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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职业教育一体化
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协同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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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能够服务区域经济转型升级需求,提高资源利用

率,促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是成渝区域一体化发展的应然要求。应聚焦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职业教育

一体化发展的内在关系机理,打造“经济引领+内外合力”引擎,增强“培养协同+产教互通”联结,遵循“问

题驱动+创新优化”原则协力推进一体化实践。基于此,进一步以目标互扣、政策互联、行政互通和主体互

赖为协同基准,着力推动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规划与经济圈发展进程同频共振,多主体携手打破成渝地区

职业教育体制壁垒,引导区域职业教育有效联合,真正实现区域职业教育的协同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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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建设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是顺应空间结构演进规律和体现国家区域战略整体部署的必

然选择[1]。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不断推进,全领域、多维度的区域合作有序开展,区
域间的互动联系日益紧密,区域一体化发展的空间架构已经基本成型,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在

发展能级层面仍明显落后于其他城市群。为在成渝地区打造助推其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引擎,需
要正视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之间存在的双向交互关系[2]。职业教育作为区域劳动力供给的主要

支撑,势必要对区域经济一体化作出积极响应[1],即应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职业教育一体化发

展支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目前,学界围绕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的现状及路径等方面开展了系列研究。基于新制度经

济学的视角,有学者提出需通过“扩大区域整体职业教育的规模经济”“实现多元利益主体之间的

博弈均衡”“降低制度创新及其实施的成本费用”来推动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3]。以长三角职业

教育一体化发展为研究对象,有学者指出“职业教育发展不平衡,人才培养缺乏统一标准,协同发

展机制尚未形成”是重要制约因素,需破除体制性障碍,切实发挥职教平台作用,形成优势互补合

力,推进长三角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4]。以粤港澳大湾区职业教育协同发展为研究对象,有学者

提出要以“适用红利瞄对接”为基本任务,以“立体多维中追精准”为推进原则,以“协同共生中求

发展”为理论依据,建立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立体框架[5]。整体来看,已有研究多聚焦于对长三角、

粤港澳大湾区、京津冀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的现状与路径的探讨,而针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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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的研究相对匮乏。不同区域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虽有共通之处,但又有所

差别,故本研究拟结合区域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的共通内涵,审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现实基

础,分析其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的内在逻辑,探索具有成渝特色的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路径。

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的价值意蕴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作为重要国家战略,承担着推动区域产业与经济发展、打造我国经

济增长“第四极”的重要使命。明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的价值意蕴,有助

于明晰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意义,从而促进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的深层次建设。
(一)战略价值:服务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需求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国家对西部区域一体化建设的重要战略安排,旨在重塑成渝地

区发展格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是适应区域一体化发展需求的必然结

果。职业教育之间的协同关系能够通过统筹优化教育资源布局,形成与地区产业的良性互动,从
而发掘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经济发展潜力[6]。《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强调,要
推动区域产业规模化、集群化发展。在这一背景下,区域内某类产业或者相互关联产业逐渐在特

定的地理位置相对集中,形成若干企业与机构的集合[7],产业结构与布局逐步实现相应的优化,

为区域经济效益的提升提供了保障。但同时,区域产业的转型升级也亟需相应的技术支持与人

才支撑。职业教育作为与生产一线联系最紧密的教育,与经济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能够将潜

在的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进而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中[8],从而直接服务于区域经济发展需求。

鉴于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的这种高度耦合性,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必然离不开一个与

之契合的职业教育系统[9]。因此,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职业教育必须以战略性眼光明晰自身使

命,自觉围着产业人才需求而“转”、随着经济增长方式转变而“动”、适应社会和市场需求而“变”、

跟着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而“走”[10]。作为服务区域经济的重要战略,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可通过

资源共享、优势互补、配置优化等方式集约高效地提升职业教育的水平,从而尽可能使职业教育

的功能得到最大的发挥[11]。此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职业教育的现实基础也为职业教育一体

化发展提供了条件。一方面,结合重庆市和四川省的职业教育资源现状来看(见表1),两地职业

教育资源规模较大、质量较为优异。从一定程度上来说,两地现有的职业教育资源为职业教育一

体化协作奠定了有利基础。另一方面,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职业教育的区域适应性还有待提升。

产业结构的调整、转型与升级对职业教育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区域内的职业院校需紧密围绕产业

的需要进行建设发展,实现人才链与产业链的精准对接。只有当职业教育所培养人才的质量、数
量、规格和结构等方面都与产业发展的需求相符合,才会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12]。因此,从一定

程度来讲,两地职业教育发展还存在可为空间。
表1 重庆市、四川省中职和高职教育院校规模

中职学校
(所)

国家示范中职
院校(所)

高职专科学校
(所)

国家“双高计划”
高职项目单位(所)

国家示范性
高职院校(所)

国家优质高职
院校(所)

重庆市 123 30 43 10 3 5
四川省 457 40 81 8 11 9

  注:数据来源于现代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网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专栏发布的《四川省2022质量年度报告》和《重庆市2022

质量年度报告》、四川省教育厅发布的《2020年四川省中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以及重庆市教育委员会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处

发布的《2020年重庆市中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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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功能价值:优化整合共享资源的路径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作为国家区域发展的重大战略安排,承担着重塑区域资源流动和

协同空间的重大使命。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职业教育一体化延展了资源交换配置空间,有助

于提升资源利用效率,形成创新协同新态势。资源依赖理论认为任何组织都不能孤立存在,需不

断进行资源交换[13]。在该语境之下,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需要讲求资源优化配置,实现互

惠共享,以达到资源的最大化利用。为沟通两地的教育、人才、技术等资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教育部门与多所高校、多家企业根据两地的产业建设情况及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共同成立了多个

职业教育联盟。但纵观各联盟的基本情况,可发现这些联盟同质化严重且缺乏创新驱动力。这

种重复建设平台、简单聚集资源的协同方式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合作成效甚微。因而资源的

共建共享不是“名义联盟”的成立,也不是资源“1+1”的简单叠加,而是需要基于更高的站位审视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资源联通与流动。区域职业教育一体化是区域职业教育合作的深化形

式。基于该合作形式,区域职业教育一方面可以实现异质资源的优化整合,实现有限资源的最大

利用;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优质资源聚集互补,形成推动区域职业教育发展的强大合力[4]。只有形

成优势互补、错位发展、分工合作的局面,才能真正实现职教链与人才链、市场链与就业链、产业

链与创新链等的深度融合[14]。因此,基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职业教育合作的“骨骼”已初具雏

形、“血肉”仍待生长的现状,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职业教育一体化成为突破政府统筹协调力度不

够、资源共享效率不高、创新驱动不足等问题的重要举措。这一举措可推动区域内院校、企业落

实深度合作,为职业教育资源的优化、整合与共享搭建制度化、规范化的平台,以规避无谓的资源

损耗与竞争摩擦,引导形成推动区域职业教育发展的强大合力,最终助力互利共赢的协同发展新

局面的形成。

(三)本体价值:实现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是区域一体化发展的题中之义,为区域职业教育

高质量发展造就了新契机。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

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15],将教育高质量发展提至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

性、战略性地位。在该语境之下,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是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石,要以教

育高质量发展助推中国式教育现代化[16]。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是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

也是助力实现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必然要求。2020年出台的《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

(2020—2023年)》,举起了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行动旗帜。如何提高职业教育质量、提高

职业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是职业教育发展的核心要点。协同育人能够彰显职业

教育的内涵与本质,是我国职业教育提质的重要着力点[17]。成渝两地在知识转化、知识创新以

及产品生产方面各具优势,为创新型人才培养提供了沃土。在此基础上,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职

业教育一体化发展,可促进政府、学校、企业和其他相关组织等主体间形成全方位、高层次的合作

关系,在共建共享的过程中发挥资源信息整合优势,整合优化创新要素,通过创新联合培养方式,

竭力增强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与区域产业的适配性,促成人才供给与人才需求动态平衡,实现协

同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使命,达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目标。

二、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的内在逻辑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是职业教育精准对接区域发展需求的时代诉求,

其核心是突破区域时空壁垒,形成互联互通的一体化机制。职业教育一体化有助于形成两地职

业教育发展的全新驱动力、共生价值体和灵活性实践样态,而这蕴含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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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一体化发展的驱动逻辑、价值逻辑和实践逻辑。

(一)驱动逻辑:打造“经济引领+内外合力”引擎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高成本、高投入、高产出的类型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高度同构

性[18],其对于经济发展的推力共生于经济发展的拉力[19]。因此,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职业教育

一体化发展是遵循成渝地区经济建设规划、服务西部重要经济中心建设的必然要求。为了加速

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战略进程,成渝两地在强化协同效力,共同构建高效分工、相互融合的

现代产业体系的同时,基于区域制造业的现实基础与发展潜力,着重聚焦重点优势行业,培育先

进制造业集群。由于经济发展是推动职业教育变革的最主要的动力来源,成渝两地产业结构调

整、技术结构变革等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种影响通

过政府、社会等外部因素综合作用于协同发展的落实层面,最终形成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职业教

育一体化发展的外部驱动力。例如,两地政府签署相关协议积极出台各项基本配套政策,推动各

种合作联盟的建设与交流项目的开展等;企业行业、基金会、其他社会机构等通过为职业教育提

供资金、场地、培训支持持续推动区域职业教育进步等。同时,职业教育改革提质的内在需求将

转化为推动区域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的内生动力。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一体化建设的背景之

下,集中统筹、协同分工的一体化机制能够有效促进“点状分割”的地方职业院校与合作企业、合

作培训机构向“面状融合”靠拢,充分激活职业教育各参与主体的发展自主性,在共享、互补、互强

的过程中充分调动职业教育自身的革新力,最终形成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职业教育一体化

发展的内生性合力。

(二)价值逻辑:增强“产教互通+协同培养”联结

在强调创新发展的时代,人才作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重要生产要素是驱动经济发展的核心。

因此,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一体化发展首先要充分考虑人才的获得。职业教育作为劳动力高素

质发展与劳动力缺口补充的重要衔接点,为实现区域间人才供给与产业需求的精准匹配提供了

可行性。而产教融合作为人才培养与输送的“加速器”、推动经济发展的“助力器”,是提升职业教

育发展质量和职业教育社会服务能力的重要途径[20]。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一体化发展将强化

区域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在促进多主体共推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进程的同时,

推动产教融合进程。具体而言,在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背景下,成渝两地可充分发挥各自的产业

优势,强化教育界与产业界的互通性,重塑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角色,打破单一的物力资本支持

辅助办学的参与形式,让企业及其他相关主体深入参与到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过程中。以此打造

政府、学校、企业以及社会组织等各主体协作的全覆盖的优质产学研平台,增强专业与岗位、专业

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学习过程与生产过程的对接性,为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协同培养奠定良

好基础。此外,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背景下,产教融合将强化各主体的利

益共谋行为,培养服务于区域经济发展的人才将成为两地的一致目标,基于共识的人才培养将成

为两地的一致行动。深度的产教融合为人才培养精准性的提高提供了沃土,同时区域职业教育

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性也随之增强。

(三)实践逻辑:遵循“问题驱动+创新优化”原则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区域职业教育系统破解地域

隔离与体制隔阂趋向互利共生的过程。在深层次互利共生阶段,区域间衍化出各主体间的互利

共生格局,建立起对称性的多边交流机制[21]。在这一互利共生格局和交流机制的形成与实践

中,“问题驱动+创新优化”原则得以生成。一方面,该原则强调现实问题是驱动实践改进的重要

动力,应践行问题解决导向的一体化实践。即成渝两地政府、职业院校以及企业等对职业教育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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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情况和社会需求进行反思、分析,从中发现职业教育一体化过程中的新生问题,如职业教育一

体化发展的合作方式、合作途径和合作主体等方面的问题。而这些问题要求各主体在有限时间

内作出迅速有效的抉择,从而促进一体化实践的顺利推进。例如,针对资源重复建设方面的问

题,政府作为主导方应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统筹设计,探寻职业教育资源的高效共建共享方式。

另一方面,该原则强调职业教育作为一个结构复杂的系统,在面对外部环境的改变时,应通过“适

应性创新”来有效应对。这种“适应性创新”强调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职业教育系统应该坚持创

新突破、迭代优化[22],即适时适机调整一体化进程中的规划、目标以及行动。例如,在大数据时

代,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需紧跟步伐,适时对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等作出创

新优化,进行适宜程度的数字化转型。

三、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的协同路径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关涉政府、学校、企业等多元主体,若要实现各主

体间的有效合作,需建立和完善一以贯之的一体化发展目标体系,实现职业教育一体化规划与经

济圈发展进程的同频共振,突破传统的教育管理体制,创新行政治理模式,引导区域内职业教育

资源有理、有序、有效分配。

(一)目标互扣:指向一以贯之的一体化发展目标

系统理论认为整个系统的各要素之间存在着复杂的联系和相互关系[23]。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内的职业教育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区域内不同地级市(市辖区)所属的职业教育为其子系

统,地级市(市辖区)内不同的职业教育机构为其次级子系统,而各层级职业教育系统存在着密切

的关联性。每一个教育子系统、次级子系统都应当根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特定目标与

教育发展的一般性目标去设定自身的发展目标。目标作为联结众多子系统的重要纽带,能够让

子系统在自觉意识中构建起合作共赢的理念[24]。因此,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职业教育一体化发

展有必要建立和完善一以贯之的一体化发展目标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相应的协同规划体

系、协同分工体系、协同落实体系。

一是增强公众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区域认同。区域认同是协同发展的重要变量[25],影

响并制约着主体参与合作时的价值取向。成渝两地地缘关系紧密,在民意方面同时包含着合作

与竞争的双重倾向。庞大的人口基数增加了区域意识普及的难度,这间接影响着区域内职业教

育参与主体的合作意愿、程度和范围。在区域合作方面,凭借社会精英或利益集团的趋利意识只

能形成暂时的协同关系。只有加强公众的区域认同,让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的民众建立起强

烈的区域共同体意识,才能为协同行动建立坚定的群众基础,使其不以利益的改变发生破裂,从

而为区域一体化以及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建立最深层的社会基础。二是强化职业教育一体化发

展的协同辐射。为了实现共同的发展目标,必须将协同效应辐射到各个生产生活领域。职业教

育是教育的一个子系统,而教育又是社会的一个子系统,所以职业教育的一体化只有在其他社会

领域同时实施一体化发展策略时才能实现。要引导区域内部在发展改革、文化、财政、人事等方

面都建立起积极的协同联动关系,将区域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放在区域社会一体化发展的整体

框架下讨论,让其融入社会系统化的发展状态之中,才能建立稳定、长久、可持续的一体化联结。

三是完善职业教育一体化反馈机制。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的规划层面,

两地政府积极牵头制定政策、组建联盟,区域内的各部门与机构也展开了多元化的合作,然而在

落实层面,合作开展过程中仍然存在资源浪费、执行滞后的情况。中央与成渝地方政府是职业教

育一体化发展的掌舵者,把握着一体化发展的目标与进程。目标的制定侧需要将引导动力妥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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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达至目标的执行侧,而执行侧需要在广泛而深入的一体化实践中及时反馈协作成效,从而使不

同层级组织机构的链接保持畅通,以区域架构的一体化推动区域职业教育的一体化。

(二)政策互联:一体化规划与经济圈发展进程同频共振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作为国家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战略要地正进行着史无前例的探索与

发展,与此同时,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也将与其同进退,坚定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供技

术技能人才支撑这一永恒目标,并积极付之于行动。2020年4月,重庆市教委与四川省教育厅

在渝签署了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教育协同发展框架协议,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职业

教育一体化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新的期盼,同时也赋予其历史性的发展机遇。职业教育将与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携手共进,其一体化发展应立足区域经济建设与发展之需要,同成渝地

区双城经济圈的规划和发展同频共振,实现精准对接。

一是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规划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同频共振。区域协同发展目

标、行动和评价的精准对接,建立在发展规划维度统一的基础之上。这意味着职业教育一体化发

展规划必须紧跟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的步伐,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现实需求

为风向标,以协同的现实基础为发展根基,制定具有操作性和系统性、能高效推动成渝地区双城

经济圈建设规划实质性落地的职业教育一体化行动计划。二是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目标与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目标同频共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建设旨在推动形成优势互补、高质

量发展的区域经济布局,强化成都和重庆市中心城区的辐射带动作用,引领整个成渝地区统筹协

调发展,从而形成完善且高质量的协同发展体系,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活跃增长极和强劲动力

源。质言之,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要以区域经济的有效协同和高质量发展为目标,以经济圈建设

过程中的各项行动业绩为参照物,达成两者的目标统一。三是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行动与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进程同频共振。规划与目标最终都将体现在一体化行动上。政府与各类职

业院校、合作企业、其他社会组织等各主体需要在统一的发展目标之下,明确各自在发展规划中

的角色,并以具体行动发挥权利与承担责任,实现从“愿景的统一”到“现实的统一”的历史性成

就。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行动要“眼观四方、耳听八方”,时刻洞悉经济圈建设过程中遇到的各种

问题和矛盾,准确预估一体化进程中的各种可能性冲突,以自身人才供给优势着力推动经济圈发

展进程。四是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评价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成效评估同频共振。教育评

价具有诊断、激励和导向作用。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评价切忌闭门造车,要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建设成效为参照指标,以经济圈评估体系为参考标准,以评价带动发展,实现职业教育一体化

发展的高效推进。

(三)行政互通:突破传统“行政区式”的教育管理体制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内的职业院校、机构的类型丰富且体量庞大,这些丰富的资源构成了区

域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基础。在这一基础上把握好区域职业教育的学科布局方向,推动区域职

业教育体系合理化、和谐化发展则是解决区域职业教育一体化问题的核心。从动力机制方面来

看,政府作为驱动区域教育一体化的主力军,势必要在这一过程中承担起相应的角色责任[26]。

为此,需要突破传统的“行政区式”的教育精细化管理体制,建立起一个符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现实情况的教育行政治理模式。以此改变现有的静态割裂体制,以一种全新的动态融合视角去

审视区域职业教育发展问题,并协助针对性政策与战略落地,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职业教育

资源的有理、有序、有效分配,促进区域内职业教育参与主体实现合作博弈与利益共享,助推区域

职业教育融合创新发展。

一是要破解区域职业教育行政的“条块分割”。从理论层面来看,行政力量是区域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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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体化的推手,但实践中“条块分割”的教育行政体制对职业教育一体化的落实形成了阻碍。行

政壁垒将会加剧两地职业教育在人事、统筹与评价制度上的差距,从而降低区域职业教育的协同

效率。只有超越现有“行政区式”的教育管理体制,建立共同的内在机制及具有约束力的制度和

政策体系,才能消除资源配置和管理权限方面的“条块分割”,从而避免区域间的重复规划与封闭

发展[26]。二是要强化行政引导职业教育协同发展的效力。为了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职业教

育一体化发展的改革目标达成高度共识,职业教育行政体制需立足于更加宏观的视角进行相应

的体制创新,加强区域教育行政部门与相关部门之间的协同合作,全面认识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职业教育一体化进程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加强政府对职业教育发展战略、规划、方向的设计与引

导。同时,政府还要承担起积极探索战略规划的空间细化与具体落实的责任,在对区域职业教育

拥有整体认识与宏观把握的前提下促成交互的链接,从而有序推动职业教育协同发展。例如,依

据两地的人口就业规划与经济布局,合理调整职业教育资源的类型与规模[27],使职业教育的人

才输出与当地的经济产业发展相适应。三是要落实分类管理制度。分类办学与分类管理能够有

效缓解职业院校之间的无序竞争乱象。职业教育虽有别于普通教育,但也应参照普通教育形成

相应的分类标准,完善区域职业教育的资源分配与评价制度。以期形成同类型职业院校、机构之

间合理竞争,不同类型职业院校、机构之间资源互补的局面,从而在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职

业教育一体化建设的同时,兼顾职业教育领域的生态平衡。

(四)主体互赖:立足于角色定位充分发挥各自差异优势

在社会合作的情境下,只有同时满足社会成员的个体目标积极相关且全体成员积极合作这

两个条件,个体的目标才能够实现,才能形成积极互赖[28]。区域职业教育一体化的达成离不开

政府间的有效合作,也离不开其他相关主体合理把握各自的角色定位并在建设网络中充当行动

者。为了达成理想化的合作博弈,就需要拓展相关合作主体的有限理性,增强主体行为的可信赖

性[3]。因此,明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职业教育合作主体间的角色差异,构建与之匹配的角色互

赖机制,在各利益主体间搭建起一套动态平衡的合作框架,是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职业教育一体

化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义。

一是在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的规划者层面,成渝两地政府与教育部门应立足于区域发展开

展合作。当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还处于政府主导、多元相关主体参与的

阶段,这就需要成渝两地政府与教育部门在制定一体化发展规划时,充分考虑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产业基础较好的区域特色性与地缘相邻的交互优势,在坚持政策统领以制度化规范约束协同

主体的行动方式的同时,警惕内部竞争削弱职业教育一体化势能。此外,应给予相关主体更多的

合作自主性与必要的合作弹性空间,充分尊重不同院校、企业和相关组织合理的利益诉求,使职

业教育的参与主体能够根据具体实际开展多维度的合作与多样化的探索。二是在职业教育一体

化发展的执行者层面,职业院校应立足于自身发展需求开展合作。协同院校间应通过信息交换

提取共同的利益诉求,借由实况考察厘清各自优势领域及互补可能性,以此为基础制定一体化发

展方案。此外,还需对方案进行实效性评估,确保优势互补协同能够顺利转化为实际效益。三是

在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的支持者层面,相关校企及培训机构应立足于学生技术技能的提升开展

合作。企业应改变以往产教协同中的“客户”角色定位,做好人才检验工作,并与院校做好应用型

人才培养的对接工作[29]。同时,还要根据人才培养目标的要求在课程专业建设、职业师资培养、

人才发展模式等方面进行交流与互探[30],建立健全标准化和精准性的教学、考核与认证机制,如

淮安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在与合作企业沟通时,实施“一企业一方案”等原则,构建了“通用文化课

+公共专业课+企业特色课”的课程体系[31],为技术技能人才的成长提供保障。四是在职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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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一体化发展的服务者层面,行业协会和其他相关组织应立足于保障区域职业教育一体化系统

的顺畅运行开展合作。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整体利益出发对职业教育的政策、制度、经费与治

理进行全面考量与完善,通过对职业教育整体布局实践的不断优化去协调局部利益与全局利益,

从而持续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进程。总体而言,需要明确不同主体的

权责范围与协同逻辑,强化各成员单位的内生动力、积极性与责任感,以共创、共建、共享等方式

落实主体间的协同合作,构建一个立体多维的合作框架,从而确保相关主体能够提供有效支持,

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职业教育一体化的落实提供保障。

四、结 语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职业教育一体化是服务区域经济转型升级的现实需求,是整合优化区

域职业教育资源的重要路径,也是实现区域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其关键在于厘清

一体化发展的内在逻辑,推动政府、学校、企业及其他相关组织等多主体间实现有效合作。成渝

地区双城经济圈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需要突破区域时空壁垒,建立健全以互联互通为目标的一

体化发展机制,其内在逻辑在于充分发挥内外动力引擎,依靠产教互通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

才,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增强区域职业教育的适应性创新能力,对一体化进程中的规划、目标以及

行动进行及时调整。因此,地区政府、学校、企业和其他相关组织等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职

业教育一体化发展的参与主体,需立足角色定位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以目标互扣、政策互联、行政

互通为协同基准,协助区域内职业教育资源有理、有序、有效分配,共同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如何切实将上述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路径真正落到实处,如何克服推进

过程中遇到的新困难,如何维持和进一步发展成渝地区职业教育的密切合作关系,如何增强职业

教育一体化发展的辐射带动作用,是未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职业教育一体化发展需要解决的

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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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ternalLogicandCollaborativePathoftheIntegratedDevelopmentof
VocationalEducationintheChengdu-ChongqingEconomicCircle

YAOLin,YIXiaoyu,HEYiman
(FacultyofEducation,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400715,China)

Abstract:TheintegrateddevelopmentofvocationaleducationintheChengdu-ChongqingEconomicCircleisanatural
requirementfortheintegrateddevelopmentofChengdu-Chongqingregion,whichcanmeettheneedsofregionaleco-
nomictransformationandupgrading,improveresourceutilization,andpromotehigh-qualitydevelopmentofvocational
education.Attentionshouldbepaidtotheinnerrelationshipmechanismoftheintegrateddevelopmentofvocationaled-
ucationintheChengdu-ChongqingEconomicCircleasawayofcreatinganengineof“economicleadership+internal
andexternalcollaboration”,enhancingthelinkageof“trainingsynergy+industry-educationinteroperability”,andfol-
lowingtheprincipleof“problem-driven+innovationoptimization”topromotetheintegrationpractice.Basedonthis,
wefurthertakepolicyinterconnection,administrativeinterconnectionandmutualrelianceofsubjectsasthebenchmark
ofcollaboration,andstrivetopromotetheintegrateddevelopmentplanofvocationaleducationtoresonatewiththede-
velopmentprocessoftheeconomiccircle.Bydoingso,multiplesubjectscanjoinhandstobreaktheinstitutionalbarri-
ersofvocationaleducationinChengduandChongqingtoguidetheeffectiveassociationofregionalvocationaleducation
marketandtrulyrealizethecollaborativeeducationofregionalvocationaleducation.
Keywords:Chengdu-Chongqingeconomiccircle;theintegrateddevelopmentofvocationaleducation;internallogic;col-
laborativep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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