，实现数据实时共享与业务协同办公，

提高管理效率和决策科学性。

强化数据治理与分析：成立数据治理工作小组，制定数据标准和

规范，对集团内各类数据进行清洗、整合、存储，确保数据的准

确性、完整性和一致性。利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对教学、管理、

学生学习等数据进行深度挖掘与分析，为教学质量评估、学生学

业预警、管理决策制定等提供数据支持。

（3）建立信息化建设保障机制

加强组织领导：成立职教集团信息化建设领导小组，由集团领导

担任组长，各院校及企业相关负责人为成员，负责统筹规划集团

信息化建设工作。明确各成员单位在信息化建设中的职责和任务，

建立定期沟通协调机制，及时解决信息化建设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完善制度建设：制定信息化建设相关制度，包括信息化项目管理

办法、数据管理制度、网络安全管理制度、信息化设备维护管理

办法等，规范信息化建设与管理行为，保障信息化工作有序开展。

加大资金投入：设立信息化建设专项资金，拓宽资金来源渠道，

争取政府财政支持、企业投资、社会捐赠等。合理安排资金使用，

确保资金主要用于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资源开发、系统维护、

人才培养等关键领域，保障信息化建设的持续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