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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筹解决人才培养和
产业发展“两张皮”问题

产教融合是衡量职业教

育改革成效的重要标志，是

实现教育链、产业链、供应

链、人才链与价值链有机衔

接的重要举措。

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社

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王明姬

分析，从实践层面来看，产教

“合而不融”的问题仍然存

在。职业院校容易“剃头挑子

一头热”，部分校企合作停留

在协议层面或劳务用工的

表层，企业未能深入参与到

职业院校人才培养过程中。

方案的出台回应了教育呼声

和产业需求，体现了国家推

动构建产教深度融合发展格

局、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的决心。

当前，我国有 1 万多所

职业院校、3000 多万名在校

生，蕴含着巨大的人才红利。

“出台实施方案，是持

续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

的内在要求，是统筹解决人

才培养和产业发展‘两张

皮’问题的重要举措，对于

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

设教育强国、人才强国具有

重要意义。”国家发展改革

委社会发展司司长刘明在

当天举行的专题新闻发布

会上说。

启动遴选第二批国家
产教融合试点城市

2021 年，国家发展改革

委遴选了首批 21 个国家产

教融合试点城市和 63 个国

家产教融合型企业。

方案提出，梳理总结首

批国家产教融合试点城市经

验做法，启动遴选第二批 30

个左右国家产教融合试点城

市。到 2025 年，国家产教融

合试点城市达到 50 个左右，

在全国建设培育 1 万家以上

产教融合型企业。

刘明介绍，第二批国家

产教融合试点工作将于今年

下半年启动。试点的目的是

推动各地大刀阔斧地进行改

革探索，真正拿出一批真金

白银的支持政策，让职业教

育产教融合真正成为产业发

展的“助推器”。

学科跟着产业走
专业围着需求转

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必须

以产业需求为导向。现实中，

有的职业院校专业设置与产

业需求匹配度不高。

为了完善职业教育专业

设置，方案鼓励引导职教院

校，优先发展先进制造、新能

源、新材料、生物技术、人工

智能等产业需要的一批新兴

专业，加快建设护理、康养、

托育、家政等一批人才紧缺

的专业，改造升级冶金、医

药、建材、轻纺等领域的一批

传统专业，撤并淘汰供给过

剩、就业率低、职业岗位消失

的专业。

“主要目的就是推动形

成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

的专业体系，切实做到学科

跟着产业走、专业围着需求

转。”刘明说。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

人 教 育 司 副 司 长 林 宇 表

示，将持续优化职业教育

专业布局结构，提高职业

教育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

的匹配度，培养更多高素

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

匠、大国工匠。

针对“校热企冷”的情

况，方案提出，支持有条件的

产业园区和职业院校、普通

高校合作举办混合所有制分

校或产业学院，推进职业院

校股份制、混合所有制改革，

允许企业以资本、技术、管理

等要素依法参与办学并享有

相应权利。

刘明说，要通过这些措

施，打消企业顾虑，变“一头

热”为“两头甜”。

“金融+财政+土地+信用”
打出政策组合拳

方案针对产教融合发展

中存在的问题，研究创新激

励扶持举措，进一步健全组

合式激励。

金融政策方面，鼓励银

行机构按照“风险可控、商

业可持续性”原则支持产教

融合项目和产教融合型企

业发展。

财税政策方面，产教融

合型企业兴办职业教育的

投资符合规定的，可按投资

额 30% 的比例抵免当年应

缴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

附加。

土地政策方面，企业投

资或与政府合作建设职业院

校、高等学校的建设用地，按

教育用地管理，符合《划拨用

地目录》的，可通过划拨方式

供地，鼓励企业自愿以出让、

租赁方式取得土地。

信用政策方面，开展行

业信用评价，对评价结果好

的企业，在例行检查、专项

抽查中减少检查频次，在上

市融资、政府资金支持、产

业扶持政策、评优表彰、政

务事项办理等方面予以优

先或便利。

刘明说，要让“金融+ 财

政+ 土地+ 信用”的支持政

策看得见、摸得着，让产教融

合型企业真正尝到甜头、得

到实惠。

资金支持政策备受关

注。国家发展改革委社会发

展司副司长孙志诚介绍，方

案重点梳理了三类资金渠

道，分别是中央预算内投资、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中长期

贷款。此外，还有各级财政资

金、商业贷款、开发性贷款、

社会领域产业专项债券等。

近年来对职业教育投入偏少

的局面，已经得到一定程度

改善。各地要弄清吃透各种

资金的支持范围、方式和申

报要求，多渠道筹措资金，形

成支持合力。

（据新华社）

海关总署推出16条
优化营商环境新举措

记者从海关总署 6 月

13 日召开的例行记者通报

会上获悉，为进一步稳定

社会预期，提振外贸发展信

心，海关总署日前围绕促进

进出口物流畅通、促进跨境

贸易便利化、促进企业减负

增效和促进外贸创新发展

四方面推出 16 条优化营商

环境新举措。

这些新举措包括持续

提升跨境物流效率、支持先

进技术设备和特殊物品进

口、促进重要农食产品进出

口、进一步便利出口退税办

理、推动加工贸易提档升级

以及优化边民互市贸易监

管等。

2022 年，海关总署先

后出台了 23 项稳外贸措

施，其中口岸保通保畅、加

快企业急需货物通关、开通

农食产品“绿色通道”等措

施，为我国外贸规模再创历

史新高提供了坚实支撑。海

关总署综合业务司司长吴

海平表示 ：“今年，我们在

继续抓好那些受欢迎、效果

好的措施落实的同时，聚焦

企业关切，又研究推出了新

的举措。”

在促进进出口物流畅

通 方 面，有 扩 大“ 船 边 直

提”“抵港直装”“联动接卸”

等便利化措施试点范围，保

障属地查检鲜活易腐商品

绿色通道畅通运行，优化高

新技术设备监管查验流程

等。在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

方面，有深入推进国际贸易

“单一窗口”建设，拓展更多

便利功能和服务 ；在具备条

件的口岸开展“智慧口岸”

建设试点等。在促进企业减

负增效方面，包括进一步扩

大主动披露政策适用范围，

为企业提供容错纠错、守法

便利通道 ；继续扩大海关

“经认证的经营者”（AEO）

互认范围，推动AEO 企业

在境内外享受通关便利等。

在促进外贸创新发展方面，

包括有序开展跨境电商海

关监管综合改革 ；拓展保税

维修业务范围等。

下一步，海关总署将着

力抓好 16 条新举措落实落

地。一是要求全国海关因地

制宜出台细化的配套举措，

及时回应企业诉求，强化政

策措施协同效应 ；二是巩

固深化“海关关长送政策上

门”服务，有针对性解决企

业面临的实际困难 ；三是强

化政策措施落实反馈，要求

全国海关第一时间反馈落

实中的重要情况，确保政策

措施落到实处，让企业有更

多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据新华社）

世界献血者日 ：

科学认识输血  保障血液安全
血液是一种无法人工合

成、也不能长期保存的无法

替代的宝贵资源。2023 年

6 月 14 日是第 20 个世界献

血者日。专家提示，科学认识

输血，适量献血，是无损健康

的。希望更多公众能够加入

无偿献血者队伍，保障临床

血液安全供应。

无偿献血是关系人民

群众健康和生命安全的社

会公益事业。1998 年，我国

颁布实施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献血法》，形成了“政府主

导、部门协作、社会支持、公

众参与”的无偿献血工作格

局。25 年来，无偿献血事业

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世界

卫生组织发布的《全球血液

安全报告》显示，我国在无

偿献血总量、血液安全水平

和临床合理用血等方面位

居全球前列。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活动

口号，结合我国无偿献血发

展情况，2023 年我国世界

献血者日的活动口号是 ：捐

献血液，分享生命。活动主题

是 ：汇聚青春正能量，无偿

献血传爱心。国家卫生健康

委医疗应急司有关负责人表

示，世界献血者日旨在颂扬

无偿献血者通过献血拯救他

人生命、改善他人健康的奉

献行为，也呼吁更多人特别

是青年人能够定期参加无偿

献血。

“一个健康成年人献血

不超过自身总血量的 13%，

对身体没有不良影响。”北京

协和医院输血科主任甘佳介

绍，一个健康成年人的总血

量约占体重的 8%，以一个体

重 50 公斤的成年人为例，其

体内的血液为 4000 至 5000

毫升，一次献血 200 至 400

毫升，即占人体总血量的 5%

至 10%，失去的血容量可以

很快从组织间液和饮用水中

得到补充，血细胞在一个月

内就可恢复到原有水平。

足量、安全、持续地血液

供应，是开展临床医疗救治

和患者生命安全的重要保

障。甘佳介绍，输血治疗是

一种十分重要的临床治疗手

段，主要应用于创伤、产科围

产期出血和手术出血、其他

出血性疾病等。此外，输血治

疗也用于血液系统疾病以及

肿瘤放化疗之后的骨髓抑制

患者。

如何避免经输血传播疾

病？专家表示，在医疗过程

中，除必须接受输血救治外，

应尽量避免异体输血。同时，

一些病原微生物的传播还会

通过不洁净的针刺过程发

生，所以针刺、注射治疗以及

打耳洞等要选择正规机构。

这些病原微生物还可能通过

性接触和体液传播，要避免

不洁的性行为。

此外，要保持合理饮食、

充足休息和适量运动，养成健

康的生活方式，拥有健康的体

魄，才能拥有健康的血液。

为加强全国血站服务

体系能力建设，进一步提升

我国血液安全供应水平，

2021 年 12 月，国家卫生健

康委发布《全国血站服务体

系 建 设 发 展 规 划（2021—

2025 年）》明确，到 2025 年，

全国血站服务体系进一步

完善，各级血站规模和服务

体系显著提升，无偿献血采

集量进一步增加，建立血液

安全风险监测预警机制，完

善血液联动保障机制，血液

供应保障公平性和可及性

持续提升，血液质量安全水

平稳居全球前列。 

  （据新华社）

国 家 发 展 改 革

委、教育部等 8 部门

6 月 13 日 联 合 发 布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

赋能提升行动实施方

案（2023—2025 年）》，

提 出 5 方 面 19 条 政

策措施。推进职业教

育产教融合有何重大

意义？方案有哪些针

对性政策？国家发展

改革委、教育部相关

负责人和有关专家进

行了解读。

助力职业教育学生就业

——解读《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 年）》

让职业教育产教融合
真正成为产业发展的助推器

 新华社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