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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的宏观背景下，在共同对时刻变化的、不断增长的新需求时，企业发展

和高职教育都面临着变革与选择，在矛盾和冲突的博弈中都会进行优超策略的选择并加以实施。因此，管理者和决

策者的成长必须超前于社会的发展，思考必须超前于社会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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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新技术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企业

该如何应对？随着世界劳动力价格提升，劳动力成

本优势正在中国大陆逐渐消失，企业又该如何选择？

而与企业有 着 天 然 联 系 的 高 职 教 育 又 将 何 去 何 从

呢？

１　企业：“蝶变”中谋划发展

１．１　富士康机器人战略启动

具有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一直是“中国制

造”最具竞争力的优势之一。过去１０年间，富士康

正是利用这一优势，通过１２０多万人的代工队伍使

自己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子代工企业。然而２０１１年

第四季，富士康却公布了制造百万机器人大军的惊

人计划。郭台铭宣布：２０１２年富士康将以日产千台

的速度制造３０万台机器人，三年后达到百万台。用

于单调、危险性强的工作，提高公司自动化水平和生

产效益。这一举措引起各界瞩目。

业内专家由此预言，大批机器人上岗后，短期内

将挤占人工岗位的现象不可避免，势必伴随着一批

生产工人的下岗。而同时，大规模机器人的出现也

会催生更多新的人力需求岗位。郭台铭表态：“富士

康的年轻人将重视学习操控机器人软件、应用和维

修，变为机器人的应用工程师和软件工程师，通过操

作机器人的手和关节来完成生产。”
无疑，富士康机器人项目的大胆启动，不仅将推

动企业内部寻求转变生产方式，也将带动地方相关

产业和相关人才新的需求。

１．２　企业大学的兴起与壮大

１９９７年，ＬＧ企业大学扩展训练课程在 天 津 的

成功实践引起的巨大轰动，让中国的企业开始注意

到企业大学 的 重 要 性。一 些 企 业 开 始“试 水”。自

２００６年起，国内 企 业 对 企 业 大 学 的 热 情 逐 步 显 现，

海尔、联想、华为等大型企业开始纷纷创立了自己的

大学。据不完 全 统 计，目 前 国 内 企 业 大 学 已 有２００
多家。而正在预备创建企业大学的国内企业也为数

不少。如在江苏，为引导企业建立健全科学完善的

培训体系，推动企业人才队伍建设，２０１１年６月，江

苏省经信委和省中小企业局出就台有关文件，全面

启动了“江苏省企业大学创建工程”，计划“十二五”

期间在全省民营企业中创建十所示范性企业大学。

苏宁电器集团、红豆集团、宏图三胞、雨润集团、南钢

集团、沙钢集团、海澜、远东集团和徐工集团等企业

已被纳入建设示范单位。目前，处于发展中的苏宁

大学被公认为是当下最好的企业大学。２０１１年１１
月１５日红豆大学的揭牌，成为继苏宁大学后，江苏

省第二家，无锡市首家省级示范性企业大学。作为



企业战略的一部分，人才战略始终是每个企业头等

大事。从全球范围来看，从１９９５年全球第一所企业

大学ＧＥ克劳顿学院正式成 立 以 来，目 前 全 球 企 业

大学超过３７００多所，其中，８０％的世界５００强企业

都拥有或正在创建自己的企业大学。

２　高职：“洗礼”中承担重任

作为具有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双重属性的高等

职业教育，经过１０多年的“洗礼”，高职教育在规模

上得到了很 大 的 发 展，拥 有 了 高 等 教 育 的“半 壁 江

山”，内涵和质量也有了一定程度的提升，社会认可

度有所改观。特别是２００６年以来，发展中的高职教

育将校企合作作为职业教育发展的战略引擎与本质

要求。以校企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

发展为主线，不 断 创 新 体 制 机 制，深 化 教 育 教 学 改

革，教育主管部门、各级政府、各类学校为此付出了

艰辛的努，进行了许多大胆的尝试，取得了一定的成

绩。然而在校企合作中，学校“一头热”的现象仍较

为普遍，合作效果并不如愿，推进过程并不顺利，企

业的积极性不高，不少的合作流于形式。尤其在校

企合作的制度建设、政策效力、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

仍然面临不少问题和障碍。

２０１１年８月３１日《教 育 部 关 于 推 进 高 等 职 业

教育改革创新引领职业教育科学发展的若干意见》
（教职成［２０１１］１２号）明 确 了 高 等 职 业 教 育 发 展 方

向：以培养生产、建设、服务、管理第一线的高端技能

型专门人才为主要任务。自觉承担起服务经济发展

方式转变和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时代责任，主动适

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培养数量充足、结构合理

的高端技能型专门人才，在促进就业、改善民生方面

以及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不可替

代的作用。高职教育在现代职业体系构建中的作用

和地位被强化，高职教育这类型教育开始被认同。
但就高职教育自身发展而言，体系建构问题、招

考制度问题、培养目标定位问题、校企深度合作等问

题仍然还是需要认真关注与深入研究的热点问题。
特别是面对人口红利下降引发的“生源”大战，已经

成为高职院校生存掣肘。今后３－５年每一所高职

院校都将深刻体验适者生存的市场法则。而合作伙

伴们企业转型升级中的“蝶变”，更会让高职教育在

实现美好愿景的征程中接受更大的挑战。

３　策略：博弈中改变“规则”

企业和学校是两个不同的组织，人力资源是他

们的共同关注。但在人的培养战略上，他们有相同

地方，也有不同之处。表现在：第一，对象相同，但侧

重点不同。关注对象都是人，但学校教育对象重点

在人力资源形成的前期和中期，企业人力资源开发

重点在后期。第二，目的作用一致，但侧重点不同。
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人、引导人与促进人的素质的

全面发展与提高，而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的目的，在于

合理的利用人、培养人与激发人的潜能。教育的目

的主要在于 培 养 人 形 成 社 会 与 组 织 需 要 的 基 本 素

质、基本技能与基本知识，企业人力资源开发的目的

在于如何从现有的基本素质与基本知识中开发与培

训出社会与组织所需要的特定素质、特定技能与特

定知识，把自然形成或由教育形成的可能劳动力转

变为现实劳动力。第三，由于校企各自目标任务不

同，因此，在 人 的 培 养 上 也 表 现 出 内 容 和 手 段 上 一

致，但又不尽相同的情形。
职业教育与企业有着天然的联系，现代学校职

业教育就是伴随着工业革命的进程，社会生产力飞

速发展应运而生的。我们倡导职业教育校企要深度

合作，“零”距离对接，意在表达离开了学校的职业教

育和离开了企业的职业教育，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

职业教育。从一定意义上讲，是否实行校企合作以

及校企合作的程度如何，是职业教育区别于其他教

育的根本特征。
合作共赢是校企一致憧憬的美好理想。但在利

益诉求上还必须承认校企天生有别。作为企业的代

表，如富士康，它仅是“中国制造”的一个缩影，应对

发展中的困境和挑战，富士康以机器人战略作为成

本均衡年代无奈的选择。而近几年悄然兴起的企业

大学，其寓意和价值无疑是通过此举成为企业人才

的孵化器和企业战略实施的助推器。
管理者的成长必须超前于社会的发展；管理者

的思考必须超前于社会的认知。在一定的环境条件

下，企业改变“规则”，在博弈中从各自的行为或是策

略进行优 超 策 略 选 择 并 加 以 实 施 也 是 必 然 的。因

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企业或个人为了自身利益的

最大化，面对市场都会做出自己的最优决策，以实现

最大的利润。这无可非议。
经济社会发展的特点、新趋势、新任务对高职教

育改革发展提出了新要求。高职教育能否真正为国

家转变发展方式和建设现代产业体系提供坚实的人

才支撑？教育的践行者们是该需要采用博弈思考方

式，勾勒出未来的发展宏图和全新的实施路径的时

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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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愿景：“圭臬不凡，效尤不俗”

产业升级和结构调整，全球化战略实施，企业发

展和高职教育都面临诸多新的挑战和机遇。市场化

发展进程的加快，高职院校和企业之间必然要在不

断博弈中进行变革与选择。
博弈论强调双方惟有选择各自的优超策略，使

双方利益都得以改进，从而实现纳什均衡，才是双方

最好 的 策 略 选 择。据 此，新 形 势 下，如 何 在 政 府 推

动、行业引领下，建立起校企合作新关系的关键是：
探索如何保证博弈多方实现其利益最大化的方法和

途径。博弈理论有这样的基本判断：如果博弈进行

多次，只要对策者知道博弈次数，他们在最后一次肯

定采取互 相 背 叛 的 策 略。在 次 数 已 知 的 多 次 博 弈

中，对策者没有一次会合作。
这样看来，由于存在着不确定性和利益冲突，由

于存在着信息不对称，又由于制度变迁是在多次重

复博弈中进行的，校企合作这个决策的矩阵应该没

有最优解。
因此，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的

宏观背景下，在共同面对时刻变化的、不断增长的新

需求时，高职教育应当比普通教育准备更充分、应变

更迅速。高职教育按照“到２０２０年，形成适应经济

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体现终身教育

理念、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现代职业教

育体系”新要求，的确还要经过很长的艰辛跋涉。
英国学 者 安 东 尼·史 密 斯（Ａｎｔｈｏｎｙ　Ｓｍｉｔｈ）、

弗兰克·韦伯斯特（Ｆｒａｎｋ　Ｗｅｂｓｔｅｒ）等在《后现代大

学来临？》一书中指出：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尤其值得

强调。首先，大学教育的本质和魅力很可能遭到破

坏。高等教育日益演变成更大范围的“闲暇－学习”
产业的一部分。其次，市场化意味着任何学科或领

域都不可能在商业活动的冲击下保持其完整性和独

立性。由于学生被视为客户，一方面他们被赋予了

权力－－他们的要求可以随时得到满足，另一方面

他们的权力又被剥夺了－－因为他们的长远需要可

能被忽视了，他们很难参与到符号性、精神性和充满

魅力的教育过程中。
那么，在变革和选择中，高职教育真的准备好了

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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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安东尼·史密斯（Ａｎｔｈｏｎｙ　Ｓｍｉｔｈ），弗兰克·韦伯斯特（Ｆｒａｎｋ　Ｗｅｂｓｔｅｒ）侯定凯，赵叶珠．后现代大学来临？［Ｍ］．北京：北

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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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　鹏：高职教育战略转型的变革与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