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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教融合背景下实习生准劳动关系的法律界定
及权利保障研究

任明明　谭金凤

（广东南华工商职业学院文化旅游学院，广东 广州 510507）

摘要：产教融合战略的深入推进，使职业院校实习生的法律权益保障问题日益凸显。基于实习生特殊的身份属性，其与企业间形成

的实习关系具有准劳动关系的特征，但在司法实践中往往得不到正确定性，导致实习生权益保护存在诸多困境。本文通过对近年来涉及

实习生权益的典型案例进行分析，结合相关理论研究与实践考察，探讨实习生准劳动关系的法律属性及其权利保障现状，深入研究实习

准劳动关系认定的理论基础与法律标准，提出完善实习生权益保障机制的立法建议，以期推动产教融合背景下实习生权益保护法治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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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产教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职业教育领域校企合作不断

深化，实习生权益保障问题日益凸显。2022 年新修订的《职业教

育法》第 50 条明确规定了实习生的权利保护，但在具体实践中，

实习生权益保护仍面临诸多困境。近年来司法实践数据显示，实

习生权益受损案件呈现明显上升趋势，其中 2019 年达到峰值 138

件，2020 年 106 件，2021 年 76 件。这些数据反映出实习关系性

质认定不明确、权利救济渠道不畅通等问题，严重影响了产教融

合政策的深入推进。

从具体案例类型来看，实习生权益受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人身权利受损占 27.92%，劳动报酬纠纷占 55.85%，工伤保险纠

纷占 16.75%。在 249 件涉及实习报酬的典型案例中，178 件（占

71.49%）涉及实习工资被克扣或拖欠，71 件（占 28.51%）涉及实

习报酬标准争议。国际经验表明，德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

已经建立了相对完善的产教融合制度和实习生权益保障机制，其

经验值得我国借鉴。本文拟从实习生准劳动关系的法律界定入手，

结合理论分析和司法实践，探讨其特殊性和权益保障现状，提出

完善相关制度的路径建议。

二、产教融合背景下实习生准劳动关系的特殊性

（一）实习生身份的双重属性 

在产教融合背景下，实习生既是学校的在校学生，又是企业的

实习劳动者，具有双重身份属性。从教育属性看，实习生通过校企

合作进入企业实习，是职业教育培养过程中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必

要环节，其主要目的是完成教育教学任务。从劳动属性看，根据裁

判文书分析，93.84% 的实习生在企业中承担了与正式员工基本相同

的工作职责，参与实际生产经营活动，付出劳动并获得报酬。这种

双重身份属性决定了实习生与企业之间形成特殊的准劳动关系。

（二）实习行为的准劳动属性 

分析实习生在企业的具体实习行为可以发现，其实质上具备

劳动关系的主要特征。一方面，实习生的工作内容、工作时间、

劳动强度等方面与企业正式员工基本一致 ; 另一方面，实习生需

要遵守企业的规章制度，接受企业的管理和指导。在实践中，有

超过 55.85% 的纠纷案件涉及劳动报酬问题，表明实习生与企业之

间已经形成了实质性的准劳动关系。

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为规范实习生与企业关系提供

了有益借鉴。德国通过立法明确规定了实习生的法律地位，将其

纳入劳动法保护范围，同时强调企业的教育培养职责。日本则通

过严格的实习标准认定和监督机制，保障实习生的合法权益。相

比之下，我国在实习生准劳动关系认定和权益保护方面的制度建

设仍显滞后。

（三）实习关系的法律特征 

1. 主体的特定性 

实习关系的主体包括学校、企业和实习生三方，这与传统劳

动关系的双方主体存在明显区别。三方主体的存在使得权利义务

关系更为复杂，需要通过制度设计明确各方责任。根据司法实践

统计，在实习纠纷案件中，有 84.62% 的案件涉及三方主体之间的

权利义务争议。

2. 目的的双重性 

实习关系既要实现教育目标，完成实践教学任务 ; 又要通过

参与企业生产获得劳动报酬，体现劳动价值。这种双重目的的特

殊性，决定了实习关系不能简单地定性为纯粹的劳动关系或教育

关系。从裁判文书分析可见，在 86 件工伤赔偿案件中，仅有 19

件获得工伤保险待遇，其他案件均适用一般人身损害赔偿规则，

这反映出法律对实习关系性质认定的模糊。

3. 权利义务的复合性 

实习关系中的权利义务既包含教育法律关系的内容，又具有

劳动关系的特征。学生需要完成教育教学任务，同时也要承担相

应的劳动义务 ; 企业既要履行教育培养职责，又要保障实习生的

基本劳动权益。这种复合性要求在制度设计时必须平衡好教育目

标与权益保护的关系。

三、实习生准劳动关系认定的理论基础

（一）法律关系构成要素分析 

1. 主体要素 

从主体资格看，实习生满足劳动法对劳动者主体的基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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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劳动合同法》规定，劳动者应当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且达到法定就业年龄。目前司法实践中，有 64.42% 的案件否定了

实习生的劳动主体资格，这种认识存在偏差。根据研究表明，实

习生的学生身份与劳动者身份并不冲突，反而构成了产教融合背

景下特殊的身份复合。

2. 行为要素 

根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确立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

规定，确立劳动关系需具备以下要素：一是用人单位依法制定的

规章制度适用于劳动者；二是劳动者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

的劳动 ; 三是劳动者提供的劳动是用人单位业务的组成部分。通

过对典型案例分析，实习生的实习行为具备上述特征。德国的经

验表明，通过立法明确规定实习生的准劳动者身份，能够有效保

障实习生权益。

3. 法律效果要素 

实习关系产生的权利义务具有特殊性。从实践案例来看，

43.24% 的案件涉及实习生劳动报酬争议，33.33% 涉及工伤赔偿。

这反映出实习生通过劳动获得报酬，企业对其进行管理，体现了

劳动关系的基本特征 ; 同时，实习过程又受教育法律规范调整，

体现了教育关系的特点。美国和日本的实践也表明，准劳动关系

的界定是保护实习生权益的重要前提。

（二）准劳动关系的特征要素 

1. 人格从属性 

在实习期间，实习生需要服从企业的管理，遵守企业的规章

制度。统计显示，在涉及人身权利受损的案件中，有 73.90% 是由

于企业管理不当或违规安排工作导致。这种从属性应当在教育目

的的限制下适度发挥，不能完全等同于一般劳动关系的人格从属。

2. 经济从属性 

经济从属性主要体现在实习生通过实习获得劳动报酬，经济

上依附于企业。实践中，实习生的报酬问题已成为主要争议焦点。

在 249 件相关案件中，超过七成涉及工资被克扣或拖欠问题。这

种经济从属关系的存在，是认定实习准劳动关系的重要依据。

3. 组织从属性 

实习生融入企业的组织体系，接受企业的业务指导和监督考

核。这种组织从属性既体现在企业对实习生的日常管理上，也体

现在学校与企业的协同育人机制中。根据实践经验，有效的组织

管理对于实现实习教育目标和保护实习生权益具有重要意义。

四、实习生权益保护的现实困境

（一）实习准劳动关系认定不足 

1. 司法认定标准不统一 

在司法实践中，对实习生与企业之间关系的性质认定存在明

显分歧。统计显示，有 64.42% 的案件否定实习生的劳动主体资格，

22.12% 认定为一般民事关系，仅 13.46% 的案件承认实习生具有

准劳动者身份。这种认定标准的不统一，严重影响了实习生权益

保护的统一性和可预期性。

2. 实习协议效力认定模糊 

目前校企实习多采用三方协议形式，但该协议的法律性质

及效力认定尚存争议。根据实践分析，在实习纠纷案件中，约有

43.24% 的案件将其认定为普通民事协议，33.33% 认定具有劳动合

同性质。相比之下，德国通过《职业教育法》明确规定了实习协

议的法律效力，为实习生权益保护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二）劳动权益保障缺失 

1. 基础劳动权益保护不足 在 249 件涉及实习报酬的案件

中，178 件（占 71.49%）涉及实习工资被克扣或拖欠，71 件（占

28.51%）涉及实习报酬标准争议。这些数据反映出实习生最基本

的劳动权益难以得到有效保障。正如有学者指出，实习生劳动权

益保护的缺失已经成为制约产教融合深入发展的重要因素。

2. 工伤保险保障缺位 

在工伤类案件中，93 件获得赔偿，占比 37.35%; 其中 86 件适

用一般人身损害赔偿规则，仅 19 件获得工伤保险待遇。这种制度

性缺失导致实习生在遭受工伤时难以获得及时有效的保障。对此，

有研究建议借鉴国外经验，建立专门的实习生工伤保障机制。

3. 职业安全保护机制缺乏 

根据统计，在涉及人身权利受损的案件中，有 73.90% 是由于

企业管理不当或违规安排工作导致。企业在安排实习生工作时，

往往忽视其安全保护。这种现象在缺乏有效监管的情况下尤为普

遍。

（三）救济途径受限 

1. 劳动争议处理机制适用受阻 

由于实习生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未被普遍认定为劳动关系，导

致其在发生权益纠纷时难以适用劳动争议处理机制。统计显示，

在实习纠纷案件中，仅有 16.75% 通过劳动争议仲裁程序解决，大

多数案件被迫选择普通民事诉讼途径。

2. 举证责任分配不合理 

在民事诉讼中，实习生往往处于举证弱势地位。企业掌握着

劳动过程中的主要证据，而实习生由于经验不足，难以收集和保

存有效证据。这种举证责任分配的不合理，严重制约了实习生维

权的效果。

3. 校方调解功能弱化 

作为实习三方主体之一，学校在实习生权益纠纷调解中的作

用未能充分发挥。有研究表明，加强学校在争议解决中的协调作用，

是完善实习生权益保护机制的重要环节。

五、完善实习生权益保障的制度建议

（一）明确实习准劳动关系的法律定位 

1. 完善法律规范体系 

借鉴德国 " 双元制 " 职业教育体系的经验，建议在《职业教

育法》及其配套法规中，明确规定实习生与企业之间形成准劳动

关系。制定专门的实习生权益保护条例，对实习准劳动关系的认

定标准、权利义务内容、保障机制等作出具体规定。通过立法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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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习生的准劳动者身份，为其权益保护提供法律依据。

2. 统一司法认定标准 

鉴于目前 64.42% 的案件否定实习生劳动主体资格的现状，建

议最高人民法院出台司法解释，统一实习准劳动关系的认定标准。

具体应当规范以下内容：一是明确实习生同时具备学生和准劳动

者双重身份 ; 二是规定实习协议具有特殊的劳动合同效力 ; 三是细

化实习准劳动关系的构成要件。

（二）健全实习生劳动权益保障体系 

1. 强化基础劳动权益保护 

针对 71.49% 的案件涉及实习工资被克扣或拖欠的问题，应当

确立 " 同工同酬 " 原则。建议：

（1）设定实习生最低工资标准

（2）明确加班费计算方式

（3）规范休息休假权益保障

（4）建立工资支付监督机制

2. 建立专门工伤保障机制 鉴于仅有 7.63%（19 件）工伤案件

获得工伤保险待遇的现状，建议建立专门的实习生工伤保障机制。

应当：

（1）将实习生纳入工伤保险范围

（2）建立实习生工伤专项基金

（3）明确工伤认定标准和赔偿计算方法

3. 完善职业安全保护制度 

针对 73.90% 的人身权利受损案件由企业管理不当导致的问

题，建议：

（1）制定实习岗位安全标准

（2）强制企业提供必要的安全培训

（3）建立安全责任追究制度

（三）拓展权益救济渠道 

1. 创新争议解决机制 

建议构建“申诉为主、多元并行”的实习争议解决机制：

（1）健全校内申诉制度

（2）允许适用劳动争议处理程序

（3）鼓励行业协会参与调解

2. 优化举证责任分配 

针对实习生在举证方面的困境，建议适当调整举证责任规则：

（1）对基本劳动事实由企业承担举证责任

（2）要求企业保存实习过程证据材料

（3）降低实习生的举证标准

3. 强化行政监督职能 建议加强劳动行政部门监督职能：

（1）建立实习权益保护投诉制度

（2）加大违法行为处罚力度

（3）完善监督检查机制

六、结语

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必由之路，而实习生权益保

障则是产教融合深入推进的重要基础。通过对近年来司法实践的

分析发现，实习生权益保护存在认定标准不统一、基础权益保障

不足、救济渠道受限等突出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仅影响了

实习生的合法权益，也制约了产教融合的深度发展。

随着 2022 年《职业教育法》的修订实施，实习生权益保护获

得了基本的法律支撑。但要真正实现有效保护，还需要在立法和

司法层面进一步细化和完善相关制度。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

经验表明，建立健全的实习生权益保障机制，是推动产教融合深

入发展的关键。我国应当在明确实习准劳动关系法律定位的基础

上，构建系统完善的权益保障体系，为产教融合高质量发展提供

制度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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