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玉田职教中心会计事务专业校企合作实施方案

为进一步加强会计事务专业校企合作工作，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

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精神和劳动保障部关于“校企合作

培养高技能人才工作”会议精神，规范校企合作人才培养，促进其顺利运

行，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合作目的

落实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精神，培养与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紧密结

合的技术应用性人才，促进产学结合，加强学校的专业建设和实习基地建

设，加强学校与用人单位的合作，共同做好毕业生就业工作，向企业输入

所需实用型技术人才，共建长期的人力资源供需协作关系。

二、组织机构

1．校企合作专业建设小组

由会计事务专业与合作企业相关人员共同参与成立专业建设小组，专

业主任及合作企业领导担任组长，成员由专业课教师及合作企业相关人员

组成。小组全面组织、实施各专业合作培养的各项工作，督促、检查校企

合作工作的实施完成情况，协调处理工作中出现的问题。

组 长：娄 新

副组长：张玉霞 李桂香

成 员：夏俊英及校企合作单位领导

2．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

由合作企业的高级技术及管理人员和专业领域的专家组成专家建设指

导委员会。作为专业设置、人才培养规格、教学建设和改革等方面的顾问，

参与校企合作过程中专业教学计划和课程设置的论证工作。

主 任：娄 新

副组长：张玉霞 李桂香

成 员：



范彦宏（唐山忠宏会计师事务所总经理）

许绍合（唐山忠宏会计师事务所注册会计师）

周志勇（唐山国芯晶源电子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产评估师）

张智慧（唐山宁信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董秀波（挨个来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刘海燕（唐山致达电梯设备有限公司 财务负责人）

张玉霞及会计教研组教师

三、校企合作内容及方式

1．合作开展师资培养。企业为学校提供教师锻炼的场所和条件，为学

校选派兼职教师；学校为企业培训在职人员，组织兼职教师培训，办理兼

职教师聘任手续。

2．合作开展专业建设。定期邀请企业代表、行业专家参加会计事务专

业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会议、专业建设研讨会、讲座等；每学期邀请企业

专家对学生进行指导和考评。

3．合作开展会计实验实训基地建设。企业提供资金，用于学校校外实

训基地建设、实验实训环境改善等方面；合作建设校内实训基地。

4．合作开展会计岗位培训。积极开展社会培训，加大学生与企业的参

与力度；定期为企业会计人员进行培训。

四、校企合作管理方法

1．专业指导委员会活动规则

每学年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至少开展一次专业研讨会，对专业设置、

人才培养规格、教学建设和改革等方面提出建议。

2．兼职教师聘任

兼职教师的聘请对象主要是合作企业的会计师、财务主管和中高级管

理人员；实习基地的指导教师或相关企事业单位管理、技术人员等。兼职

教师人员经专业审核、学校批准后发给聘请对象聘书。



3．教师下企业锻炼

定期安排教师深入相关企业进行挂职锻炼。让教师参与企业的生产、

经营管理、设计、销售、售后服务等活动，总结出典型工作任务和案例，

用于专业课教学。教师必须遵守企业的规章制度，在下企业过程中，教师

应参与解决企业经营中的难题，进行产学研结合，加强与企业的联系。

4．学生到企业实习

在第四学期安排学生到企业实习实践，由企业的兼职教师进行讲解，

学校教师负责对实习质量把关。

5．校企合作开发教材

鼓励教师与企业兼职教师合作开发教材，开发具有职业教育特色的理

实一体教材。

6．技术合作

每学年定期为企业生产会计从业人员进行培训。

五、主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1．与企业紧密合作，完美会计电算化课程与行业企业一体化合作的“学

习即就业”人才培养模式，按会计电算化岗位实际工作过程，重构基于工

作过程的项目课程体系，加强课程（学习领域）等方面的建设。完成适应

该学习领域的实施、管理、评价制度及相关标准，提供一个真实化、个性

化的教学环境，竭力培养学生适应职业岗位的能力。

2．与合作企业共建会计电算化综合实训室，满足岗位能力要求的模拟

实训需要，同时提供会计电算化培训及技术服务。

3．与合作企业签订校外实训基地协议，为学生提供更多更好的实习实

践场所。

4．与合作企业共同培养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聘请行业企业兼职教

师，建成“双师”结构合理的教学队伍，逐步改善课程教学团队的“双师”

结构，增强专业教师职业教育能力、实践动手能力以及基于工作过程的教



学设计能力，加强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

六、合作期限

以三年为周期，满一个周期，重新签订校企合作协议。

七、合作规模

目前，已与县内外五家企业形成了长期稳定的合作关系。

八、校企合作成果

校外实训实习基地基本情况一览表

序

号
校外实训基地名称 基地概况 基地地址 签约时间

1
玉田县玉盛集装箱有

限公司
县内大型有限公司

玉田县后

湖工业园

区
2018 年 9 月

2
唐山信昊工程管理有

限公司
县内综合公司 玉田县城 2019 年 12 月

3
唐山国芯晶源电子有

限公司
县内大型电子公司 玉田县城 2016 年 12 月

4
玉田县富祥包装彩印

厂
县内大型彩印公司 玉田县城 2015 年 12 月

5
唐山宁信企业管理咨

询有限公司
县内会计公司 玉田县城 2021 年 3 月

6
唐山致达电梯设备有

限公司
县内大型设备公司 玉田县城 2020 年 3 月

7
北京恒玉华泰商贸有

限公司
北京大型建材商贸公司 北京海淀 2016 年 9 月

8 北京慧翔图文快印 北京数码图文处理连锁机构 北京 2015 年 9 月

9 玉田供销大厦 县内大型购物商场 玉田县城 2015 年 10 月

10
中粮包装（天津）有

限公司

国内包装种类最齐全、单厂

生产能力最大的公司
天津武清 2014 年 9 月

11 长城汽车天津分公司 国内大型汽车厂商 天津 2014 年 10 月



校外实训基地照片——供销大厦

签约仪式

授牌仪式



九、校企合作存在的问题

1．政府推进校企合作的政策法规与管理机制不健全

国家和省级政府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政策法规缺失与滞后，以及运行

机制不健全是造成校企合作不深人、不稳定的主要原因。目前，政府出面

统筹协调校企合作、联合办学、制定人才规划的作用缺位，没有出台校企

合作、工学结合、顶岗实习的政策法规，致使未能真正建立起校企合作的

运行机制、体制和模式。

2．职业院校适应行业企业需求的能力不强

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培养方式、课程设置、教学过程等方面与企业

需求不符，校企联合培养人才的体制机制没有形成。职业院校自身合作能

力不强，产品研发能力和技术服务能力较弱，缺乏对合作企业的吸引力。

3．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发展的动力不足

企业作为市场经济的主体，以盈利为主要经营目标，其参与职业教育

发展的动力源自其经营目标。有相当部分的企业将参与职业教育视为直接

或间接的利益损失，是否参与职业教育的发展，对于企业的投入和收益均

不能产生影响，所以，企业在没有相应激励政策和法规约束的机制下，企

业并不一定通过直接参与职业教育来获得人力资源。企业合作意识淡薄，

没有把培养人才纳入企业价值链中，把校企合作当成是选择人才的途径，

而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过程不予关注。

4．校企合作的有效模式尚未形成

现在还没有形成有效的校企合作模式，不能使校企合作变成来自学校

和企业自身内在发展的一种动力需要，急需创新校企合作的有效模式。校

企合作由学校和教育部门推进成效甚微，多数是短期的、不规范的、靠感

情和人脉关系来维系的低层次的合作，尚未形成统一协调的、自愿的整体

行动。校企合作缺乏有效的合作模式和机制、缺乏校企双方沟通交流的平

台，企业利益得不到保证、传统的职业院校管理体制、运行机制、投入政

策等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影响了校企之间的合作，校企合作的有效机制模

式没有形成。



十、校企稳定长期合作的可能性及存在的困难

学校和企业的合作除了需要政府加强统筹，出台相关政策法规保障校

企合作建立长效机制，创新校企合作模式，还必须在内涵上加强职业院校

与企业的对接工作，这样才能保证校企合作落到实处，真正实现校企联合

培养技能型人才、提高企业生产效率和降低成本的目的．因此，职业院校

与企业应在下面五个环节做好“对接”工作。

1．社会能力的培养与企业文化对接

坚持以人为本，把社会能力培养放在首位。校企合作应重点从培养学生社

会能力入手，统一学生社会能力的培养标准，将企业物质文化、企业行为

文化、企业制度文化和企业精神文化融入学生社会能力体系标准和考核标

准当中，通过校企合作突出培养学生从事职业岗位所需要的社会适应性和

积极的人生态度，并将这种校企对接后的社会能力贯穿于学校培养人才的

全过程，使学生的社会能力培养与企业文化对接，培养学生具备“职业

人”、“社会人”的良好形象和行为规范。

2．专业设置与行业岗位群对接

衡量专业设置是否真正与行业企业岗位群对接．一方面体现在专业设置符

合社会需求和产业转型升级的程度，另一方面最终要看学生本专业的就业

率。专业设置就像一个企业的产品，首先要有市场需求，否则产品质量再

高也不会有市场。要深入研究会计事务专业所辐射行业企业的岗位群，动

态掌握企业用人状况和职业岗位变动情况，既要考虑到专业设置的稳定性，

又要考虑行业企业会计岗位变动的灵活性。因此，职业学校必须依据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企业岗位群需求调控和优化专业设置结构，提升专业

竞争力，企业全程参与制定专业设置标准，实现校企合作在专业设置与行

业岗位群上有效对接，提高会计事务专业为地方经济发展的服务能力。

3．课程体系与职业标准对接

校企合作最终要体现在课程体系如何与岗位职业标准对接上，这是实现学

生专业职业能力与企业岗位能力零距离对接的关键环节。这种把企业岗位

需要的职业标准内容提前置换到学校人才培养的课程体系中，把学校实践



教学内容置换到企业生产、经营和管理环节中，按照企业人才需求规格和

岗位所需要的职业能力标准进行校企“课程置换”，实现课程体系与职业标

准对接，校企合作才能最终变成现实，形成校企共建、资源共享、优势互

补、利益双赢的人才培养新模式。

4．专业教师与企业会计人员对接

企业会计人员承担合作职业学校的实践教学任务，与教师共同开发实践教

学课程内容，负责学生技能训练指导，职业学校教师参与企业的会计工作，

承担企业会计人员继续教育的培训工作，专业课教师到合作企业顶岗实践，

在内涵上真正建立职业学校教师与企业会计人员双向交流的机制，提高职

业学校学生实践动手能力，也提高企业会计人员的综合素质。通过校企合

作实现专业教师与企业会计人员岗位对接，解决“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问题，构建校企教学研究团队和技术创新团队，深入钻研开发实践教学体

系，提高教育教学水平和企业工作效率。

十一、其他

1．由会计事务专业组织相关人员，定期地对校企合作企业的组织管理、

教学实施情况进行检查，给出指导意见。

2．本管理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由会计事务专业负责解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