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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企业与学校的合作情况

（一）企业简介

中联企业管理集团（简称：中联集团）源自财政部和原国家经贸委联合组建

的中国经济技术投资担保公司，创始于 1994 年，现已发展成为全国首屈一指的

跨行业开展业、财、税、票、审、评一体化的集团化综合性财经专业服务机构，

成为横跨数字财经、教育培训、多行业专业服务等领域的大型财经专业服务集团。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中联成立，以打造“第一”，建设“之最”，争先创优，攻

坚克难的战绩，服务企业上百万家、资产总量 200 万亿元，扎根服务高校职校数

千家。其业务规模和专业水平在国内财经产业及财经服务领域处于领军地位，以

强大的产业背景资源构建了完善的数字企业生态和财经领域人才数字能力模型，

是数字财经与智慧财经教育的积极倡导者和领先践行者。在全行业评价中，评估

自始连年蝉联第一，审计、工程管理、财税科技、教育培训均位列头部。是央企、

各业各地百强和中小微企业数字财经服务的主流机构；是建言资政、政策调研的

“两新”力量；是专业标准躬耕者；是领军产业共创领航教育的社会责任担当和

高校职校战略伙伴，大写了追梦造梦圆梦的价值方程式。

以数字技术和专业构造，打造价值鉴证与运营引擎，实现信息公信透明，要

素与资本优化配置，市场有效运转，深度作用于企业、组织和社会价值创造过程，

谱写人类社会最新价值函数。

（二）校企合作概况

2019 年 10 月 16 日学校与中联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签署了校企合作协议书，

有效期 3年。共同推进产教深度融合，在专业共建、师资共育、场景共享等领域

展开全方位建设。2019年 12 月双方共同申报并获批了北京市智能财税专业教学

创新团队。2020 年 3 月，双方共同申报中联数字财金工程师学院，同年 9 月获

批立项北京市第二批特色高水平生产性实训基地，立足于财金产业，面向金融服

务管理，智能估值，智能审计，智能财税等基于数字化、智能化、共享化平台的

新型财税与金融服务产业，服务智能财税服务岗位群、财金服务岗位群、资产管

理岗位群、金融服务岗位群。

依托中联数字财金工程师学院建设，中联集团投入资金、师资和产业资源，



共同建设了数字财金生产性实训基地，合作招生，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共同组织

全国职业技能大赛智能财税赛项北京市赛，合作组织开展 1+X《智能财税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取证培训等。

二、企业参与人才培养过程

中联集团与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在职业教育方面的合作与互融，为众多企

业培养出了适应数字化时代，智能财税岗位群的人才。作为合作的一方，在经费

投入、技术支持、课程建设、实践实习、教师培养、支部共建等多方面提供支持，

使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得到了保证。

（一）技术及设备投入情况

中联集团与北京经济管理职业学院的合作中，共建“数字财金生产性实训基

地”，企业投入资金、技术、师资，依据行业的发展向学校专任教师提供职业技

能培训，不断提升教师能力和水平，持续改进教学质量。

投入中联智能财税赛训平台，中联智能财税综合实训平台，生产性实训基地

的文化装饰及装修、空调等设备。

（二）专业建设和课程开发投入情况

1.“五链融合”构建财金类专业集群化发展新模式

校企合作开展数字经济背景下财税、金融类人才的需求调研，形成数字财金

专业群人才需求调研报告 1份。根据调研报告，确定专业群对接的岗位群，高职

财务类专业主要从事社会化财务共享中心相关岗位、中小企业综合财经管家、事

务所等第三方服务机构审计助理、尽职调查、评估助理等，金融类专业主要从事

数字大堂经理、智能柜员机引导员、金融产品营销员、区块链操作员、金融数据

分析师等岗位。

精准对接岗位，梳理了岗位间的产业逻辑、业务逻辑、技术逻辑和教育逻辑，

依托产业资源，将产业链、业务链、创新链、人才链和教育链有机融合，构建了

数字财金专业群，形成专业群人才培养方案 1份，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5份。数

字财金专业群组群逻辑见图 1。



图 1 数字财金专业群族群逻辑图

2.对标三级阶梯式数字化职业能力，设计三层级课程体系。

对标财务大类和金融大类数字化升级后产生的社会化财务共享类岗位、风控

类岗位等岗位群，校企专家梳理了岗位群必备的三级阶梯式数字化职业能力，包

括大数据思维能力、大数据场景应用能力和大数据财金高级应用能力。对标岗位

能力，按照“底层共享、中层分流、高层互选”的原则，设置了专业群基础课、

专业核心课、专业拓展课三层级的课程体系。

专业群基础课侧重提升大数据思维能力，培养具备综合财金类知识、掌握数

据处理的相关工具等能力；专业核心课程按照金融大类，财务大类通用核心课和

各专业核心课进行设计，对通用核心课程进行了数字化升级，各专业着眼于提升



大数据场景应用能力新开设了相关专业核心课程；专业拓展课侧重于大数据财金

的高级应用。

3.共同构建“1+N”培训体系提升社会服务能力。

依托中联集团庞大的“1+N”产业体系，教师团队加入中联集团专业公司开

展项目合作，开发培训课程体系，包括《智能财税》、《智能估值》、《智能审计》

等 1+X 证书的培训，围绕财金类人才后续职业教育、职称晋升考试、执业资格取

证等，开发系列培训课程。对接毕业初始岗位开设了会计从业人员继续教育、金

融从业人员继续教育课程，对接毕业 1-3 年提升岗位，开设了财务报告的正确打

开方式、股票小白的投资入门等课程，对接毕业 3-5 年的提升岗位，开设了注册

会计师培训、薪税师 IFA 认证、特许金融分析师等课程。制定了三年培训计划，

组织京津冀地区泛财经领域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为 107 名京郊农村扩招生源提

供民宿经营管理、乡村会计等人才培养，助力乡村振兴。

图 2 数字财金专业培训课程体系



三、企业参与学校人才培养的体制机制保障

（一）构建四层架构组织机制

工程师学院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构建四层架构组织机制。

第一层理事会，是最高管理机构和决策机构，成员 5人。校方 3人，企业方

2人，重要事项需要经理事会表决通过。

第二层专业群建设指导委员会，由中联集团会同行业头部企业、中国职教协

会、中国会计师协会等专家组成，对于数字财金专业群建设做指导和规划。

第三层日常事务管理层，校方选派院长，中联集团选派副院长，在理事会授

权职责下对工程师学院日常事务进行管理和运作。

第四层教学运营层，工程师学院下设教学管理中心（包括师资培养部和教学

课程规划部）；运营管理中心（包括人力资源部和资产管理部）；产教协同中心（包

括协同创新研发部和社会服务培训部）。教学运营层推动“双师型”教学团队开

展教学、共同承担教学研究课题、实验实训基地建设等工作。

（二）初步建立“345”人才培养模式助推精准职业教育

◆“3”即三个中心：人才培养的重要保障，包括双师型师资培养中心、学

习行为数据中心、财经大数据测评分析中心，学校教师与企业专家共同构成教学

团队，校企协同育人，以财经大数据和学习行为研究，推动教育链对接产业链、

技术链、业务链、人才链，实现精准教育。

◆“4”即四条横向跨专业通道，通过专业群通识课、专业群基础课、1+X

书证融通课、专业群综合实训课，实现了群内各专业互联互通。

◆“5”即五条纵向专业通道，紧密对接数字金融服务、互联网金融服务、

现代财经商贸服务等相关岗位群的技能需求，专业群内的五个专业形成独具特色

的专业核心课程。

已建成中联智能财税中心生产型实训基地，融合了教学实训、生产性实践、

对外社会服务等三大功能。已形成“四横五纵”的专业群人才培养方案，“三个

中心”已形成“双师型”师资培养中心，校企双方都入选北京市“双师型”教师

培养基地，财经大数据测评中心和学习行为分析中心，在后续随着实训基地投入

使用，将形成数据中心。初步建立了“345”人才培养模式，见图 3



图 3 “345”人才培养模式

四、企业参与人才培养的成效

双方合作形成了“共建、共享、共创、共赢”的产教融合新模式

1.共建：校企双方共建教学环境，中联智能财税中心引入中联集团 8项规章

制度，创设真实企业工作环境。共建教学资源，引入中联集团行业工作标准和真

实案例资源，校企合作开发基于现代财经服务业特色，涵盖会计、智能财税、金

融等业务的数字财金类教学资源，合作开发 5门产教融合型课程，按照岗课赛证

融通的模式进行模块化课程开发（见图 3），合作开发活页式、工作手册式教材

11 本，其中 2本已出版，7本已立项待出版，2本已开发；合作研制教学案例 120

个，共同开发课程标准 8 个，开发企业培训课程包 8 个，合作开发教学资源包

1TB。共建教学创新团队，智能财税专业创新团队获批成为北京市职业院校教师

教学创新团队，创新团队丰硕的建设成果，典型建设模式，在北京市职业院校范

围内进行经验推广。图 3：《智能税费计算与申报》课程“岗课赛证”融通

2.共享：共享产业资源，校企合作推进“1+X 证书”考试，开展课证融通试



点工作。共享“双师型”教学团队，互派师资交流，建立《智能财税职业技能等

级证书》培训讲师团队。在实践教学环节，形成中联集团产业项目案例 48 个，

企业专家进校园开展讲座 8次。双师团队为行业企业员工提供培训 969 人次。

3.共创：产学研深度融合，创新开展科学研究，建立协同创新中心和产品研

发中心，共同承担横向项目数量 3项，其中 2项已结项，1项正在进行中，共同

开展研究纵向课题数量 3项，结项 1项，进行中 2项。创新解决产业难题，助推

产业发展，对接“互联网+”大赛产业命题赛道，合作开展 14 项创新创业项目研

究。解决企业实际生产中遇到的瓶颈和技术问题，形成 2项研究报告。

4.共赢：借力产业资源，校企实现共生、共长、共赢的合作生态，也取得一

系列具有影响力的成果，先后获得国家级成果 4项，省部级及以上成果 10 项，

高质量科研及社会服务成果 5项，见图 4。





图 4：获奖成果

五、问题与建议

一是双方在合作过程中，还需要进一步整合资源，深度推进产教融合、科教

融汇。

二是现阶段企业参与的积极性还有待刺激提高：一方面，政府对于校企合作

缺乏足够的政策支持，相关的保障措施不到位，导致企业参与积极性不足；另一

方面，高职院校能够为企业兼职教师提供的福利待遇有限，很难吸引能工巧匠和

专业技术人员投入大量精力参与团队建设。希望政府和学校方面能够加大政策支

持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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