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经济学 
第 7 卷◆第 12 期◆版本 1.0◆2024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630-4759 /（中图刊号）：270GL018 

Copyright  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243 

Economics 

浅谈产教融合背景下高校财务运行风险与防范 
 

王晓伟 

金华开放大学 

DOI:10.12238/ej.v7i12.2181 

 

[摘  要] 财务运行工作是高校的核心工作之一。在产教融合背景下,高校财务运行的质量对高校各项资

金的使用效益产生直接的影响。做好财务工作,对提高高校整体效益,增强高校的竞争力和生命力都具有

重要的意义。高校的财务部门定期对财务数据进行分析研究,查找风险点,使学校财务工作更加精准。本

文就此问题,研究了产教融合背景下高校财务分析中存在的风险,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旨在为相关研究

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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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inancial operation is one of the core task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the quality of financial oper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s a direct 

impact on the efficiency of the use of various fund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e financial department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regularly analyze and study the financial data to find out the risk points, so as to make 

the financial work of the university more accurate. This paper studies the risks in the financial analysis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and puts forwar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aiming at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related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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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产教融合是深化教育改革,培育适应产业转型升级和实现

高质量发展需要的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的根本要求和有效途径。

产教融合是我国高等教育,尤其是地方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

重要方向,是马克思主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促进全面发展

的实现途径和体现形式。 

从2014年开始,我国大力倡导和实施产教融合,并将其上升

为国家政策和意志。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完善职业教

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精神,国务院办公厅

专门印发了《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国办发〔2017〕

95号),对新时代条件下促进产教融合提出了新的意见和政策。

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

方案》,对教育评价改革作出顶层设计和统筹安排,以此推进教

育领域综合改革,特别是加快产教融合步伐。2022年新修订的

《职业教育法》,更是明确将产教融合作为高等职业教育和应用

型教育的根本机制。 

党的二十大报告进一步提出,要“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

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近

年来,在各级政府强力推动和高校、企业和社会积极参与下,产

教融合取得了可喜的进展,在促进高校转变传统办学观念和

办学模式,主动面向、融入、服务和引领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方

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产教融合已成为新世纪我国高等教育的

重要政策。 

1 高校实施产教融合的意义 

产教融合对于高校、学生、企业和社会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可以促进教育与产业的良性互动,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推动经济

社会的发展。 

1.1提升教育质量 

产教融合将理论知识与实际产业需求相结合,使学生能够

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中学习和实践,提高他们的实际操作能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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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问题的能力,增强学生就业竞争力。教师可以通过参与产教

融合项目,了解行业最新动态,提升实践教学能力,促进教师专

业发展,推动教育教学改革。 

1.2促进产学研合作 

产教融合促进了高校与企业之间的紧密合作,有利于科研

成果的转化和应用。高校和企业可以共享彼此的资源,发挥各自

优势,实现互利共赢,推动产学研协同创新。高校的科研力量和

创新能力可以为企业提供技术支持,促进产业的创新升级。 

1.3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通过产教融合,高校更好地与社会联系,了解社会需求,高

校可以根据地方产业需求,调整专业设置和课程内容,培养适应

本地经济发展的人才,为地方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提供支持。同

时,与企业的合作能够提升高校的社会知名度和影响力,吸引更

多优秀学生和资源。 

2 产教融合背景下,高校财务运行风险 

2.1法规政策不确定 

产教融合涉及到多方合作,可能面临法规和政策的不确定

性和合规风险。在合作过程中,可能涉及到知识产权的保护和利

用问题,存在一定的风险。在合作协议中,风险分担的规定可能

不够明确,导致责任不清。宏观经济环境的波动可能对高校的财

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高校与企业合作的收益分配机制不明确,

可能引发利益冲突。如果分配不合理,会影响双方的合作积极

性。对合作项目的收益预测不准确,可能导致实际收益与预期收

益差距较大。 

2.2资金管理较复杂 

在产教融合过程中,高校往往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用于实训

基地建设、设备购置等。如果对市场需求和产业发展趋势判断

不准确,可能导致资金投入无法取得预期效益,造成资源浪费。

与企业合作的项目可能存在资金不到位的情况,影响项目的顺

利进行。产教融合项目的成本核算较为复杂,涉及教学、科研、

实践等多个环节。如果成本核算不准确,可能导致项目成本过高,

影响高校的经济效益。 

对企业投入的资源(如设备、技术等)的价值评估不准确,

也会给成本核算带来风险。 

2.3财务管理有难度 

由于产教融合项目的复杂性,项目通常需要额外的资金投

入,如设备购置、实训基地建设等,可能给高校带来资金压力。

同时,财务管理的难度也相应增加,需要更好地协调资源和监控

资金使用。产教融合项目的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预算超支的情

况,容易失控。产业市场的变化可能导致合作项目的预期收益减

少,增加财务风险。产教融合涉及多个利益主体,财务管理的难

度加大。如果财务管理制度不完善,可能出现财务混乱、资金挪

用等问题。财务人员对产教融合业务的不熟悉,可能导致财务决

策失误。 

2.4监管控制不安全 

产教融合带来的业务复杂性可能对高校的内部控制体系提

出更高要求,增加管理难度。对于产教融合项目的绩效评估可能

较为困难,难以准确衡量其对财务的贡献。随着合作的增多,财

务信息的安全防护也需要加强,以防止数据泄露和损失。一些高

校管理层和有关职能部门,预算管理意识不强,预算工作不重视,

预算执行力度不够,容易出现随意变更资金用途,导致在监管上

出现不安全因素。 

3 高校财务运行风险防范的对策 

3.1预算管理方面 

3.1.1精准预算编制 

高校在进行预算编制时,要充分考虑产教融合项目的特殊

性。与企业合作的专业建设、实训基地建设等项目,需要详细调

研其资金需求的时间节点、规模等因素。例如,对于新建的产教

融合实训车间,要准确预估设备采购、场地装修、人员培训等各

项费用,避免预算编制的盲目性。建立预算编制的多方参与机制,

除了财务部门,还要有参与产教融合项目的教学部门、科研部门

以及合作企业代表共同参与。各方可以根据自身的经验和对项

目的了解,提供准确的预算信息,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 

3.1.2严格预算执行 

建立预算执行的跟踪和预警机制。对于产教融合项目的预

算执行情况进行实时监控,一旦发现预算执行偏差,如某个产教

融合课程开发项目超支或者资金使用进度过慢,及时发出预警

信号。加强对预算调整的审批管理。产教融合项目在实施过程

中可能会因为市场需求变化、企业战略调整等因素需要调整预

算。高校要制定严格的预算调整审批流程,明确调整的条件和权

限,防止预算调整的随意性。 

3.2资金管理方面 

3.2.1资金安全保障 

对于产教融合项目涉及的资金,要建立独立的账户或者资

金管理体系进行专款专用。例如,与企业合作设立的产教融合专

项基金,要确保资金的流向清晰,防止资金被挪用。 加强资金收

付环节的内部控制。在资金收付过程中,要严格执行财务审批制

度,采用安全的支付方式,如网上银行支付时要设置多重身份验

证等措施,确保资金安全。 

3.2.2资金效益提升 

高校在产教融合中要优化资金配置。例如,在与企业共同投

资建设实训基地时,要评估不同投资方案的效益,选择既能满足

教学实践需求又能实现资源共享、产生经济效益的方案。建立

合理的收益分配机制,明确高校与企业的收益分配比例和方式,

避免利益冲突。积极开展资金绩效评价。对于产教融合项目的

资金使用效益进行全面评估,包括对项目的经济效益(如合作企

业的投入产出比、高校科研成果转化收益等)和社会效益(如学

生的就业质量提升、对地方产业的人才支持等)进行量化评价,

根据评价结果调整资金使用策略。 

3.3资产管理方面 

3.3.1资产产权明晰 

在产教融合项目中,涉及到高校与企业共同投入的资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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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建设的实验室设备等,要明确产权归属。通过签订详细的合

作协议,规定资产的所有权、使用权、处置权等权益,避免后期

因产权不清产生纠纷。建立资产登记和清查制度。对于产教融

合项目中的资产,要进行详细登记,包括资产的来源、价值、使

用状态等信息。定期开展资产清查工作,确保资产账实相符。 

3.3.2资产保值增值 

高校要制定资产运营管理策略。对于产教融合项目中的闲

置资产,如寒暑假期间的实训设备,可以考虑通过租赁等方式实

现资产的保值增值。加强对资产维护和更新的管理。确保资产

在使用过程中的正常运行,延长资产使用寿命。对于技术更新换

代快的资产,如电子设备、工业软件等,要及时安排资金进行更

新,以满足产教融合不断发展的需求。 

3.4合同管理方面 

3.4.1合同签订审查 

在产教融合项目中,涉及到众多的合作合同,如校企合作办

学合同、技术开发合同等。高校要建立合同签订前的审查机制,

由财务部门、法务部门、业务部门等共同对合同条款进行审查,

重点审查涉及财务条款的合理性、风险分担等内容。明确合同

双方的权利和义务,特别是关于资金支付、收益分配、知识产

权归属等方面的条款。例如,在技术研发合作合同中,要明确

高校科研成果的知识产权归属以及企业如何使用这些成果的

相关条款。 

3.4.2合同执行监督 

建立合同执行的跟踪和监督体系。在合同执行过程中,要定

期检查双方是否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义务。例如,企业是否按照合

同约定按时足额投入资金,高校是否按照合同要求完成教学任

务等。对于合同执行过程中的变更事项,要按照合同约定和学校

内部规定进行严格的审批和管理。确保合同变更不会损害高校

的财务利益。 

3.5财务人员素质提升方面 

3.5.1专业知识培训 

高校财务人员要加强对产教融合相关政策法规、会计准则

等知识的学习。例如,国家对产教融合项目的税收优惠政策、企

业会计准则中关于合作项目的会计处理等知识。开展针对产教

融合项目财务风险管理的专题培训。培训内容可以包括风险识

别、评估和应对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提高财务人员的风险管理

能力,加强对产教融合项目的财务管理。 

3.5.2跨部门协作能力培养 

财务人员要积极参与产教融合项目的跨部门协作。例如,

与教学部门共同制定产教融合课程的收费标准,与科研部门共

同核算科研合作项目的成本等。通过跨部门协作,财务人员能够

更好地了解产教融合项目的全貌,从而更有效地防范财务风险。 

4 结论 

在产教融合背景下,高校应充分认识到财务运行风险,采取

有效的风险防范措施,确保高校财务的安全稳定运行,为产教融

合的顺利推进提供有力保障。面对新的发展机遇,高校进行财务

分析要满足转型发展的需求,要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化逐步适应

新形势的特点,完善高校财务分析体系。加强高校财务管理工作

是为了顺应时代发展潮流,是新形势、新背景下高校管理工作的

要求。因此,高校既要对财务风险分析进行评估,又要建立绩效

分析体系,同时持续地优化财务分析体系。高校总结和评价财务

状况对教育资源分配具有指导意义,对促进高校转型发展发挥

积极作用,体现高校管理层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前瞻性。因

此,高校要充分认识到高校财务分析的重大意义,认真做好财务

分析工作,让高校资金使用效益、资产管理水平得到一个质的提

升和飞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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