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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re interrelated, interdependent and 
mutually reinforcing, and positively correlated. This paper started from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making an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northern Jiangsu province, and putting forward the strategies of mutual promotion and 
co-advancement. 

 
Keywords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Northern Jiangsu Provinc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Promoting 
Mutual Progress, Strategy 

 
 

苏北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互促共进 
策略研究 

吴建新 

江苏省徐州经贸高等职业学校，江苏 徐州  
 

 
收稿日期：2018年10月10日；录用日期：2018年10月24日；发布日期：2018年10月31日 

 

http://www.hanspub.org/journal/ve
https://doi.org/10.12677/ve.2018.74026
https://doi.org/10.12677/ve.2018.74026
http://www.hanspub.org


吴建新 
 

 

DOI: 10.12677/ve.2018.74026 147 职业教育 
 

 
 

摘  要 

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互相联系、相互依赖、互促共进，呈正相关的关系。本文从职业教育与经

济发展的关系入手，深入分析苏北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及存在问题，提出二者互促共进的策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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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在“互联网+”行动、“中国制造 2025”“双创”“一带一路”等国家重大战略推动和江苏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下，苏北(指徐州、淮安、盐城、连云港、宿迁五市)的经济发展也步入了新常态，转

方式、调结构、促升级、惠民生对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苏北职业教育如何适应这一新

要求，与区域经济发展有效衔接，实现互促共进，需要我们加以认真研究，以更好地服务苏北高质量发

展。 

2. 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职业教育具有经济与教育的双重属性。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是一种正相关

的关系，职业教育能够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技术技能人才，提供科学技术支持，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

化升级，促进区域经济水平提高和民生改善；区域经济发展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基础和保障，直接影响职

业教育的规模和质量、专业发展和层次结构，带动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二者之间互相联系，相互依赖，

互促共进。 
纵观世界各国，凡是经济发达的国家和地区，职业教育发展的也都很好；职业教育办得好的国家和

地区，经济发达程度也都比较高。如美国的“合作职业教育”模式、德国的“双元制”模式、澳大利亚

的 TAFE 模式、英国“理论–实践–理论”的“三明治”模式、新加坡的“教学工厂”模式、日本的“产

学合作”模式等，职业教育的观念深入人心，职业教育改革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和参与，与经济发

展互促共进的作用得到高度认同，为经济发展培养了大量一流的技术工人和管理人才，推动了经济的转

型及发展，成就了经济的繁荣。 
从我国来看，职业教育发展程度与地区经济发达程度也基本相当。目前，我国东部沿海发达地区，

如江苏、浙江、广东、山东等省和上海、天津、北京市对职业教育的投入都比较大，职业教育体系较为

完备，与经济发展的结合度比较高，服务经济发展的能力也比较强。如以江苏省为例，作为经济强省，

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实现“九连冠”，在全国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中也一直名列前茅。 
从近年来发布的《江苏省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也可以看出，江苏省各地区经济发展的竞争

力，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的支撑，经济发达的苏南(指南京、苏州、无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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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镇江五市)城市也均为职教大市、职教强市。 
综上所述，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是相互促进、相互制约的互动关系，经济发展水平影响着职业教育

发展，而职业教育又对经济发展具有积极的能动作用。苏北要从过去的经济洼地成为江苏经济的北部增

长极，使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迈向中高端，补齐江苏南北发展差距大这块短板，确保江苏建

成高质量、高水平的全面小康社会，离开职业教育是不行的；同样，没有经济发展的支撑，苏北的职业

教育也难以有大的突破和发展。这就要求我们正确地认识并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把职业教育放在苏

北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中去谋划，制定各项有利政策，采取各种有利措施，支持和促进职业教育发展，

以提升职业教育服务苏北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 

3. 苏北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互促共进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一) 苏北经济发展现状 
据统计数据显示，苏北地区经济保持平稳较快增长，主要经济指标的增幅连续 10 年高于苏南、高于

全省、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总体经济发展水平落后于全省，尤其是与苏南地区比有较大差距。2017 年

地区生产总值(GDP) 20,327.33 亿元，占全省 GDP 的 23.66%，是苏南的 40.45%；人均 GDP 66,970 元，

比全省平均水平 107,189 元低 40,219 元，是苏南的 44.61%，苏北五市列全省 13 个市的后五位(见表 1)；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07.68 亿元，占全省 18.45%；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远低于全省水平(见表 2)。目前，

苏北各市均已明确了符合自身发展实际的主导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形成了具有比较鲜明特色的产业体

系(见表 3)。从人口情况看，2017 年末，苏北常住人口 3035.27 万人，户籍人口 3540.01 万人，人口净流

出 504.74 万人，苏北 5 市列全省 13 个市吸引力的后五位(见表 4) [1]。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苏北的人均

生产总值、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吸引力等都非常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任务艰巨，

要实现赶超发展目标，关键要有一大批技术技能人才和高素质劳动者来支撑实体经济的发展。目前，在

企业生产一线的劳动者素质偏低和技术技能人才紧缺的问题十分突出，制约着苏北经济的发展和壮大。

我们必须从源头抓起，更加重视发展职业教育，全面提升人力资源素质，加快推进苏北新型工业化和现

代服务业发展进程。 
 
Table 1. Ranking of GDP and GDP per capita in Jiangsu in 2017 
表 1. 2017 年江苏各市 GDP 和人均 GDP 排名 

排名 地区 GDP (亿元) 同比增速(%) 人均 GDP (元) 排名 

1 苏州 17300 7.1 161924 1 

2 南京 11715.10 8.1 141103 3 

3 无锡 10511.80 7.4 160700 2 

4 南通 7734.60 7.8 105903 7 

5 常州 6622.30 8.1 140517 4 

6 徐州 6605.95 7.7 75611 9 

7 盐城 5082.70 6.8 70300 10 

8 扬州 5064.92 8.0 112559 6 

9 泰州 4744.53 8.2 102058 8 

10 镇江 4105.36 7.2 128844 5 

11 淮安 3387.43 7.4 69103 11 

12 连云港 2640.31 7.4 58577 12 

13 宿迁 2610.94 7.5 53317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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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Indicators of five cities and provinces in Northern Jiangsu in 2017 
表 2. 2017 年苏北五市及全省有关指标 

地区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亿元) 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三次产业结构 

徐州 501.64 24,934 9.1:43.5:47.3 

淮安 230.61 26,740 10:41.7:48.3 

盐城 360 23,302 11.1:44.4:44.5 

连云港 214.85 20,756 11.9:44.7:43.4 

宿迁 200.58 33,011 11.2:48:40.8 

江苏省 8171.5 35,024 4.7:45:50.3 

 
Table 3. The leading industries and strategic emerging industries of five cities in Northern Jiangsu 
表 3. 苏北五市主导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 

地区 主导产业 战略新兴产业 

徐州 装备制造、食品及农副产品加工、 
煤盐化工、冶金、能源、建材 

新能源、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 
生物技术和新医药、新一代信息技术、节能环保 

淮安 特钢、盐化工、电子信息和食品 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生物技术及新医药、新一代信息

技术、高端装备制造、新材料、新能源及节能环保 

盐城 汽车、机械装备、纺织服装和化工 新能源、节能环保、大数据、智能终端、高端装备与新

材料 

连云港 重化工、装备制造、物流 大健康、新材料、新能源、节能环保、高端装备制造、

新一代信息技术、海洋产业 

宿迁 食品饮料、机电装备、纺织服装、 
家居制造 智能家电、绿色建材、功能材料、智能电网 

 
Table 4. Comparison of regional population inflow and outflow in Jiangsu in 2017 
表 4. 2017 年江苏省区域人口流入&流出比较 

吸引力排名(降序) 地区 常住(万人) 户籍(万人) 流入(万人) 流入比例(%) 

3 苏北 3035.27 3540.01 −504.74 −15.26 

2 苏中 1646.51 1729.67 −83.16 −5.33 

1 苏南 3347.53 2514.42 833.11 34.65 

 江苏省 8029.31 7784.10 245.21 2.84 

注：1. 江苏各市人口流入最多的是苏州，为 377.4 万人，流入比例为 54.62%；流出人口最多的是徐州，为 163.07 万人；流出比例最高的是

宿迁，为 16.84%；2. 苏中指南通、扬州、泰州三市。 
 

(二) 苏北职业教育现状 
经过近 10 年的职业教育大发展，目前，苏北职业教育已经达到了较大规模，质量也有了很大提升，

各市职业教育规模和质量在全省的位次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位次基本相当，但与全省尤其是与苏南地区相

比尚有较大差距。高等职业院校 20 所，占全省的 22.22%，是苏南的 35.71% (见图 1) [2]；举办五年制高

职教育的学校不到全省平均水平，与苏南比相差近一半；中职占高中阶段教育也不及全省平均水平，与

苏南存在一定的差距。建成 1 所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1 所国家骨干高等职业院校[3]，拥有服务贡

献 50 强高职院校 1 所、国际影响力 50 强高职院校 3 所、教学资源 50 强高职院校 1 所[4]；建成 19 所国

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5] [6] [7]，拥有一批省高水平示范性职业学校、省高水平现代化职业

学校、省现代化示范性职业学校，但数量明显偏少(见表 5)。已形成中职 + 本科(3 + 4)、高职 + 本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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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中职 + 高职(3 + 3)、五年一贯制、对口单招等多渠道共通的现代职教体系框架。专业门类比较齐

全，涉及现代制造业、现代农业、现代服务、现代生物技术、新技术、新能源等各方面。总的来看，苏

北职业教育的办学实力、现代化水平、影响力、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贡献度都亟待提升。 
(三) 存在问题 
1) 职业教育服务区域经济发展意识不够、能力不强。立足和服务地方经济发展是职业教育的神圣使

命、存在价值和发展动力，强调职业教育紧跟地方产业发展步伐，随着经济发展方式转变而“动”，跟

着产业调整升级而“走”，围绕企业技术技能人才需要而“转”，适应市场需求变化而“变”。但苏北

职业院校普遍存在办学理念滞后，重视社会服务职能不够的问题，不同程度的存在着无条件论、无能力

论、畏难论、无经济效益论等观念，直接影响到学校的办学定位和办学思路，不少职业院校缺乏主动服

务的意识、自觉服务的意愿、真正服务的行动，致使在人才培养上没有能够有效实现专业与产业、职业

岗位对接，专业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

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对接，人才培养的层次、规模、质量、结构均难以匹配苏北经济转型发展的需要；

在科研上没有足够重视苏北经济发展的要求，“投”地方之所“需”；在服务上没有能够做到地方企业

有什么难题，就建立什么服务平台，地方有什么新技术需求，就培养什么新技术应用人才。 
 

 
Figure 1. The number of Vocational Colleges in Jiangsu Province in 2017 
图 1. 2017 年江苏省各市高职院校数量(所) 

 
Table 5. The situation of vocational schools in Jiangsu Province in 2018 
表 5. 2018 年江苏省职业院校有关情况 

地区 
国家示范

性高职院

校(所) 

国家骨干高

职院校(所) 

全国高职院校

服务贡献 50 强

(所) 

全国高职院校国

际影响力 50 强

(所) 

全国高职院校教

学资源 50 强(所) 
国家中等职业教育发

展改革示范校(所) 

苏北 1 1 1 3 1 19 

苏中 1 2 1 3 2 12 

苏南 5 5 10 10 3 27 

江苏省 7 8 12 16 6 58 

全国 100 100 50 50 5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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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职业教育专业结构与区域产业结构不匹配。从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互促共进的角度来说，职

业教育专业结构必须要与区域产业结构相匹配，专业结构的调整要与产业结构的变动相适应，但苏北的

职业教育存在着专业设置与地方产业发展匹配度不够、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一是专业设置趋同现象较

为严重。地方教育主管部门对于专业整体布局统筹乏力、调控不力，专业设置存在“一哄而上”现象，

社会上什么热门就办什么专业，专业设置重复率高，造成一些专业毕业生过剩，在本地就业困难，如信

息技术专业、会计专业等。二是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不匹配。没有充分开展市场调研，根据区域产业结

构调整和新兴产业的发展来设置专业，就业人群在数量和知识技能结构上与企业的需求存在着双重不对

称，一方面是有的专业毕业生在本地区没有足够合适的就业门路，只能到南方发达地区就业；另一方面，

满足本地区部分产业发展所急需的专业人才却明显供应不足，如一些新兴产业等。三是一些职业院校专

业规划缺乏前瞻性。由于经费投入不足，为了自身生存，过多考虑投入与产出，急功近利，追求“短、

平、快”专业，而不是根据区域经济的发展和自身实际来设置相应的特色专业，严重偏离了职业教育的

办学宗旨。 
3)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制约了职业教育发展。受经济发展水平限制，苏北各市政府未能给予职业教育

足够的重视，未能把职业教育纳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规划，政策扶持力度不大，财政投入不足。

苏北的职业院校不仅与苏南相比经费投入明显偏低，就是与本地区省属职业院校相比也有较大差距,一些

院校办学层次、规模基本相当，但每年的经费收入却相差在一半左右。虽然教师工资实现了全额拨款，

但是一些政策性经费、上级要求的配套资金没有完全到位，有的县(市、区)不但没有增加职业教育专项经

费，而且还存在拖欠、挤占职业教育专项经费的现象，教育费附加安排用于职业教育比例不低于 30%的

规定也没有得到真正落实。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不足，严重制约了职业院校的发展，导致一些职业院校的

教学设施相对陈旧或者落后，信息化、现代化程度不高，难以满足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需求。 
4) 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程度低。应该说，苏北的行业企业在参与职业教育上较之以前有了一定的

进步，但总体还很薄弱，企业参与度较低，不稳定、不深入、不实在，职业院校“一厢情愿”、企业“爱

理不理”的现象普遍存在，合作的深度、广度、持续度、效度不够，已经成为制约苏北职业教育发展的

瓶颈。原因主要有：一是校企合作政策措施缺失，企业受益保障机制不够健全；二是职业院校“魅力”

缺失，难以成为企业“意中人”；三是企业社会责任感缺失，参与职业教育动力不足等。 

4. 推动苏北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互促共进的策略 

(一) 政府要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强化统筹和投入 
1) 确立职业教育在苏北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一是政府要高度重视发展职业教育，推动职业教育

与经济社会同步规划、同步发展。二是建立以应用型本科为龙头、高职教育为骨干、中等职业教育为主

体、社会培训为补充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三是各市要加强对职业教育工作的组织领导，建立由市长或

常务副市长为组长的强有力的职业教育工作机构。四是强化政府责任，实行目标管理，建立职业教育考

核制度和问责机制。五是大力推进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组建区域型或产业型、复合型的职业教育集团。 
2) 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扶持支持力度。一是在政策扶持上，政府要出台专门的支持职业教育发展的各

项政策措施。二是在资金投入上，要完善职业教育多元化投入机制，首先要确保财政投入到位、专项经

费落实；其次要建立信用担保融资平台，由政府协调金融机构放贷支持职业院校建设；再次是积极鼓励

社会资本进入职业教育领域，建立股份制、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三是在人才使用上，要提高技术技能

人才的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出台优秀技能人才特殊奖励政策和激励办法，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 
3) 有效整合职业教育资源。一是加强统筹规划，以各市的行业分布特点为基础，统筹发展职业教育，

进行职业院校整合，在此基础上对职业院校进行专业设置分工，推进职业院校错位发展、特色发展、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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涵发展。二是提高人才培养层次，适应苏北经济发展对人才需求高移、高级技工和技师匮乏的实际，职

业教育应由培养低中档技能人才为主向以中高档技术技能人才为主过渡，以解决人力资本质量较低这一

短板问题。 
4) 完善相关制度措施。一是注重教育和产业政策并举并重，在专业准入和专业评估、行业指导、企

业参与、鼓励毕业生就业创业、院校人才引进等制度建设方面着力。二是加强综合协调和统筹管理，大

力推进职业教育与生产过程相衔接、教育与劳动制度相配套、教育与市场评价和第三方诊改相结合。三

是完善企业接收学生实习制度，加强生产实习管理，创新校企协同育人培养模式。四是严格就业准入制

度，严格执行劳动者上岗前接受必要的职业教育制度。 
(二) 职业教育要深化改革提高质量，增强服务能力 
1) 确立主动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观念。苏北各地职业院校不论隶属关系如何，都要有主动的全方位

服务意识，办学必须立足于区域经济发展的实际需求，首先考虑本地区经济发展对人才类型的需要，以

本地区的经济发展方向为导向，通过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大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同时，通过

主动融入地方经济发展的过程，也使自身得以发展壮大。 
2) 深化职业教育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一是要优化布局结构，扩大职业教育事业规模，使苏北各市的

职业教育尽可能覆盖区域产业发展，尤其是地方主导产业和战略新兴产业。二是要优化专业结构，提高

与产业结构的吻合度，强化专业规划与地方产业规划衔接，做到人才培养与区域经济和产业升级紧密挂

钩。三是要坚持创新发展，大胆变革办学和人才培养模式，提升质量，有效供给，以满足新技术、新产

业、新模式、新业态发展带来的行业企业新的用人需求。 
3)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一是要增强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为苏北经济发展特别是主导产业和

战略新兴产业培养留得住、用得上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二是要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深化产教融合、

校企合作、工学结合，推动学校对接企业、专业对接产业、课程对接岗位、理论对接实践、培养对接使

用，积极探索现代学徒制校企联合育人模式。三是要建立人才培养质量年度报告发布制度，为用人单位

选人、用人提供可靠的人力资源信息，主动服务苏北经济发展。 
4) 提供技术和决策支持。一是按照现代企业的人才需求，高标准建设各专业的校内实训基地，成为

满足企业生产要求的员工培训、生产加工和产品开发中心。二是提高应用技术研发能力，校企协同创新，

解决企业关键技术和行业共性技术难题，强化科技创新对苏北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技术支撑作用。三是

主动服务苏北产业转型升级，瞄准本地中小微企业的巨大需求，促进产品升级换代和管理上水平。四是

关注、跟进地方经济发展走势，积极开展区域经济发展规划、产业布局和结构调整等方面的研究，为领

导决策和推动实践提供理论支撑和对策方案。 
(三) 行业企业要积极参与职业教育，深化产教融合 
1) 明确各方职责。创新工作机制，建立由政府牵头，有关部门、行业、企业、学校和各种社会力量

共同参与的制度，将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上升到政府行为，纳入政府统筹的重要内容，出台政策措

施，推进校企合作制度化，形成政府引导、学校主动、行业中介、企业参与的“多方联动”运行机制。 
2) 创新各类形式。在新常态下，本着“教育与产业融合、学校与企业共建”的思路创新产教融合机

制与模式。目前，要大力推行校企深度合作形式—现代学徒制、校企共同体形式—企业参与混合所有制

办学、校企一体化形式—企业举办职业院校等，进一步创新合作形式，拓宽合作领域，提高育人水平。 
3) 落实各项措施。政府部门要制定校企合作企业标准，制定引导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激励政策，

建立学生实习成本分担与补偿机制。行业要定期发布产业调整和岗位需求变化、就业状况信息，参与标

准制定和教学评估等工作，尝试牵头组建职教集团。企业要积极参与职业院校实训基地、专业、课程、

师资队伍等各项建设，接纳教师顶岗锻炼和学生实习等。职业院校要重视吸收行业企业界人士参与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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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质量评价的全过程，为行业企业发展提供技术和智力支持。 
4) 搭建各种平台。要实施校企合作促进工程，搭建各方信息沟通、资源共享、合作交流的平台，实

现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的有效对接。一是搭建校企互动交流平台；二是搭建校企产学研合作发展平台；

三是搭建教学与管理平台，使校企双方共同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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