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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作为我国目前经济领域改革的主旋律，必然推动职业教育专业转型升级的发展。高职

院校如何提升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能力，避免专业设置“同质化”，深入推进产教融合内涵化建设是现

阶段亟待解决的问题。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区域发展背景下，通过对巴中职业技术学院专业结构、发

展规划、专业诊改与教改等四个层次的分析，明确现阶段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之间的

冲突。通过对现状的分析及对策的思考，明确职业教育优化专业结构转型升级需要政府部门、行业协会、

企业、院校共同发力实现政策“落地”，充分调动各方助力搭建数据资源库平台，从而实现产教融合视

域下的职业教育生态协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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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s the main theme of the current eco-
nomic field reform in our country, will inevitably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the trans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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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upgrading of professional education. How to improve the ability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o serve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void the “homogenization” of specialty settings, and 
further promote the connota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are urgent prob-
lems to be solved at this stage. In the context of the regional develop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four levels of professional structure, de-
velopment planning, professional consultation and teaching reform of Bazhong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and clarifies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professional setup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t this stage.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the reflection of countermeasures, it is clear that the trans-
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professional structure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require the joint efforts of government departments, industry associations, enterprises and col-
leges to achieve the “landing” of policies, and fully mobilize all parties to help build a data re-
source database platform, so as to realize the ecologic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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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职业教育的发展与区域地方经济发展相辅相成，双方必须相互依赖、协作共通才能彼此成就。若职

业院校人才培养体系脱离了地方区域经济发展实际，将很难取得实质性的教学成果。职业教育是与普通

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多样化人

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途径 [1]。《职业教育产教融合赋能提升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
年)》中指出按照《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和《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有关

要求，坚持以教促产、以产助教，延伸教育链、服务产业链、支撑供应链、打造人才链、提升价值链。

加快形成产教良性互动、校企优势互补的产教深度融合发展格局，持续优化人力资源供给结构，为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强大人力资源支撑 [2]。 

2. 巴中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现状及建设目标 

巴中是川陕革命老区核心区域、原川陕苏区中心城市和秦巴山片区中心城市，是全省“一干多支”

发展战略重要节点城市，生态环境优良，农产品资源、矿产资源、中药材资源丰富，被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誉为“四川盆地北缘山地重要生物基因库”。虽然物产资源丰富，但巴中仍面临产业发展空间不足、

碳达峰碳中和系列政策出台约束约束产业扩张、工业发展能力动力不足等问题。基于以上问题，《巴中

市工业园区发展规划(2022~2027 年)》对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出了：推动全市“1 + 3”产业布局，立

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坚持主业成链集聚发展，构建以食品饮料、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为主导的

新型工业体系的建设目标 [3]。 
按照“大园区小集中、小切口大发展”思路，坚持全市一盘棋，坚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差异发

展，突出巴中经开区引领带动功能，加快做大做强县(区)“1 + 1”产业，引导园区探索培育符合自身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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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优势、契合资源要素特征的产业，持续提升细分产业显示度，构建“一核引领、五区联动”工业园区

空间布局(详见图 1)。 
 

 
注：图片来源：巴中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巴中市工业园区发展规划(2022~2027 年)。 

Figure 1. Bazhong City industrial park construction overall structure 
图 1. 巴中市工业园区建设总体架构图 

3. 巴中职业技术学院专业转型的现状与发展规划 

3.1. 专业建设情况 

Table1. Professional information at Bazhong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表 1. 巴中职业技术学院专业情况 

专业类别 高职数量 中职数量 合计数量 

医药卫生类 9 1 10 

教育类 3 2 5 

计算机类 4 1 5 

财经商贸类 3 1 4 

公共服务与管理类 2 0 2 

餐饮类 1 1 2 

土木水利类 3 0 3 

材料类 1 0 1 

汽车类 2 1 3 

加工制造类 3 1 4 

电子信息类 3 0 3 

农林牧渔类 3 0 3 

轻纺食品类 1 0 1 

数据来源：巴中职业技术学院招生就业网。 
 
截止 2022 年底巴中职业技术学院共开设有 33 个高职招生专业，涉及教育与体育、医药卫生、土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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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装备制造、电子与信息、财经商贸、旅游、公共管理与服务、公安与司法、交通运输 10 个专业大

类(详见表 1)。具有国控专业 5 个，具有建筑工程技术、汽车制造与试验技术和旅游管理 3 个省级重点专

业，1 个省级现代学徒制试点专业。现阶段我校的建设目标是不断完善专业设置布局，逐步形成以师范、

医卫为龙头，理工经管类并举的专业格局。 

3.2. 项目化教学模式初见成效 

我校溧阳实训基地项目化教学模式基于典型工作任务、结合职业能力，各专业均对接岗位能力和职

业资格要求，按照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的课程目标，融入课程思政，制定完善了课程标准。合

理整合课程内容，推进课证融合校企合作开发课程；项目化教学采取“大教学小课程”模式，对不同科

目课程内容进行归纳整合，形成实训项目。2022 年开始在电子信息类、计算机类、汽车类、加工制造类

等七个专业进行初步试点。此种教学模式收到了学生和老师的一致好评，以更综合全面的评判要求，实

现了理实转换。 

3.3. 专业诊改与教学改革 

3.3.1. 建立内部质量保证体系 
2021 年我校以“十三五”教育事业发展总体规划为引领，以完善质量标准和制度，提高利益相关方

对人才培养工作质量的满意度为目标，按照“需求导向、自我保证，多元诊断、重在改进”的工作方针，

围绕学校的总体办学目标，以质量监测平台为支撑，在学校、专业、课程、教师、学生五个横向层面，

对应决策指挥、质量生成、资源建设、支持服务、监督控制五个纵向系统，建立“5 横 5 纵 8 字 2 引擎 1
平台”为基本框架的网络化、全覆盖、具有较强预警功能和激励作用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主要针对专

业层次的诊改提出以下两点要求： 
(1) 基于人才培养方案，实施一年一次专业教学自我诊改。 
(2) 基于专业建设方案，实施三年一轮的专业考核性诊断。(a) 运用数字校园信息管理平台，采集专

业建设状态数据，根据数据统计、分析，监测专业建设目标任务完成情况，实施三年一轮，吸收行业、

企业、政府参与的专业考核性诊断与评价，及时反馈和改进。(b) 二级教学单位组织专业团队进行人才需

求调研、就业市场分析、毕业生跟踪调研分析、用人单位满意度调查分析，修正人才培养目标。 

3.3.2.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升育人质量 
(1) 深化产教融合为切入点，加强专业内涵建设 
对接巴中、溧阳两地区域经济，优化专业布局，认真做好专业调整、撤销、申报，继续跟进畜牧兽

医专业和中草药栽培与加工技术的教学准备，加快推进口腔医学、口腔医学技术等相关专业申报；以溧

阳实训基地建设为契机，加快构建和完善实践教学体系，深入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交替、

项目化教学”的育人模式；结合教学改革，进一步完善人才培养方案，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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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教

育与终身学习对接”原则，做好“岗、课、赛、证”融合，构建好专业人才培养课程体系矩阵。 
(2) 持续推广“中国新型现代学徒制”专业试点 
组织二级学院推进旅游管理、物流管理 2 个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优先支持在溧阳实训基地开展现

代学徒制试点的专业，鼓励教育学院、医学院组织相关专业积极参与溧阳实训基地产教融合试点项目。 
(3) 扩大教育部 1 + X 证书试点范围 
以学前教育、小学教育、护理带头示范，再组织 1~2 个相关专业参与《母婴护理》、《幼儿照护》、

《研学旅行课程设计与实施》证书试点，三个证书年度内至少分别组建不少于 100 名学生和社会人士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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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考核，所有专业学生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获取率不低于 60%。 

4. 职业教育转型升级与产业结构转型之间的冲突 

4.1. 专业设置与产业结构不匹配 

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与本科教育有着本质性的区别，职业教育办学者必须对此有深入认识，区

别于本科教育学术型、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要求，职业教育应该更侧重于培养适应现代科学技术、生产方

式、服务技能、实施创新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就必须要求职业院校

在了解区域产业结构的基础上有针对性的开展专业调研，从而设置专业结构，根据产业要求开设课程，

依托用人单位的岗位需求确定课程教学目标、教学模式。 
然而，现阶段很多高职院校在设置专业结构时更多的是出于招生和生存层次的考虑，在设置专业时

存在一味迎合家长和学生，未及时了解区域产业结构，忽略现阶段的市场需求，导致培养的毕业生不符

合用人单位的要求、人才培养数量与产业结构不适配的现象普遍存在。此外，大部分高职院校在进行专

业设置时更多的偏向于开设与第二、第三产业适配的专业，与第一产业适配的专业极少、有的院校甚至

没有。从专业结构上来看，当前我国地方本科高校专业结构同质化现象严重，教育链、人才链、专业群

与区域产业群的动态协同机制尚未形成 [4]。 

4.2. “政企校”协同育人目标冲突 

4.2.1. 教育政策落实衔接不够 
近年来，政府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出台了大量的法律法规等具有指导性的政策文件，但在其实施过

程中存在着一系列问题，主要表现在政策上传下达、衔接不够。现阶段是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快速发展的

时期，为了调节人才供需结构性矛盾的问题，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性教育文件，但最终收效甚微，究

其原因在于国家政策多提出的是关于宏观层面的原则性、指导性要求，而其中关于具体实施、奖惩的微

观规定不足。其次，由于各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相关部门执行力度的参差，导致“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现象普遍存在。从我国高等教育政策发展历程不难看出，政策目标制定与实施手段不匹配，落实工具不

足、各个层面的价值冲突等问题是持续性存在的，如何实现教育政策的统一、连续以及系统协调，将是

相关部门、教育机构、教育工作者需要长期探讨和研究的问题。 

4.2.2. 校企合作未达成共识 
企业和职业院校组织性质的差异注定使得双方的人才培养目标存在冲突，企业是功利性的，其根本

的目标是追求利益最大化；而职业院校的本质是公益性的组织，其目标是提高劳动者素质，培养专业的

技术技能型人才；不难看出双方在性质上的差异注定导致很难实现深入的融合。产教融合是现阶段改善

社会问题必不可少的一步，也是未来很长一段时间、政府、企业、教育机构所需要共同思考的问题，众

所周知教育改革更多的反映的是社会问题而不仅仅是教育问题。现阶段很多高职院校在与企业洽谈校企

合作前双方并未进行深层次的了解，很多时候都是仅就双方一时的用人与就业需求达成一致，随意的供

需关系导致双方的联盟不能长期有效的进行合作。没有建立长期共享、优势资源互通的人才培养资源库，

很容易导致矛盾冲突，破坏合作关系的稳固性。 

4.2.3. 校校共育存在壁垒 
职业教育的发展历史悠久，很多老牌职业院校在人才培养、专业建设上存在经验优势，因此很多新

兴的职业院校会派老师进行调研、学习，校校共育教学模式在很多新职业院校普遍存在。但在学习的过

程中未考虑区域经济发展差异、院校专业设置、教学水平、实训室建设、师资等现实情况的区别，一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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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搬别人的育人模式，忽略适配性的问题，难以突破的校校壁垒也是很多学校在进行专业转型升级与产

业结构调整时比较突出的问题。此外，民办高职院校普遍存在服务认知差的问题，认为自己的主要职责

在于培养人才而不考虑服务地方经济，因此来自当地政府的支持关注也相对较低；而公办职业院校服务

区域经济的责任感更强，被企业和政府接受的度更高，双方本质性的区别也导致其育人模式、人才培养

目标存在差异。 

5. 职业教育转型升级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基本思路 

5.1. 专业结构调整方面 

判定职业教育是否能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服务的决定性因素在于职业院校是否按照地方经济发展需

求设置专业结构、制定人才培养目标。为了使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符合区域企业需求，要求各专业带头人

从区域产业、企业的具体情况出发，分析区域发展的支柱性产业，优化专业结构，更新专业目录，创建

具有特色的人才培养模式。 
现阶段部分经济发展态势较好的一二线城市区域企业对第三产业人才的需求量仍呈逐步走高的趋势，

这就要求职业院校细化专业结构，创新开设如母婴护理、家政、宠物医师等符合现阶段新型用人需求的专

业；相较而言像巴中市这种经济欠发达的四五线城市产业结构可能更多的还是偏向于第一、二产业，那么

职业院校在进行专业结构建设的时候就要考虑开设一些面向自然资源开发、农业技术、工业技术性的专业。 

5.2. 政策落实方面 

要想真正实现职业教育的政策性文件落地，首先第一步就是要强化职业教育服务地方经济的认知，

这需要区域政府的各职能部门将宏观性的政策文件进行细化，依据职业院校专业发展、课程设置的特色

有针对性的提出实施方案，利用有效的工具和奖惩机制，让政策落到实处；让所有的职业院校不管是公

办还是私立都能找准自身的定位，在培育出符合地方经济发展的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同时，实现学校的自

我发展。要让各职业院校看得见“希望”，那么他们才有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动力。 

5.3. 产教融合方面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引领职业院校优化专业布局的重要手段，也是进一步推动专业人才培养与产

业行业相匹配的潜在力量，解决了产教融合面临的突出问题，必然带来校企协同优化的强劲动力 [5]。产

教融合过程中最突出的矛盾在于各方保障机制不够完善，因此要提高企业参与学校人才培养的积极性最

重要的就是要依托政府制定完备的权责划分机制和制度保障机制，明确政府、企业、学校三方各自在校

企合作过程中所承担的人才培养责任，引导企业将个体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目标挂钩。同时考虑其在参

与人才培养的过程中可能面临的人才流失风险及投入成本，给予适当地补偿，可以考虑由政府和学校出

资进行购买企业的设备，或者共同出资建立实践场所；其次可以考虑学生在入校或者进行岗位实习之前

就与企业签订“订单班”协议，每学期制定一两个月的专项实训计划由企业指导老师带领学生在企业生

产线或者相应岗位上开展专项实训，避免人才流失，增强学生对专业和就业岗位认同感的同时规范学生

的实习和就业工作，实现供需双方的平衡。 
此外要做好科学的质量监控与评价体系构建。在政府的牵头引导下，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以及行业企

业主管部门共同参与，构建校企合作的质量监控和评价体系，定性和定量地监测与评价校企合作运行的

目标、环境、过程、效益，同时结合监测与评价的结果进行校企合作调控 [6]。 

5.4. 校校合作育人方面 

持续推进校校合作育人模式，区别于传统的依葫芦画瓢合作模式，校校双方可以就某一专业设置专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111427


任佳宇 等 
 

 

DOI: 10.12677/ae.2023.13111427 9247 教育进展 
 

门的调研团队，就双方在地方产业结构、专业结构、实训室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等各个层面进行全方位、

深层次的研讨，制定专门的实施方案，实施过程中可实行一期一会、一年一诊、三年一研不断进行诊改、

优化，从而将校校合作育人落到实处。 

5.5. 持续推进项目化教学模式 

不断完善实践教学体系，以“岗位职业能力”为主线，“学校、企业”共同培养为主体，“基本能

力、专业技能、综合素质”为目标，“认识实习、专业实训、技能大赛、社会实践、岗位实习”为重点

环节，注重以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为设计思路，探索协同育人机制，将实践教学纳入课程体系的整体设

置中，实现教学过程与岗位工作过程对接。 
深入思考项目构建，突破单科课程教学局限，培养学生动手实操能力，让学生在做中学、学中思、

思中进，充分发挥学生的课堂主体地位。 

5.6. 充分发挥行业组织的桥梁作用 

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强化行业协调指导”。行业组织作为社

会第三部门，是行业企业基于某种共同利益自发形成的一种新型组织形态。它具有中介性与协调性，是

代表行业企业与政府沟通表达需求的重要机构，也应是连接教育与产业、协同政府推动与管理校企合作

的重要组织 [7]。作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高职院校，在办学过程中密切需求行业组织协助是必

不可少的环节，行业组织可通过以下途径进行介入：首先，作为校企沟通的重要桥梁，“行业组织应广

泛收集各类行业数据和信息，构建完整、详细的行业大数据资源库，从而为政府决策、职业教育开展及

企业发展提供依据和参考” [8]。其次，行业组织要协助政府相关管理部门制定校企合作规范细则，细分

权责与保障机制，同时发挥其指导作用，及时的将最新的政策规章进行解读和传达。“构建以行业组织

为主导的校企合作评价制度，更有利于公正、科学地考量校企合作质量”。 

6. 结语 

近几年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职业院校的发展已进入提升内涵、攻坚克难的重要阶段，紧跟区域产

业结构转型升级步伐调整专业结构是我们的必经之途。一是要细化权责、平衡利益分配，使各行业、企

业、院校无后顾之忧地为职教人才的培养投入精力，确保产教融合政策真正“落地”；二是要加强院校

合作，探究新的育人模式，为新兴院校提供发展思路和切实可行的建设方向；三是要充分调动各行企业

协会的桥梁作用，建立数据化的资源库，达到产教融合视域下的生态协同。产业机构转型升级步伐瞬息

万变，各高职院校要敏锐的探查地方经济发展的方向，深入行企业调研不断优化专业结构设置和课程建

设目标，才能真正培育出符合社会发展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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