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理机制

基地成立以校级主要领导为组长的示范性省四建校外实践教学基地建设领导小组，并根

据需要成立子项目建设工作小组，形成有效的工作机制和流程，确保层层压实责任、责任到

人。共建坚持行业、企业、学校、社会团体、个人等主体多元投入的原则，摒弃传统的单一

主体投入模式，构成各方利益共同体，在资源上各取所需，在利益上互利共生，实现投入共

建、过程共管、人才共育、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实训基地共建共管新模式。管理机制主要

体现在以下方面：

1.建立了共建机制

（1）共建审核制度

由实训基地共建的牵头单位负责制定共建方案，方案包括实训基地合作共建需要的外部

条件、合作方式、合作内容、资产管理等内容，之后由相关部门成立共建方案审核小组，对

共建方案的实施条件、具体举措、保障措施等进行审核。

（2）扶持激励机制

加大社会力量对实训基地的投入力度。引导行业、企业以设备设施、资金、技术、人员

等实训资源进行共建，鼓励社会成员通过捐赠的方式参与合作共建等，努力开辟出行业、企

业和社会等多元主体共同投入的投资渠道。通过购买服务的形式，对共建实施效果好、覆盖

人群广、社会产出效益髙的实训基地给予土地租赁、资金拨付、设备购买等方面的激励措施。

（3）监督约束机制

① 规范实训基地共建专项资金使用。各政府部门应联合出台实训基地共建专项资金使

用规章制度，主要包括建立财政专项资金预算制度、完善财政专项资金管理办法、建立财政

专项资金绩效评估机制，建立共建项目优胜劣汰退出机制。

② 明确各共建主体参与实训基地共建的权利与义务。政府应在充分听取共建各方的意

见之上，定相关法律法规，负责协调共建双方的利益，通过双方的协商与沟通后， 签订实

训基地共建协议书，协议书中明确共建双方在经费、设备、人员、场所投入等方面的义务，

以及享受的使用权、所有权、利益分配等权利，根据参与方自身投入的资金比例（设备可按

比例进行折算），对实训基地的收益按比例进行合理分配，制定强制性条款确保共建各方严

格执行。

③ 建立第三方参与的监督约束机制。由第三方负责对实训基地共建实际情况进行绩效

评估，根据绩效评估结果，考虑扩大或者缩小共建范围，对共建主体的实际投入和使用情况



进行监督，规范共建行为。

2.建立了共管机制

实训基地共建效仿现代企业管理的模式，建立新型管理机构领导下的实训基地共建主任

负责制。其中，新型管理机构是最高决策机构，依法行使最高的领导和决策权力， 决定实

训基地共建中的重大问题。新型管理机构由学校、行业企业分管培训基地的领导及其他有关

部门的领导组成，结构建立定期会议研讨制度，商讨实训基地共建的顶层设计、宏观决策、

组织架构、经费保障、规章制度、管理条例等一系列重大问题。

3.建立了共享机制

（1）智慧实训云平台实现资源共享

1）智慧云平台发布对外共享信息

为了充分共享实训资源，云平台信息和学校官方网站的公示公告信息对接，对所有的实

训资源实施透明化、公开化管理。该平台作为综合性实训资源信息沟通交流的工具， 具有

信息内容丰富、信息传递速度及时、信息覆盖范围广泛等特点，对实训资源共享具有极其重

要的贡献作用。

2）云平台实训资源信息共享内容

云平台实训资源信息内容有：①实训基地信息。包括实训基地的名称、地址、场地大小、

工位数、实训基地负责人的联系方式以及实训基地实训室的数量、种类、承担的实训模块、

实训室内设备名称、数量、功能、规格、型号等信息。②实训项目信息。包括实训项目名称、

实训材料型号规格及数量、辅助设备的名称、数量及功能等信息。③ 实训基地共享的师资

信息。主要包括实训教师数量、姓名、性别、年龄、职称、教龄、专业方向、资格证书类型、

目前所在单位、联系方式等基本信息，以及实训师资能承担的工作内容信息，包括擅长的实

训模块、主讲的课程、负责的实训项目等。④实训基地的使用管理办法。主要包括对进入实

训基地开展实训的权利与义务的说明，以及各种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办法等说明。

3）云平台资源共享的功能

①快速搜索预约的功能，该平台应提供便捷的搜索方式，方便实训需求方以更快捷、更

方便的方式搜索到想要的实训资源，并提供线上预约功能；

②统计分析的功能。该平台通过后台数据库的数据统计与分析，科学分析出当前实训资

源的使用情况，对实训基地的使用情况进行统计分析，基于统计分析结果，帮助决策者更加

合理地配置实训资源。

③对外交流的功能。通过实时图文和数据呈现，向社会展示实训基地的建设运行成果，



吸引外界对实训基地的关注和投入。

4.建立了多元主体的成本分担机制

（1）建立多元主体的实训成本分担机制

随着实训基地对外共享承担功能的多元化，其服务人群也将更加多样化。因此，有必要

建立多元主体的实训成本分担机制。首先，应由牵头单位负责制定实训成本多元主体分担方

案，报上级主管部门审核，之后由上级主管部门组织相关专家对此方案进行论证，在此基础

上，出台《实训基地共建共享多元主体成本分担意见》，确定实训基地共建共享的主要牵头

单位，明确各方参与实训基地共建共享成本分担的责任和义务，保障各方参与成本分担后所

享受的权利。

由于不同实训基地承担的主要功能不同，其成本分担的主体也应有所不同。例如， 开

放实训中心主要承担学生实训教学、技能鉴定和职业培训等功能，因此，其应构建学校、使

用者为主体的成本分担机制；公共实训基地主要承担社会成员的技能鉴定和职业培训的功能，

其实训成本应由公共实训基地和使用者来分担。企业员工职业技能培训和鉴定的功能，其成

本应由实训基地和使用企业来分担；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由学校承担， 企业孵化中心前期创

业小组成本由学校承担，后期由孵化企业承担。

（2）创建灵活、差异化的实训成本分担模式

根据其所承担的实训活动类型的不同，遵循“能力支付”和“利益获得”原则，合理地

实行成本分担。“能力支付”原则指根据主体分担能力的大小来分担实训成本，“利益获得”

原则指“谁获益，谁分担”，根据获益主体收益的大小来分担成本。

①若实训基地承接政府公益性、公共性和社会急需的实训项目时，如残疾人、退伍军人、

社会弱势群体的职业培训等，则共享主体通过申请一定的审批程序来实现基地完全免费使用，

实训成本由政府以购买实训成果的方式予以补偿，在一定情况下，经各基地共建主体商讨，

还可以由各方平摊实训成本；

②若共享主体利用实训基地从事非公益性质的实训活动时，则实训基地按照各方投入的

大小来确定相应比例的实训成本额度使用范围，若超出这个范围，剩下的实训成本则由共享

主体按正常的收费标准予以缴纳；其他未参与共建的且想要使用实训基地的与体也依据正常

的收费标准付费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