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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
“双向高”耦合体的运行机制和路径

孙小淇

（河北大学 教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摘 要：为了达到发展经济的目的，新加坡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深化校企合作是其中的一项重要举措。南

洋理工学院作为校企合作的佼佼者，积极与企业建立密切联系，构建了校企“双向高”耦合体。“双向高”耦

合体构建在国家对人才的强烈诉求、企业升级的迫切需要与学校持续发展的现实需求下得到共同推动。

通过分析“目标导向”“人员流通”“项目驱动”和“组织保障”四个运行机制，探寻“双向高”耦合体的运行

机制及其构建路径，有利于为我国深化校企合作提供经验借鉴，进一步推动校企合作共同体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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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时代的变化使得国家对人才的要求不断提

高。2019年国务院印发的《国家职业教育改革

实施方案》指出，随着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产业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不断加快，各行各业

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越来越紧迫，职业教育

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凸显。由此，校企合

作逐渐成为培养职业人才的关键。目前我国职

业教育架构虽已基本形成但还不够完善，校企

合作呈现松散耦合状态，缺乏稳定性与持续性，

与发达国家相比还存在着职业技能实训基地建

设有待加强、制度标准不够健全、企业参与办学

动力不足等问题［1］。
新加坡拥有世界一流的职业教育，南洋理

工学院更是其中的佼佼者。二十世纪八九十年

代新加坡面临经济转型，因此大力推动职业教

育，1992年合并了法国-新加坡研究所、德国-新
加坡研究所和日本-新加坡研究所，成立了南洋

理工学院（以下简称“学院”）［2］，学院自成立之

日起就高度重视与企业的密切联系。借助物理

学的“耦合”概念，可将学院与企业的关系概括

为“双向高”耦合体：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

的体系或运动形式之间通过各种相互作用而彼

此影响的现象［3］，“双向高”耦合体的基本内涵

是指学院与企业互相促进、协同发展，构成这两

大系统的各要素之间相互作用，共同推动资源

以及要素配置，使得学院与企业打破自身界限，

形成双向通路。较传统“关系嵌入”式的校企合

作形式而言，“双向高”耦合体明晰了合作的内

部流程，弱化了不同组织间的差异，实现了“结

构嵌入”。学院通过“结构嵌入”使企业组织架

构融入到学校架构之中，打破组织间合作可能

出现的“认知黑箱”，可以有效满足双方各自的

利益诉求，从而实现协同育人。

学院因在职业教育中的代表性而被众多学

者关注，主要聚焦于以下三个层面。一是独具

特色的组织文化，尤其是学院最具创新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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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工厂”办学模式吸引了众多学者的关

注［4-5］。在此模式的运行下，学院形成了无界化

校园文化［6］，并且进一步强化师资队伍建设，拓

宽了师资的培训路径［7-8］。二是注重通专融合，

关注通识教育在专业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学院

立足交叉学科而设立，关注专业与通识的融

合［9］，课程教学不仅包括专业教学也包括通识

教育，着重培养学生具备“职业”所需要的基础

知识和能力，同时，注重职业技术道德文化层面

的教育［10］。三是学习学院理念，优化国内职业

教育改革实践。部分学者通过对学院教育教学

工作的研究，分析国内职业院校的现有不足并

提出改进路径，例如通过分析南洋理工学院专

业建设特点，探讨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机电

一体化技术专业教师能力提升、课程体系构建

等教学模式改革的策略［11］；借鉴学院创新精神，

形成了一套适应辽宁铁道职业技术学院专业建

设的整体实施方案等［12］。纵观此前研究可以发

现，已有研究对学院的办学理念与实践都进行

了较为系统的探讨，但更多聚焦于学院内部运

行的微观架构，尤其关注其独具特色的办学模

式，较少从耦合的角度对其校企合作模式进行

整体性探析。因此本研究从学院的校企“耦合”

关系入手，对关系形成的动因、机制进行剖析，

并归纳出“双向高”耦合体的构建路径，以期对

我国高职院校校企合作提供一定的启示和

借鉴。

二、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双向高”耦合体

的形成动因

国家的发展离不开产业的支撑，而产业的

发展又必然需要产业工人技术技能的更新与

提升，这就使得国家对技术技能人才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职业院校作为育人的主阵地，需要

不断更新人才培养工作。基于此，学院与企业

构建“双向高”耦合体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

结果，这有助于衔接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与行业

企业人才需求，帮助学院和企业应对环境变化

带来的挑战，为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培养所需

人才。

（一）国家对人才的更高要求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新加坡经济陷入衰退，

整体就业人数下降，主要表现为低收入产业工

人的大量失业。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新加坡公布

《新加坡向发达国家发展的经济战略计划》，勾

画未来三十年经济发展蓝图，提出国家下一阶

段经济重组与发展策略。这一规划使新加坡经

济发展的重心发生了变化，从注重国内市场变

为出口导向［13］。更加开放的经济类型决定了新

加坡需要更加先进的工业产业和更高水平的技

术技能人才，传统劳动力已经无法满足新加坡

经济发展的需要，熟练工人（至少受过高等教育

的工人）的比例从 1983年的 15%增加到 1996年
的 31%，非熟练工人（最多接受过初中教育的工

人）的比例从 54%下降到 39%［14］。为了培养国

家需要的具备更高水平技术和工程知识的人

才，新加坡开始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以职业

教育支撑国家经济转型的需要，并催生出了学

院与企业的合作。学院合并了新加坡政府与外

企合作建立的科技学院，重视与企业建立广泛

深入的联系，明晰企业的需要与诉求，逐渐将企

业要素融入学院内部体系，进而形成“双向高”

耦合体。“双向高”耦合体的出现有利于培养对

经济起到支撑作用的专业性技术人才，满足国

家与投资者对高质量人才的需要，在国家经济

发展中起到不可或缺的作用。

（二）企业升级的迫切需要

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新加坡的产品出口

重点转为高附加值的技术密集产品，并且随着

全球经济的发展与转型，技术半衰期开始缩短，

大小企业都不同程度地面临着全球经济和政治

变化带来的不确定性。鉴于世界的深刻变化，

企业转型成为当务之急，许多新加坡企业积极

探索新领域，创新、改善商业模式和运营方法，

以应对技术不断发展带来的挑战［15］。但新加坡

的先进知识、技术和项目研发多数出现在学校，

技术和技能人才的缺乏倒逼企业参与职业教育

办学［16］。企业作为需求方和用人方，对参与校

企合作开发项目、开展科研和培养人才具有强

烈的积极性。2021年新加坡《商业时报》发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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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显示，70%的中小企业需要更多的支持来

提高员工的技能［17］。
“双向高”耦合体推动企业升级以适应快速

发展的世界市场，企业升级带来的利益进一步

催化“双向高”耦合体的形成，这是企业基于自

身需要积极参与的结果。企业创新发展需要大

量资金和人才支持，而“双向高”耦合体的形成

使企业可以借助高职院校的力量，达到创新技

术、培养人才，从而提高竞争优势的目的。学院

与国内外 300多家大中小型企业进行合作，利用

技术工程、用户体验设计、营销等多种专业知

识，帮助企业提高生产效率［18］。
（三）学校持续发展的现实需求

随着受教育人数的不断增加和教育质量的

不断提高，社会对学校提出了更高的标准。新

加坡教育部长曾在学院的毕业典礼中表示，当

学生群体参与率很低（20%—25%）、课程也比较

单一时，即使学校培养的毕业生与企业需求存

在不匹配的情况，企业也愿意聘用大多数毕业

生，因为在他们看来毕业生是严格教育制度下

培养出来的精英群体；但当参与率逐渐升高、人

才和技能也更加多样化时，企业需要确保毕业

生的技能与企业需求形成良好匹配［19］，于是就

会对毕业生提出更高的要求。职业院校承担着

培养职业人才的重任，但事实上还没有完全达

到预期效果，毕业生的知识、能力以及技能水平

还不能完全满足工作需求。换句话说，职业院

校毕业生的知识和能力与工作所需的技能和规

范之间存在差距［20］。
作为一所重视培养和训练复合型人才的综

合性学校，学院的办学使命就是要提供优质的

课程，为学生的未来生活做准备，并与企业共同

合作，促进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为了达成

使命，学院持续推进与企业构建“双向高”耦合

体，使学生综合素质能够满足工作需求，使学院

保持长久的发展竞争力。学院不断探索校企深

度合作方式，2021年与企业合作构建了职业胜

任力模型，明确了教学要围绕现实世界的工作

任务，而不是学校“科目”进行［21］。学院与企业

的合作让学生有了更多参与企业项目和产品创

新的机会，进而提高学生的实际应用能力，缩小

学校育人与企业用人间的差距。此外，学院的

稳定运行离不开资金支持，除政府资助外，企业

投资也占了很大比例。基于此，学院对于“双向

高”耦合体的构建抱有极大积极性，耦合体的形

成为学院带来了更多的资金支持以及先进设

备，使得它在职业院校的竞争中更具优势。

三、新加坡南洋理工学院“双向高”耦合体

的运行机制

合理的运行机制可以有效促进新加坡南洋

理工学院“双向高”耦合体的活动。构成耦合体

活动的要素涉及了“目标导向”“人员流通”“项

目驱动”“组织保障”四个维度，以维持“双向高”

耦合体和谐、灵活、高效地运行，保障学校与企

业在合作过程中顺利推进各项工作。

（一）“目标导向”机制

“目标导向”机制是“双向高”耦合体运行的

轴心，对其整体运行具有引导性作用，旨在促使

企业的用人需求与学院的育人目标相契合。“目

标导向”机制中的学院将自己定位为连接学生

与企业的纽带，希望为学生的工作和生活赋能。

“目标导向”机制使得校企双方形成清晰的

合作目标，体现在宏观与微观两方面。宏观角

度的合作目标，表现为经济导向的目标。“双向

高”耦合体构建的最终目标是推动新加坡的经

济发展。新加坡经济多依赖于高附加值、技术

密集的出口导向产品，因此对技术和人才具有

很高要求。“双向高”耦合体为师生营造了理论

学习和实践锻炼的环境，可以促进专业技术的

不断创新，达到服务国家经济与产业的目的。

例如，新冠疫情期间新加坡供应链中断，航空航

天业面临着飞机维护受阻和维修零件短缺的问

题，阻碍了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为此，新加坡

科技宇航有限公司与学院航空航天技术专业毕

业生合作，开发了打印飞机金属部件所需的 3D
技术，使得学院成为新加坡第一家在欧盟航空

安全局生产组织批准下为飞机使用 3D打印航

空航天金属部件的机构［22］，不仅推动了新加坡

航空航天事业的发展，也带动了新加坡的经济

88



评价与比较 2023年第6期

发展。微观角度的合作目标，表现为育人导向

的目标。为学习者的工作和生活赋能是“双向

高”耦合体形成的初衷，因此学院在办学过程中

十分注重对学生潜能的开发，让学生参与项目

并给予他们发挥创造力的机会。这使得学院培

养的学生既具备专业能力又具备创新精神和创

造能力，可以满足企业用人需要。

（二）“人员流通”机制

“人员流通”机制是“双向高”耦合体的助推

器，为学院与企业的人员流动构建了通路。在

这种机制下，教师、学生与企业员工都可以在学

院与企业间进行流动，有助于构建优势互补的

人才培养体系［23］。
对教师而言，“人员流通”机制使得教师在

身份上具有可转变性。学院要求应聘教师必须

拥有五年以上的相关企业工作经历，熟悉相关

行业，并且具有创新能力和科研能力。换言之，

学院的教师都曾是企业中的业务骨干或者管理

层人员。这些企业精英经过学院的培训和考核

后具备了教学能力，实现了身份上的转变，成为

真正的“双师型”教师。校企合作过程中，教师

在学院为学生提供理论教学，在企业对学生进

行实战指导；同时，教师可以接触到企业最前沿

的设备，参与企业的项目创新，不断提升自己。

在师资上，“人员流通”机制使得“双向高”耦合

体实现了源于企业、用于学院再回馈于企业的

转换。

对学生而言，“人员流通”机制使学生有了

实习的机会。学生按照学期安排陆续进入企业

实习，在行业环境中将所学知识应用于实践。

与此同时，每年企业通过不间断地接收实习生

得到了新鲜血液的注入，保证了学生实习的连

续性和校企合作的长效性，能够在不影响生产

效率的情况下持续地获得廉价的低端技能型人

力资源，不仅大大节约了劳动力成本，还为职业

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了机遇［24］。
对企业员工而言，“人员流通”机制使得他

们实现了身份的转变，重新成为学习者。新加

坡的经济和商业环境在快速变化，特别是随着

数字化程度的提高和工作场所技术的采用，发

展关键核心技能变得更加重要，这些技能可以

使工人和员工为适应未来的形势做好准备。作

为重要的培训提供者，学院提供的定制课程可

以提升企业员工的技术技能，确保他们了解所

从事职业的最新动态，以达到满足行业需求和

为未来工作环境做准备的目的［25］。2018年学院

设立了国家工作场所学习卓越中心，对企业的

现有人才进行再培训，提升员工水平，使他们可

以在不断变化的环境中茁壮成长并脱颖而出，

从而更好地完成工作任务，促进企业发展。

（三）“项目驱动”机制

“项目驱动”是“双向高”耦合体运行的衔接

点，也是其运行特色。“双向高”耦合体以项目为

合作内容，借由项目推进校企合作，并形成了独

具特色的教学工厂。教学工厂是指由先进的信

息通信技术和高级工业教学设备推动的校企双

向知识交流通道，旨在将真实的企业生产环境

转移到校内，通过对传统的教室进行改造，使之

成为各种项目平台，让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可

以通过解决适当的现实工作问题来接受培训，

教师结合日常工厂实践过程中获得的知识和经

验，利用实际生产现场加强教学活动［26］。“项目

驱动”将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相融合、专业教学

与企业要求相联系、教学环境与企业环境相衔

接，有利于培养知识与技能兼备的实用人才。

在项目驱动下，校企双方的耦合程度不断

加深，已经形成了以教学为中心、以科研为龙

头、以科技创新为推动力、以校企联系为基础，

产学研协同发展的格局。“双向高”耦合体的运

行围绕不同的项目进行，学院在开办新专业和

设置新课程前，会通过市场调研了解企业需求

并创新合作项目。例如在工程系校企合作项目

中，学院与新加坡企业发展局合作，成立了电子

与物联网创新中心，在学院教师带领和学生参

与下，帮助本地企业提升产品创新能力特别是

采用新技术的能力，使其能够在竞争激烈的世

界中更好地竞争和发展［27］；通过项目合作，应用

科学学院与企业合作建立了各种专业实验室、

研究中心和试验工厂作为教学工厂，为学生提

供以实践为导向的学习环境。“项目驱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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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得学院与企业通过各类项目紧密相连，共同

创新。

（四）“组织保障”机制

任何合作的实施都依赖于必要的组织保

障，“组织保障”机制是“双向高”耦合体运行的

稳定器。“双向高”耦合体的“组织保障”机制可

以划分为动态保障与静态保障两方面。

动态保障体现为双方信息的实时交互。学

院十分注重企业的需求，对外部环境进行前期

调研，并在实践过程中根据反馈适时调整，根据

企业状况快速精准定制培训课程，提供情境化

的正式和短期培训，以最大限度地开发企业的

人力资源。如果企业有一个班级规模或者更多

的生源，学院可以提供定制化的课程服务，通过

技术注入将员工的学习效果转化为实际的工作

效率，支持员工实现能力发展，从而帮助企业提

高生产效率。同时，企业提供资金和先进的设

施设备，让学生有足够的动手操作机会，培养学

生的实践能力。学院将企业的技术需求融入人

才培养体系，学院师生利用企业的设施设备对

现有项目进行创新开发，解决企业在运营过程

中面临的难题，达成校企双赢。

静态保障体现在企业管理要素的嵌入。基

于“职业性”的要求，职业教育应贴近并反映行

业、企业的教育需求，实行由行业企业主导的办

学体制和以产业行政主管部门为核心的管理体

制［28］。“双向高”耦合体创新管理保障体系，体现

在学院融合了企业的管理体系，形成扁平式组

织架构，在校内设立管理委员会。管理委员会

对学院有着最高的领导权，其成员主要为新加

坡企业高管和政府部门代表，有助于强化校企

双方对合作的有效认知，推动校企深入合作。

四、“双向高”耦合体的建构路径

新加坡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除受国家政

策推动外，与职业院校和企业参与的积极性也

密切相关。正因为学院积极与各企业形成良好

合作关系，并致力于满足企业的需求，使得企业

在参与“双向高”耦合体构建时具有极大的积极

性，从而实现结构上的嵌入。

（一）深化校企合作：优化专业布局，实现结

构嵌入

系统中各子系统的相互协调、合作或同步

的联合作用及集体行动，结果是产生宏观尺度

上的结构和功能［29］。学校与企业属于“双向高”

耦合体中的两个子系统，两者的关系在相互联

系与配合中不断得到深化。“双向高”耦合体在

深化校企合作中的作用主要体现在两方面：一

是优化专业布局，推动高水平专业群发展。例

如学院数字与精密工程中心航天工程组利用先

进的复合材料结构实验室为学生提供动手的机

会［30］，旨在令学生获得真实的实践经验，满足企

业的需求。同时学院还可以从企业需求入手提

供特色化定制课程服务，例如自动化和机器人

创新中心为中小型企业开发并实施机器人和自

动化解决方案，用以处理高温下的原材料，使得

相关企业的产量提高了 1.5倍，能源效率也得到

了提高［22］，从而提升了企业对校企合作的满意

度。二是积极构建含有企业要素的校园文化，

实现“结构嵌入”，推动双方进行文化融合。学

院 将 企 业 管 理 文 化 融 入 校 园 文 化 ，采 用 了

ISO9000质量管理体系，确保学院各方工作流程

规范细致。同时学院还将企业的管理架构融入

自身管理体系中，学院的管理者往往也是企业

的高层领导者，例如学院主席是超海电缆网络

的执行董事，副主席是莱佛士医疗集团商业总

监［22］，这使得校企沟通更加顺畅，关系更加

紧密。

（二）落实多主体参与：搭建合作利益链，提

高合作内驱力

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跨界性”特征决定了

它是一种多维社会关系，由参与的各方主体所

推动［31］。“双向高”耦合体在运行过程中始终保

持着各参与主体的参与动力，通过搭建校企合

作利益链、厘清利益相关者的方式，减少主体间

的博弈，提升合作内驱力。如在政府的支持与

学院、企业的积极参与下，学院与综合护理相关

企业以及综合卫生信息系统合作，成功开发了

应用程序“阿兹海默症之友”，为护理人员提供

资源和支持，在一年内通过该应用程序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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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多名失踪者［32］。该应用程序的出现，是耦合

体内多主体共同参与的结果。

（三）增强资源适应性：充分利用双方资源，

形成优势互补

适应性产生于主体能够主动探测系统内部

与环境中的资源信息，并根据规则调整行为状

态，促进资源融合［33］。为了构建“双向高”耦合

体，需要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并根据实际需要进

行调整，以促进校企资源的融合。“双向高”耦合

体增强资源适应性的主要表现是充分利用教学

资源，包含人力资源与物质资源两类。学院拥

有丰富的人力资源，例如生命科学学院每年输

送大量学生到葛兰素史克生物制品、诺华集团

等公司实习，为其注入新鲜血液［34］。企业基于

其营利性质，在物质资源方面拥有先天优势。

因此校企双方可以形成人力与物质的资源互

补，企业为学院师生提供物质支持，学院师生为

企业带来技术革新。例如，学院数字精密工程

中心与相关产业的领先企业形成了战略合作关

系，企业负责提供先进设备，学院对设备进行改

良加工并运用到新项目的研发过程中去，二者

合作共同促进了精密工程领域的发展［35］。
（四）保障评价反馈：动态监管与反馈调节

有机结合

评价反馈使得决策者能够全方位检验决策

的正确性，具有重要作用。“双向高”耦合体评价

反馈主要包括实行动态监管和构建反馈体系两

方面。实行动态监管是指企业为了保持竞争能

力，需要根据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及时做出改

变。企业在变化的过程中，对人才的需求也在

时时变动。为了培养出企业发展所需要的人

才，学院与企业建立起密切的联系，根据外部人

才需求的变化适时调整育人标准，并对整个育

人过程实行动态监管，如学院的应用科学学院

就是为适应新加坡 2001年推出的生物医学科学

计划而设立的。评价的目的是优化，因此必须

基于不断优化的原则构建反馈体系，由主体根

据评价的结果进行反馈，以调节现有体系的不

足之处。为了培养企业所需要的人才，学院在

课程开设前、进行中以及结束后都设置了相应

的反馈环节。如在课程开设前，根据市场需求

进行调研并反馈，确保所开设的课程均适应企

业和市场需要；在课程进行中，对课程实施遇到

的问题进行反馈并及时解决；在课程结束后，评

估育人成果是否符合市场和企业的需求，对不

符合的及时进行改进调整，以保障“双向高”耦

合体的教学质量。

五、结论与启示

学院因其与企业的密切联系，在新加坡职

业教育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校企双方相互渗

透、相互支撑，形成了校企“双向高”耦合体。深

化校企合作是产教融合的关键，同时也是我国

发展职业教育时关注的核心问题。2022年新修

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明确提出，

要推动企业深度参与职业教育，鼓励企业举办

高质量职业教育［36］。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新加

坡南洋理工学院“双向高”耦合体的构建经验可

为我国提供如下参考。

一是深化校企合作。我国校企合作中存在

的一大问题就是合作关系松散，合作程度不深，

大多为“依附式”合作。为改善这种情况，可以

借鉴“双向高”耦合体，采用结构嵌入的方式加

深校企之间的联系。可以让企业优秀人员参与

到高职院校日常管理工作中，使得学校课程更

符合市场需求，校企沟通更为密切，合作程度逐

渐加深，最终形成校企合作利益共同体。

二是强化主体作用。有学者认为发挥多主

体参与作用是校企合作的关键，但我国企业对

于参与校企合作的积极性往往不高，双方在具

体合作中呈现出合作对象选择的随意性和零散

化、合作协议的弱约束力和低效益状态［37］，例
如，学生在实习实训中多是从事临时性或者技

术含量较低的工作。想要改变这种情况，可以

邀请企业切实参与到育人过程中，如共同开发

课程教材等，将企业的新技术、新理念纳入校企

合作方案中，并根据外部环境不断进行更新。

此外，高职院校还可以与企业联合举办职业技

能、科学技术和创新创业等专项竞赛，以赛促

教、以赛促学，为高职学生提升转化技术技能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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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多渠道的学习实践机会，并以此选拔高层次

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能工巧匠，逐渐形成校企合

作育人共同体［38］。
三是扩充反馈通道，提升教学质量。质量

内涵建设是职业教育规模化发展的基本准

则［39］，《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多次提及

质量问题，因此，提高职业教育质量要更加关注

评价反馈的重要作用。“双向高”耦合体构建的

经验启示我们，校企合作应构建多元化评价渠

道，评价反馈不仅应在学校进行，也应在企业进

行；不仅关系到对理论学习的评价，还应该覆盖

学生实践学习的感受。校企合作双方应积极构

建畅通的评价渠道，积极吸取多方意见，客观公

正对待评价反馈，及时发现校企合作中存在的

问题，并进行动态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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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lue, Dilemma, and Path of Developing Green Skills in

Vocational Colleges

ZHANG Cuilan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promo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domestic and foreign scholars
have proposed the necessity of developing "green skills", but the concept of "green skills" has not yet been
unified at home and abroad. By summarizing previous research findings, it has been found that green skills
refer to the knowledge, abilities, values, and attitudes required to cultivate, acquire, and support sustainable
and resource⁃saving societies. As an important place for cultivating talents, vocational colleges currently have
problems in developing green skills, such as a lack of deep understanding of green skills, limited participation
of industry enterprises in skill development, lack of specialized evaluation systems, and insufficient
development entities. Based on this, it is proposed to clearly define the concept and create a green skills
atmosphere for the entire society, increase development efforts and enhance the awareness of green skill
development among industry enterprises, clarify the development subject and build a green skills curriculum
system, and ensure talent quality and establish a green talent evaluation system.
Key words: skilled society; vocational colleges; development of "green skills"; voc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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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ation Motivation and Operation Mechanism of "Bidirectional High"

Couplings at Nanyang Polytechnic, Singapore

SUN Xiaoqi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071002,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goal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gapore vigorously promotes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deepens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which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As a leader in school⁃
enterprise cooperation in Singapore, Nanyang Polytechnic actively establishes close ties with enterprises and
builds a "Bidirectional high" coupling body. The formation of "Bidirectional high" coupling body is driven by
the strong demand of the country for talents, the urgent need of enterprise upgrading and the realistic
demand of the school's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e elements of its operation mechanism involve four
dimensions: "goal⁃oriented", "personnel circulation", "project driven" and "organization guarantee". Exploring
its construction path is conducive to providing experience for Chinese school ⁃ enterprise cooperation and
further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community.
Key words: Singapore; vocational education;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Bidirectional high" coupling bo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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