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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_Title] 

产教融合实施方案落地，进一步开放教育融资 
[Table_Title2]  

 

[Table_Summary] 事件概述: 

6 月 13 日，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等 8

部门联合印发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

（2023—2025 年）》（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正式公布，围绕

“赋能”和“提升”，提出了 5 方面 19 条政策措施。 

 

►   资金赋能产教融合，进一步开放教育融资 
《实施方案》中提到到 2025 年，国家产教融合试点城市达到 

50 个左右。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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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中央预算内投资方面，将对纳入储备院校清单，符合条件

的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建设，给予积极支持，高职院校和应

用型本科院校每所支持额度不超过 8000 万元，中职院校每

所支持额度不超过 3000 万元。 

3） 2021 年《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

外培训负担的意见》规定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

资，严禁资本化运作，在这之后 A 股和 H 股已超过两年没

有新的教育公司上市；而此次《实施方案》表示对信用评

价结果好的产教融合企业将在上市融资、政府资金支持、

产业扶持政策、评优表彰、政务事项办理等多个方面予以

优先或便利，教育行业或将尽快迎来新的一批优质标的。 

 

►   聚焦 AI、新能源等热点行业，为高新产业注入新

鲜血液 

《实施方案》强调提升专业体系，优先发展先进制造、新能

源、人工智能等产业需要的一批新兴专业。此外，进一步的产

教融合将需要企业的深度参与。《实施方案》对此明确规划加

强产教融合型企业的孵化和培养，进一步完善产教融合型企业

的认定标准。这不仅限于央企和地方国企，更包括实力突出的

民企、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以及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这一系列措施将使职业教育更加适应产业

发展的需求，为中国高新产业注入持续、高质量的人才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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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资建议： 

《实施方案》强调提升专业体系，优先发展先进制造、新能源、人工智

能等产业需要的一批新兴专业，并表示对信用评价结果好的产教融合企

业将在上市融资、政府资金支持等多个方面予以优先或便利，打开教育

公司融资路径。 

受益标的为中教控股（0839.HK）、新高教集团（2001.HK）、东软教育

（9616.HK）等致力于产教融合的学历职业教育公司；中国东方教育

（0667.HK）、建桥教育（1525.HK）、行动教育（605098.SH）、传智教育

（003032.SZ）等职业教育公司。 

 

风险提示 
政策落地不及预期；资金支持落实风险；学费、学额增长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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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赋能和提升为核心，继续启动产教融合试点。由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 8 部门联合印发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

（2023—2025 年）》（以下简称《实施方案》）正式公布，围绕“赋能”和“提升”，

提出了 5 方面 19 条政策措施。在试点赋能方面，《实施方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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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遴选一批国家产教融合型企业，同时给予资金和政策的支持；在提升方面，通过针

对性政策措施和务实工作举措，力争实现提升专业体系、提升实训水平、提升融合深

度，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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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1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 年)》内容梳理 

重点任务 内容概括 

培育遴选产教

融合试点城市 

总结先前试点城市的经验做法，选择第二批约 30 个国家产教融合试点城市。同时鼓励各地培育遴

选一批省级产教融合试点城市，建立产教融合试点城市体系。 

在重点行业深

度推进产教融

合 

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集成电路、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储能、智能制造、生物医药、新材料等战

略性新兴产业，以及养老、托育、家政等生活服务业等行业，深入推进产教融合。 

培育建设产教

融合型企业 

加强产教融合型企业孵化培育力度，完善产教融合型企业认定标准，引导各地加快培训地方产教融

合型企业，按时完成全国 1 万家以上的总体任务。 

夯实职业院校

发展基础 

对“十四五”教育强国推进工程职业教育产教融合项目实施情况开展中期评估，根据评估结果调整

相关储备院校和项目，以及新增 200 所左右高职院校和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储备项目。 

完善职业教育

专业设置 

优化职业教育专业设置，包括优先发展先进制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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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设产教融合

实训基地 

通过“十四五”教育强国推进工程，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一批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建设，优化实

训基地建设流程，建设 100 个高水平、专业化、开放型产教融合实训基地。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立

多部门联合审批“绿色通道”。 

丰富产教融合

办学形态 
职业院校和企业、科研院所共同推动产教融合、技术升级、产品研发。 

拓展产教融合

培养内容 
企业参与到职业教育的各个环节中，包括课程设计、教材开发等。 

优化产教融合

合作模式 
鼓励产业园区和职业院校、普通高校合作，开设混合所有制学院等。 

打造产教融合

新型载体 
建立以产业园区为基础的产教融合联合体，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制定出台支持

政策文件 
制定并发布指导性政策文件，鼓励并扶持产教融合发展。 

加大金融政策

扶持力度 
提供贷款支持，鼓励保险机构开发相关产品，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上市融资等。 

加大投资政策

扶持力度 
通过“十四五”教育强国推进工程，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实训基地建设等。 

加大财税政策

扶持力度 
对投资符合规定的产教融合型企业给予税收优惠。 

加大土地政策

扶持力度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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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予支持。 

加大信用政策

扶持力度 

对评价结果好的产教融合型企业，在上市融资、政府资金支持、产业扶持政策、评优表彰、政务事

项办理等多个方面予以优先或便利。 
 

资料来源：国家发改委，华西证券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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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赋能产教融合，进一步开放教育融资。《实施方案》的落实将形成中央预算

内投资引导撬动、各级各类资金协同发力、共同支持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投融资工作的

格局。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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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中央预算内投资方面，将对纳入储备院校清单，符合条件的产教融

合实训基地建设，给予积极支持。高职院校和应用型本科院校每所支持额度不超过

8000 万元，中职院校每所支持额度不超过 3000 万元。2021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意见》

规定学科类培训机构一律不得上市融资，严禁资本化运作，在这之后 A 股和 H 股已超

过两年没有新的教育公司上市；而此次《实施方案》表示对信用评价结果好的产教融

合企业将在上市融资、政府资金支持、产业扶持政策、评优表彰、政务事项办理等多

个方面予以优先或便利，教育行业或将尽快迎来新的一批优质标的。 

表 2 A 股及 H 股已经超过两年未有教育公司上市 

证券代码 证券简称 上市日期 总市值(亿元人民币） 

605098.SH 行动教育 2021-04-21 46.39 

003032.SZ 传智教育 2021-01-12 69.78 

9901.HK 新东方-S 2020-11-09 499.20 

1981.HK 华夏视听教育 2020-07-15 19.08 
1769.HK 思考乐教育 2019-06-21 8.75 

0667.HK 中国东方教育 2019-06-12 64.99 

1797.HK 东方甄选 2019-03-28 301.50 

1890.HK 中国科培 2019-01-25 47.94 

1765.HK 希望教育 2018-08-03 42.50 

1773.HK 天立国际控股 2018-07-12 41.59 

0839.HK 中教控股 2017-12-15 153.38 

300688.SZ 创业黑马 2017-08-10 68.64 

2001.HK 新高教集团 2017-04-19 37.00 

1569.HK 民生教育 2017-03-22 12.93 
6169.HK 宇华教育 2017-02-28 33.33 

6068.HK 光正教育 2017-01-26 4.05 

603377.SH 东方时尚 2016-02-05 59.32 

1317.HK 枫叶教育 2014-11-28 9.73 

300359.SZ 全通教育 2014-01-21 44.21 

300338.SZ ST 开元 2012-07-26 18.41 

002659.SZ 凯文教育 2012-03-09 31.71 

300282.SZ *ST 三盛 2011-12-29 9.32 

002638.SZ 勤上股份 2011-11-25 56.70 

002621.SZ 美吉姆 2011-09-29 35.52 
002607.SZ 中公教育 2011-08-10 314.54 

300192.SZ 科德教育 2011-03-22 48.52 

300089.SZ *ST 文化 2010-06-25 3.85 

300010.SZ *ST 豆神 2009-10-30 19.10 

600730.SH 中国高科 1996-07-26 40.54 

600880.SH 博瑞传播 1995-11-15 70.19 

000526.SZ 学大教育 1993-11-01 34.43 

600661.SH 昂立教育 1993-06-14 30.89 

600636.SH 国新文化 1993-03-16 66.86 
 

资料来源：Wind，华西证券研究所，市值截至 2023年 6月 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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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 AI、新能源等热点行业，为高新产业注入新鲜血液。《实施方案》强调提升

专业体系，优先发展先进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产业需要的一批新兴专业。这旨

在以科技为驱动，构建与产业发展趋势紧密相连的专业体系，培养出能立即投入工作、

并具有较高竞争力的专业人才。此外，进一步的产教融合将需要企业的深度参与。

《实施方案》对此明确规划加强产教融合型企业的孵化和培养，进一步完善产教融合

型企业的认定标准。这不仅限于央企和地方国企，更包括实力突出的民企、国家制造

业创新中心、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以及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这一系列措施将使

职业教育更加适应产业发展的需求，为中国高新产业注入持续、高质量的人才供给。 

 

投资建议 

《实施方案》强调提升专业体系，优先发展先进制造、新能源、人工智能等产业

需要的一批新兴专业，并表示对信用评价结果好的产教融合企业将在上市融资、政府

资金支持等多个方面予以优先或便利，打开教育公司融资路径。受益标的为中教控股

（0839.HK）、新高教集团（2001.HK）、东软教育（9616.HK）等致力于产教融合的学

历职业教育公司；中国东方教育（0667.HK）、建桥教育（1525.HK）、行动教育

（605098.SH）、传智教育（003032.SZ）等职业教育公司。  

 

风险提示 

政策落地不及预期；资金支持落实风险；学费、学额增长不及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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