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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企协作的合作教育机制
———以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为例

陈　卓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安徽 合肥２３００２６)

摘　要: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是职业教育领域中最重要的一项课外活动,对职业人才的培养具有重

要的作用.在这项赛事中,政府和企业构成了一种协作机制.政府主导赛事的管理,并决定题目的内容领域.

而企业则在政府设定的框架下参与赛事的组织和题目的具体设计,并且从中获取社会影响和商业利益.这种

合作机制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使得这项赛事的题目内容中既包含了政府的引导,又反映了用人单位对人才的

技能需求,体现了多元主体对职业教育的共同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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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与高校的关系、合作教育这两个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要点.
在形成于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的我国高等教育管理模式中,政府和高校的关系是一种行政关系.政府

依法对国家的教育事务进行日常管理,执行教育法对教育问题作出的各种安排和部署,创造条件完

成各种法定的目标等.随着改革的深化,虽然政府的职能从直接制定发展规划为主逐渐转向宏观

调控和提供政策指导及服务[１],但仍然束缚着高校的办学灵活性,使得高校难以对市场中迅速变化

的人才需求做出及时反应.要解决这个问题,有待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对于解决这

个问题主要以下几种思路:有的结合新公共管理理论,将私营企业管理的思想和实践策略移植到教

育体制中,通过工具理性和技术理性将教育产业化、教师职业化,强调层级间的管控,注重结果、效
率、成效而不是过程,以业绩来评定和问责校长等行政管理领导者;有的从公共选择理论出发,从市

场经济的视角来审视教育体制中政府和不同层级教育主体间的关系及利益诉求,认为教育具有公

共产品的属性,教育决策代表了政府及不同参与主体争取教育主权的各自利益和立场,为了追求市

场竞争的自由性和公平性,主张将教育产品看作是一种公共选择,建立教育公共服务的自由市场,
削弱政府垄断,强化问责机制[２];又或是根据公共治理理论,强调公共服务的多元化供给,采取培育

第三部门,强化公共治理的方法,由社会组织提供部分教育服务,以此提高高校的人才培养效率.[３]

笔者观察到,在职业教育领域的部分赛事中(如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政府部门、企业机构和

职业院校共同发挥主体作用,较为符合公共治理理论的描述,可以视为由政府和企业共同参与的合

作教育活动.虽然我国的政策环境对第三部门的发展未能提供足够的支持,但是能够实现在一定

规则约束下,由多元主体以多种形式共同行使主体性权利,形成一种特殊的教育机制.例如在这项

赛事活动当中,政府部门与企业机构形成了一种协作机制,为高等教育管理中政府的分权和企业的

参与提供了另一种思路.
为了探讨竞赛活动中政府和企业协作形成的合作教育机制及其意义,本文以全国职业院校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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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大赛为例,对其中政府和企业各自的角色,及他们的协作机制进行分析.

一、大赛中政府主导的赛事管理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是以职业院校学生为参与主体的一项大型赛事.它由教育部和天津市

人民政府、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人事部等部门组织,在运作中得到多个省的地方教育部门的支持,每
年吸引大量高等职业技术类院校的参与,并且得到多个企业的合作或赞助.在这项竞赛的运作过

程中,政府部门扮演着框架设计者和运作主导者的角色.
首先,从缘起上看,职业教育技能竞赛是直接由教育部为主的多个政府部门联合创立的.２００８

年２月２９日颁布的«教育部关于举办２００８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通知»(教职成函[２００８]３
号)(下面简称«通知»)是标志这项赛事诞生的重要文件.«通知»显示,这项赛事是教育部、天津市

政府与多个政府部门和少数其他组织①为了响应国务院在２００５年提出的“实行优秀技能人才特殊

奖励政策和激励办法,定期开展全国性的职业技能竞赛活动”[４]的要求而举办.
其次,从赛事管理体系的角度看,这项赛事的活动主要受政府机构领导.«通知»的附件“２００８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方案”显示,竞赛由教育部牵头,教育部和天津市人民政府、劳动和社会保

障部、人事部、建设部、交通部、信息产业部、农业部、国务院扶贫办、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和

中华职教社等单位联合开展.其中多数单位都是政府机构.后来几届赛事中,又有其他政府部门

参加到赛事的主办方中.到２０１３年,赛事主办单位有“教育部、天津市人民政府、科学技术部、工业

和信息化部、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民政部、财政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

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农业部、商务部、文化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

员会、国家旅游局、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

等”[５].可见,竞赛活动的主办单位多是政府部门.在地方层面,竞赛活动的管理组织也有类似的

构成.可见,中央和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是这项赛事的主要管理者.
第三,在赛项内容上,政府部门虽然不直接规定具体细节,但是主导大致题材领域的选取.最

为直接的证据是,由教育部发布的各届大赛通知文件都直接对赛事所分的项目作出了领域范围的

规定.教育部２００８年２月２９日,即赛事的４个月前(全国高职院校技能大赛通常于６月下旬举

行)发布的赛事通知文件中直接规定了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的项目领域为“数控技术、模
具设计与制造、机电一体化三类４个比赛项目,分别是产品部件的数控编程、加工与装配、注塑模具

CAD与主要零件加工、自动线安装与调试、机器人”[６].此后各届亦是如此.
政府对项目领域的规定包含有其产业结构调整和技术导向的目的.例如教育部在２０１２年全

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赛项申报的通知中要求,“按照制造业为主、兼顾现代服务业和现代农业,体现

国家现代产业体系建设需要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方向的原则”遴选和增设赛项[７];而征集２０１３－
２０１５年的竞赛项目方案的文件提到,“赛项选题将按照‘加强农业基础地位,提升制造业核心竞争

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服务业’的要求,重点考虑适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

业、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发展需要和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需要的设计方案.”[８]

政府部门不仅规定题目的范围,还主导赛项内容领域的决定过程.２００９年９月２４日,教育部

高教司高职与高专教育处发布了«关于开展“２０１０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竞赛项目初选

工作的通知»,显示了赛事内容的选择程序.文件提出“高职赛项初选采取自愿申报、相关部门共同

研究、综合评议、择优选取的方式进行”.具体步骤分为四步:(１)有关高职专业类教学指导委员会

牵头,单独或会同协办单位(行业、企业)向高教司高职与高专教育处提交建议赛项的申请;(２)申请

① «草案»称是职业教育部际联席会各成员单位拟举办此赛事———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建立于２００４年６月,由教育

部、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事部、劳动保障部、农业部、国务院扶贫办等七部门组成(中央政府门户网站相关资料http://www．gov．cn/ztＧ

zl/content_３７０６７１．htm).而«通知»称决定举办此赛事的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人事部、建设部、交通部、信息产业部、农业部、国务院扶

贫办、中华全国总工会、共青团中央和中华职教社等单位”.两份文件所列单位略有不同.



材料经形式审查后,确定拟共同研究项目名单;(３)大赛有关组织部门会同申请单位共同研究、综合

评议后,拟定２０１０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赛项推荐名单;(４)推荐名单经行政认可后,着
手筹备相关赛事筹备机构和赛项专家组织.[９]此后,虽然２０１１年的大赛放开了项目申请的限制,面
向社会公开征集赛项———各高职专业类教学指导委员会、行业、企业、高职院校均可单独或联合进

行申报.但２０１２届和２０１３届的赛事又向之前较为严格的政府控制机制回归,原则上必须由教学

指导委员会牵头,也可由其他有条件的行业主管部门和行业组织牵头申请赛事项目[１０Ｇ１２].可见大

赛项目内容的决定机制,也以政府部门为主导.
总的来看,政府部门在赛事中起着宏观主导的作用,不但订立赛事的活动框架、题目范围,还领

导赛事的管理组织.而其他多种机构则负责微观操作,例如协商题目的细节内容.

二、大赛中企业参与的赛事执行

企业是这个赛事中重要的主体,代表了人才需求方的意见.企业参与职业技能竞赛的方式主

要有五:一是参与大赛组织和题目设计;二是投标赞助比赛;三是进行校企合作,培训选手;四是参

与赛事附带的展览会;五是招聘获胜者.
首先,在政策的允许和要求之下,企业人员不但参与到赛事的组织决策机构当中,对题目设计

作出了贡献,而且还参与到了赛事前后的其他各个环节的组织和执行工作中.赛事文件明确规定,
大赛项目的设计与组织工作要有企业实质性参与或主导———“企业直接、深入参与(主导)赛项设

计、赛题的制定和裁判工作,并提供技术保障,充分体现校企合作的办学导向”[１３].虽然可见的材

料中无法体现企业决定或者具体影响某次竞赛的主题和主要内容的具体过程,但是这种活动至少

创造了让企业发出声音、与教育管理部门和教育界交流的机会和渠道.例如２００９年高职组赛事筹

备组即有企业人员参加.筹备组的主要工作是按照赛事总体安排,参与各赛项的竞赛方案设计、技
术文件撰写、样题设计、赛场设计、设备与工具的确定和准备、赛题设计、裁判组织、组织赛前培训和

通过秘书处开展技术咨询等各项赛前准备工作[１４].企业人员参加到筹备组,可以参与赛题赛场的

设计,能有效地反映生产应用领域的需求.本文统计,筹备组的４９个席位中企业人员占到１０席.
此外,企业人员还在这届赛事的裁判评审委员会的３１席中占９席[１５].其他各年亦有企业人员参

与到赛事的各个组织决策机构当中.
其次,企业以财物的形式,支持竞赛的举办.具体有三方面内容:第一,企业通过竞标的方式为

职业技能竞赛提供硬件器材.例如,２００８年的高职组“自动线安装与调试”项目,经过招标程序,选
定中国亚龙科技集团的 YL－３３５自动生产线实训考核装备为本次大赛指定竞赛设备;第二,企业

向竞赛提供软件支持.例如２００９年大赛高职组“产品造型设计及快速成型”竞赛项目所使用的软

件种类及版本号,都是竞赛项目专家组经赛场测试和与软件赞助商协商确定———美国PTC公司的

设计软件Pro/E野火版３．０和相应模具模块EMX５．０被专家组确定为该项目所使用的软件[１６];第
三,企业向竞赛提供资金.２００９年大赛高职组组委会首次设立了招商工作办公室,专门处理企业

赞助事宜.根据其招商工作公告,大赛不冠总名,但允许高职组四个项目分赛项冠名.冠名的基本

要求是企业出资满足分赛项全部经费三分之二.在此基础上,企业冠名方案需报大赛组委会审核

批准后执行[１７].根据赛事总结文件,当年有天煌科技实业有限公司冠名“数控机床装配、调试与维

修”和“产品造型设计和快速成型”两个赛项,中兴通讯 NC教育管理中心冠名了“３G基站建设维护

及数据网组建”赛项[１８].此后所有的赛项都有了企业的冠名赞助.此处不再一一列举.
第三,企业向参赛队伍的指导教师群体提供免费培训.免费的培训虽然规模不大,但体现了竞

赛已经跨出本身的范围,与其他辅助教育活动有机融合在一起了.例如“自动线安装与调试”赛项

的设备提供者,中国亚龙科技集团２００８年在温州职业技术学院、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和天津市

机电职业技术学院独立举办了为期２天的竞赛设备使用与功能开发培训班.参加对象以比赛的指

导老师为主.参训人员免培训费,食宿费用自理.又如２００９年赛前,教育部“高职高专机械设计类教



学指导委员会”组织了针对高职组产品造型设计及快速成型项目的骨干教师培训班.该培训班免费,
报名限额４５人(恰每个参赛队１人),由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承办,广州联瑞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和

美国PTC公司提供技术支持[１９].如前所述,这两家公司同时也是竞赛项目所用软件的提供者.
第四,企业参与赛事相关的展会.例如２００９年的赛事期间,高职组赛事筹备组和中国职业技

术教育学会职业教育装备专业委员会举办了“２００９全国高职教育技能竞赛回顾暨校企合作成果

展”.教育部高教司在赛事前以文件的形式向企业界发出了参展邀请.邀请称:展览会的目的是

“为展示企业支持高等职业教育、参与高职人才培养的成绩,宣介企业文化和发展特点,促进企校深

度合作、共赢发展”[２０].
第五,企业通过赛事活动招聘学生.例如第四届全国水利高等职业院校“南粤杯”技能竞赛期

间,同时举办有关水利企事业单位与参赛院校师生现场交流、咨询、招聘活动,参赛院校可优先推荐

竞赛获奖选手等优秀毕业生到相关企事业单位就业.企事业单位代表可于竞赛期间在现场观察、
了解参赛学生情况,选择、录用相应毕业生.[２１]根据竞赛官方网站的新闻报道,５３家国有、民营、合
资企业和事业单位参加了２０１３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参赛选手招聘会.它们共提供４９６个高

职和中职岗位,招聘需求涉及２７个赛项,向参赛选手开出“高职学生月薪不低于５０００元、中职学

生月薪不低于３０００元”的薪酬标准[２２].这些企业亦是利用了赛事的人才筛选功能.
总的来说,企业参与赛事的执行都是在政府设定和引导的框架下进行.在这个框架下,政府保

证赛事的社会影响和商业价值,吸引社会力量参与赛事举办,不仅仅引来了资金的支持,还有器材

物品、人力和社会和行业的需求信息,还使得企业获得了益处———通过参与赛项设计向职业院校反

映人才需求信息、获得商业宣传的机会和直接招聘人才.

三、大赛中政府与企业的合作结构及其作用

从前两节内容中可以看出,政府与企业(以及其他社会机构)合作管理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其中政府与企业各有分工.组织结构主要由政府设计,宏观运作也由政府控制,具体细节的决策和

执行则由企业等各方合作实施.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企业参与决策和组织活动的方式显示出,企业在政府设定的框架下参与

大赛管理.赛事的组织规程、管理体系都由政府确定.企业仅仅是多元参与者中的一员,并且受到

政府的制约.虽然来自企业的人员也参与到筹委会、执委会和裁委会当中,但是赛事的最高决策组

织———组委会,则全部由政府机构的代表组成.可见在赛事的决策上,政府和企业的角色不同,一
个主导,一个参与.

在题目设计中也存在分工.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关于选题原则的文件中显示,赛项设置的评议

是根据产业结构、发展方向和社会需求综合判断.其中产业结构和发展方向是政府考虑的问题,而
社会的需求方面则是产业界更有发言权的领域.可见大赛的题目是政府的宏观计划和企业的微观

需求结合点,其设计过程可以突显政府和企业的合作.其中政府确定竞赛题目的宏观领域,并以此

为标准审批申报的赛项,使之符合国家发展的总体规划.例如国家计划发展的先进制造技术等方

向即在题目范围的选取中有明确的体现.而产业界则决定具体的题目设计,不仅备选赛项取决于

企业和协会等机构的申请,赛项确定之后具体内容也是由学会企业和院校专家协商制定,以此直接

反映市场的需求.
赛事的管理运作和题目的决定过程体现了这项赛事由政府主导、企业和其他机构参与的分工

格局.这种分工的作用是什么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应当从分工格局形成的源头———办赛动机开

始寻找答案.上文提到,这项赛事是由政府出于发展职业教育的目的而兴办,企业参与是出于其中

的利益.这些利益是政府通过一系列设置附加在这项赛事上的.吸引企业参与的设置主要有两方

面:其一是通过政府力量保证赛事的官方权威性和声望,以政府和高校的联系保障赛事的覆盖规

模,使得这项大赛成为职业教育的一项“盛会”,有助于赞助企业增加自身商业和社会影响力;其二



是以文件形式保障赞助企业的商业宣传权益.２０１０年１月,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职业教育装备专

业委员会受高职组赛事筹备组秘书处委托,负责执行２０１０年高职组赛项合作计划,发布了«“２０１０年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赛项企业合作计划».这项计划的目标是“充分保障赞助企业享有使

用技能大赛品牌进行市场开发的权利”,提出“与赞助企业的投入与贡献相对应,合理丰富的权益回报

是企业实现赞助价值的主要途径.权益回报的内容包括在所属行业内排他性地享有使用‘２０１０年全

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标志和称谓的市场营销权、提供产品和服务的商业权、媒体和公关活动、广告机

会、活动优先赞助、现场接待、荣誉待遇、市场开发支持以及参与反隐性市场计划并受到保护等内容.”
并且将合作企业分为三个层次:“１大赛合作伙伴(优先成为器材供应商);２大赛器材供应商(独家

供应商、一般供应商);３大赛赞助商.不同层次的赞助商享有不同的市场营销权.赞助商在大赛范

围内享有市场开发的排他权(包括共同排他权)各层次的赞助商将享有的五大类排他性权益:品
牌类权益、商业类权益、公关媒体权益、赛期接待安排优先权和冠名权”[２３].这项合作计划还详细规定

了其他诸多事项,显示大赛组织方保障合作企业的商业权力的规范化运作方式.
大赛秘书组进行这样的设置,一方面节约资金,一方面还有借助与企业的合作促进职业教育改

革的考虑.２００８年正式宣告赛事成立的文件«教育部关于举办２００８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

通知»(教职成函[２００８]３号)中,这样表述赛事创立的宗旨:“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认真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方针,进一步深化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积极推行校企合

作、工学结合、顶岗实习、半工半读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切实加强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展示职

业院校学生积极向上、奋发进取的精神风采和熟练的职业技能,努力提高全社会对发展职业教育重

要意义的认识,营造全社会关心、重视和支持职业教育的良好氛围”[２４].从中可见,深化职业

教育教学改革和推行校企合作都是这项赛事的重要目标.在２０１３年«教育部关于印发‹全国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三年规划(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的通知»(教职成函[２０１３]１号)这项重要文件中也提到

“建立教育行政部门统一规划,赛项专家组为核心、相关行业深度参与、相关企业为支撑的赛事组织

方式.”[２５]可见,吸引企业参与竞赛、促进校企合作是这项赛事的一项宗旨和目标.
这种由政府统一规划、吸引企业深度参与的组织框架是一种分层次的决策.其意义在于政府

的分权,使得用人单位(的代表)可以通过赛事题目表达该行业对人才的特定需求.
职业院校技能竞赛对政府而言是分权,但对企业而言则是制约.宏观上政府通过一系列设置,

引导企业支持一些原本并不具有商业吸引力的竞赛项目,微观上政府给定了题目领域,并组成了多

个由各界人士构成的专家组和委员会,共同议定题目、赛程和评价标准等等事项.政府借助这些安

排,使得企业在这种特殊的合作当中,既获得了实际利益,又为宏观的规划作出了贡献.
从教育管理的视角来看,政府在这项赛事中与企业、高校形成的互动关系呈现了一种新的教育

管理方式.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向企业分权.政府从总体上规定题目领域,然后将具体

的题目内容设置权交给多个企业(以及其他相关组织)联合决定.因此这项赛事的题目内容中既包

含了政府的引导,又反映了用人单位的需求,体现了由管理向治理的转变;二是政府通过奖励的形

式吸引高校主动参与竞赛,体现了政府对高校的柔性引导.这种做法符合我国政府强化高校办学

自主权的改革思路,有助于高校发挥自主性,提高人才培养效率.
总的来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构建了一种政府主导、企业参与的合作教育机制,主要包含

两方面内容:其一,在竞赛机制方面,政府为竞赛附加商业利益,引导企业参与,为竞赛活动提供资

金、器材和行业信息;其二,在竞赛内容方面,政府仅仅设定大致的命题领域,将具体题目的决定权

分给企业(和其他社会机构),既保证了竞赛对产业的合理引导,又避免了对题目的直接规定.这种

协作机制使得这项赛事的学习目标信息中既体现了政府的引导,又反映了用人单位的需求,并且通

过奖励引导高校参与,实现了政府对教育领域的柔性管理,提高了高校的人才培养效率,为其他具

有政企协作潜力的合作教育项目提供了值得参考的案例.
综合上述,本文以全国职业院校技能竞赛为例,讨论了政府和企业在职业教育领域的一种合作



机制.经过分析,笔者认为此竞赛提供了一个包含政府、企业等社会机构的交流合作框架.在这个

框架下,政府起主导作用,进行宏观决策,决定赛事领域、组织和程序等方面内容,企业和其他机构

的代表组成委员会,商讨具体题目、规则等方面内容.各个主体分工合作,兼顾了政府引导和企业

需求的目标,并且通过奖励的柔性引导方式,共同实施合作教育,为高校提供了有效的人才培养目

标信息.这种深度协作机制有助于提高高校的人才培养效率,为其他具有政企协作潜力的职业教

育项目提供了值得参考的案例.

参考文献:
[１]　夏鲁惠高等教育区域化发展的政府主导模式研究[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８(２):１２６Ｇ１２８
[２]　李玲,黄宸,韩玉梅教育体制综合改革:理论、路径与评价[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５(６):８０Ｇ８８
[３]　甘永涛从新公共管理到多中心治理:兼容与超越———西方国家高等教育管理改革的路径、模式与启示[J] 中国高教研究,２００７

(５):３４Ｇ３６
[４]　国务院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２００５]３５号)[Z]２００５Ｇ１０Ｇ２８
[５]　教育部教育部关于举办２０１３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通知(教职成函[２０１３]５号)[Z]２０１３Ｇ０５Ｇ２０
[６]　教育部教育部关于举办２００８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通知(教职成函[２００８]３号)[Z]２００８Ｇ０２Ｇ２８
[７]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关于组织开展“２０１２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竞赛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教职成司函[２０１１]２５０

号文件)[Z]２０１１Ｇ１１Ｇ２３
[８]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关于开展“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赛项方案征集工作的通知(教职成司函[２０１２]

２３５号文件)[Z]２０１２Ｇ１２Ｇ２２
[９]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高职与高专教育处 关于开展“２０１０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竞赛项目初选工作的通知[EB/OL]

[２０１６Ｇ０６Ｇ１６]．http://www．nvsc．com．cn/２０１０/qgdsＧtz_０６２０/３２６２．html
[１０]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高职与高专教育处关于开展“２０１１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竞赛项目初选工作的通知[EB/OL]

[２０１６Ｇ０６Ｇ１６]．http://www．ahgj．gov．cn/１２４/view/４５８
[１１]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关于组织开展“２０１２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竞赛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EB/OL][２０１６Ｇ０６Ｇ

１６]．http://www．nvsc．com．cn/２０１１/qgdsＧtz_１２０１/８８６８．html
[１２]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关于开展“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赛项方案征集工作的通知(教职成司函〔２０１２〕

２３５号)[Z]２０１２Ｇ１２Ｇ２２
[１３]　“２０１１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秘书处２０１１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筹备工作原则、分工及流程[EB/OL]

[２０１４Ｇ０３Ｇ２６]．http://www．nvsc．com．cn/zcxxＧdxtz/２０１１Ｇ０３Ｇ１８/１３００４０５８８１d５９２５．shtml
[１４]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成立２００９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赛事筹备组及秘书处的通知(教高司函[２００９]２４号)[Z]

２００９Ｇ０２Ｇ１７
[１５]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关于成立“２００９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有关机构的通知(教高司函[２００９]１０４号)[Z]２００９Ｇ０６Ｇ１２
[１６]　２００９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产品造型设计及快速成型”竞赛项目主要软件版本号[EB/OL][２０１６Ｇ０６Ｇ１６]．http://

www．nvsc．com．cn/２０１０/qgdsＧtz_０６２０/３２７６．html
[１７]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组委会招商工作办公室 关于２００９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招商工作公告[EB/OL]

[２０１６Ｇ０６Ｇ１６]．http://www．nvsc．com．cn/２０１０/tqhdＧtz_０６２０/３２０８．html
[１８]　“２００９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分赛项信息汇总表[EB/OL][２０１６Ｇ０６Ｇ１６]．http://www．tech．net．cn/web/articleview．

aspx?id＝２００９０９０７００００７&cata_id＝N０３０
[１９]　高职高专机械设计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关于举办产品造型设计及快速成型项目骨干教师培训班的通知[EB/OL][２０１６Ｇ０６Ｇ１６]．

http://www．nvsc．com．cn/２０１０/qgdsＧtz_０６２０/３２２４．html
[２０]　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工作简报第０５期[EB/OL][２０１６Ｇ０６Ｇ１６]．http://www．docin．com/

pＧ６４６９４１６８８．html
[２１]　中国水利教育协会关于举办第四届全国水利高等职业院校“南粤杯”技能竞赛的通知水教协[２０１０]１１号[Z]２０１０Ｇ０８Ｇ２６
[２２]　２０１３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参赛选手招聘会[EB/OL][２０１６Ｇ０６Ｇ１６]．http://www．cjＧedu．com．cn/show．aspx?id＝５９４８&cid＝１０
[２３]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职业教育装备专业委员会 关于开展“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赛项征集企业合作工作的通知

[EB/OL][２０１４Ｇ０３Ｇ２６]．http://www．nvsc．com．cn/２０１０/qgdsＧtz_０６２０/３２８１．html
[２４]　教育部关于举办２００８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通知(教职成函[２００８]３号)[Z]２００８Ｇ０２Ｇ２８
[２５]　教育部关于印发«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三年规划(２０１３－２０１５年)»的通知(教职成函[２０１３]１号)[Z][２０１３Ｇ０１Ｇ２１]

责任编辑　曹　莉

网　址:http://xbbjb．sw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