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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职业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关系已成为产教融合背景下教育学界关注的重要内容。本文基于上海市经济

数据和高职教育发展现状，构建了上海高职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的灰色关联度模型。研究结果表明：上

海市高职教育与经济发展两者之间呈现正相关关系，具有较强程度的关联性。据此得出应建立以政府牵

头主导、企业主推、院校主体的多元协同共治模式，不断创新深度融合模式，构建协同发展的健康环境，
以此来实现上海高职教育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长效机制，为职业教育发展环境的不断完善和教育办学

体制的不断升华贡献自己的上海智慧和上海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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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economy h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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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educational circl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tegration of in-
dustry and education. Based on the economic data of Shanghai and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hanghai and a strong correlation. This con-
cluded that should be led by the government, business owners, colleges main body of multiple 
collaborative work mode, innovation depth fusion mode, build the healthy environment of coor-
dinated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Shanghai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he coor-
dinated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economy of long-term mechanism, for the development of voca-
tional education environment and education system constant sublimation contributing their Shang-
hai wisdom and Shanghai streng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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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与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作为我国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体系重要

组成部分的高职教育，担负着开发人力资源、创新国家技术发展体系、培养技术技能型职业人才、加快

创业就业的重要功能[1]。国家对职业教育发展的高度重视，最早体现在 1985 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

制改革的决定》，该文件指出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应紧密结合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并重视职业和技术

培训。2022 年 4 月 20 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明确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

育具有平等地位的教育类型，努力提高对职业教育的认知度，深化产学结合和校企合作，采取保障措施

完善职业教育体系，更好促进职业教育高素质发展。 
如今，在知识经济和技术经济快速发展的时代下，作为一种巨大生产力的高职教育对经济增长和社

会发展的贡献作用越来越明显。一方面，高职教育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为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必

要的技术和人才保障，另一方面，地方经济快速发展下生产的物质基础又成为了高职教育提质培优的坚

实后盾。二者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存在着很强的联系性，但如何深入评判职业教育与地方经济是否

达到协调发展一直以来备受各界学者关注。通过搜索相关资料发现：可以通过研究院校数量是否与当地

经济规模相和谐、人才培养方案是否与行业企业相贯通、专业布局是否与产业结构相符合以及学生素质

是否与用人单位相契合等思路进行评判。 
上海是全国教育综合改革的先驱者、示范者和领导者[2]，作为国家改革开放、创新发展的先锋，上

海制定了《上海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5~2030 年)》，希望通过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推动职

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进而加快上海综合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优化产业经济发展优势，提高劳动者职业技

术水平，促进技能型人才队伍建设[3]，建设技能型社会，最终实现职业教育与经济建设的协调发展和相

互促进。因而本文以上海市为例，基于当地经济数据和高职教育发展现状，建立与之相关的灰色关联模

型，研究它们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 

2. 文献回顾 

学界关于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的研究日益丰富，结合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分别从两者协调发展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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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模型构建等角度展开，体现了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的紧密联系，两者之间呈现出

一种相互促进、相互影响和共同发展的关系。 

2.1. 关于职业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存在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职业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经费投入不合理、专业设置与产业结构不匹配等。

黄芳(2010)从全局出发，提出湖南省职业教育存在着配置不平衡、教师建设水平不高、培训基地不足、资

金投资不合理等问题，对湖南省职业教育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4]；王钟斌(2017)从区域完整性和区

域差异的角度分析了浙江省 23 所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专业和产业结构匹配程度的现状，研究发现第一产

业的专业匹配程度较好，第二产业专业的设置不能满足相应产业发展要求，第三产业专业的数量过大，

导致相关专业人员供过于求[5]；李文渊、肖潇和汤艺(2019)在分析区域经济特征的基础上，结合对技术

熟练人才的需求、产业结构和专业结构的现状，发现湖北省高校专业设置存在产业契合度不够、突出特

征不足等问题[6]。 
基于以上问题，不少学者围绕产业链需求、校企合作、办学质量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政策建议。肖

宗娜和蒋红星(2015)提出广西高职教育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需要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校企一体化合

作、提升教育培训资源社会共享能力[7]；林新贵(2016)认为高职院校应在专业结构上匹配区域产业结构，

在学校质量和水平上匹配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只有这样才能与当地经济产业形成良性协调发展模式[8]；
周颖(2021)提出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与产业结构不匹配的问题，认为政府、企业、学校三者之间应该加强合

作，更新专业设置与课程设置，为区域产业经济的发展提供更加适合的专业性人才[9]。 

2.2. 关于职业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量化研究 

关于职业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的量化研究有很多，学者们通过创新和改进相关模型，如面板数据回

归模型、灰色关联度模型、耦合协调度模型等对两者的相关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李志刚(2013)通过引入

总体均值截距项的固定效应变截距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研究了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的

相关性[10]；冯为远(2019)建立灰色关联度模型对中山市职业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进行了实证分析[11]；
潘海生、翁幸(2021)运用熵值法与耦合协调度模型对 2006~2018 年全国高职教育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

进行研究[12]；陈佳梅、王斌(2022)构建了常州地区经济发展、产业结构与职业教育 15 个发展水平指标

的灰色系统模型[13]。 
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二者之间相互促进、相互影响，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研究表明，大部分

学者往往使用较为单一的定性或定量的方法，比如单纯地通过查阅文献或者借鉴相关理论梳理推导，但

在理论阐述时很少有学者能把专业设置和当地特色产业、优势产业相结合来更好地诠释产教融合。相比

而言通过定量分析建立模型更加科学具有说服力，如通过院校专业设置和当地产业发展的匹配度来表现

职业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程度，但在选取指标片面、统计数据不充分的情况下会导致运算结果的偏差和

错误。 
基于以上研究，本文试图改进单一方法表现的不足，转而采用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

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建立上海高职教育与当地经济发展之间的灰色关联度模型，探讨地方高职教育与区

域经济发展的密切关系，并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上海市高职教育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3. 灰色关联度模型的构建与分析 

纵观前文，发现高职教育发展与经济社会发展两个系统间有着紧密的联系。我们可以使用多种算法

模型对两个系统之间的紧密关系程度进行评价。比如熵值法、模糊综合评价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等。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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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法的基本思路是根据指标变异性的大小来确定客观权重，是一种客观赋权法；模糊综合评价法通过精

确的数字手段处理模糊的评价对象，将不完全信息、不确定信息转化为模糊概念，使定性问题定量化；

耦合协调度模型用于分析事物的协调发展水平，实现协调发展的动态关联关系。 
灰色关联分析是按发展趋势做分析，因此对样本量的多少没有过多的要求，不需要典型的分布规律，

而且计算量比较小，其结果与定性分析结果会比较吻合。相比之下，灰色关联分析是系统分析中比较简

单、可靠的一种分析方法。灰色关联模型有系统分析和综合评价这两个重要作用，可以通过运算数据更

加科学直观的判断出影响高职教育和经济协调发展的阻碍因素，通过方案的优劣排名，提出具体的改进

措施和优化方案。这是相对于其他算法模型的优势所在。 
因此本部分拟采用灰色关联模型进行具体分析，通过计算关联度测量两个系统之间关联性的大小。 

3.1. 模型构建 

灰色关联分析是采用灰色从属顺序来反映系统各要素之间关系的强弱和顺序，是一种通过灰色相关

性来确定系统各因素之间的影响程度或因素对系统主要操作的贡献程度的方法。在灰色系统理论中，灰

色相关分析主要有三种方法：邓氏灰色关联度、斜率灰色关联度、相对变率关联度[14]。本文选取斜率灰

色关联分析法来探讨高职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建立了以下分析模型： 
设自然序列 ( )X t 、 ( )Y t 分别为高职教育与上海市经济的子集， 
则有： 
子序列 ( ){ }1,2,3, ,i i kx x t k n= =   
母序列 ( ){ } { }1,2,3, , , , , 1, 2,3, ,j j ky = y t k = n i j t N=   
则两个时间序列在各个时刻的关联系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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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两个时间数列函数 ( )Y t 、 ( )X t 的关联程度为： 

( ) { }
1

1

1 ,  1, 2,3, , 1
1

N

ij
t

t t n
N

γ γ
−

=

= = −
− ∑                            (1-6) 

3.2. 数据指标采集与选取 

指标体系的选择与构建是灰色关联模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遵循指标构建原则的基础上，上海市高

职教育与经济发展模型的指标选取应与区域的经济特点、产业发展现状、相关政策扶持、高职教育规模

等相关，同时还应考虑到指标选取的代表性和科学性、数据的准确性和可用性，因此本文构建了以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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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发展为子因素指标，以经济发展为母因素指标的指标体系。其中，用 ( )X t 来代表高职教育发展子因

素指标体系，用 ( )Y t 来代表经济社会发展母因素指标体系。 

3.2.1. 高职教育发展指标 
能够反映高职教育发展的指标很多，我们从学生、教师、专业设置三个角度入手，选取能够反映高

职教育规模和质量，与区域经济、产业发展可能存在关联的指标，如学生毕业和就业情况、高职与本科

院校招生人数比、一二三产业招生和毕业生数量、教师数量和职称情况等。在对自身情况进行充分的客

观评价后，才能进一步研究高职教育本身以及与社会经济发展两者间的关系变化程度。 
1) 高职院校毕业生占高校毕业生比重、就业率 
高职院校毕业生人数占比、毕业生就业率可以反映出高职院校一定时期内的教学成果和教学质量，

以及高职学生在就业市场的分量。据图 1 可以看出近十年来高职院校毕业生占高校毕业生比重较稳定，

大体保持在 27%左右，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率近十年来都在 95%以上且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这一定程

度上得益于上海市对高职院校发展的支持和各类产业的蓬勃稳步发展，据了解近些年院校在政府的支持

下广泛开展校企合作，多与重点产业、新兴产业等相关企业进行密切合作，双方相互选择彼此配合更好

地为毕业生顺利毕业和良好就业保驾护航，同时为上海高职教育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

[15]。 
 

 
Figure 1. Relevant situation of senior graduates in Shanghai, 2011~2021 
图 1. 2011~2021 年上海高职毕业生相关情况 

 
2) 高职招生人数占本科招生人数的比重 
这一指标可以较好地代表一定程度下高职教育的整体规模情况。根据数据发现：上海市普通本科高

等教育招生人数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16 年来招生人数净增 40.06%；普通专科层次高等教育招生人数呈

现逐年下滑的态势，16 年来招生人数减少 35.06%。从高等教育总体结构来看，上海高等职业教育招生人

数平均每年占本科招生人数的 54.69%，呈逐年下降的趋势(见图 2)。招生规模缩减的背后是高职教育的

良性整合，在提质培优行动计划中，各大高职院校需要进一步在提升教学质量上下功夫，比如通过优化

人才培养方案、深化校企合作、提高专业与产业适配度等措施，沉下心来做好学校内部建设，实打实提

供更加优质的职教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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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2. Enrollment of undergraduate and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shanghai, 2005~2021 
图 2. 2005~2021 年上海本科、高职院校招生人数 

 
3) 高职院校三产专业招生、毕业生人数 
这几个指标是指标体系中的重点指标，将院校的专业设置与三产结合起来进行招生人数、毕业生人

数的统计，可以很直观地表现出高职院校各个专业的名额设置是否与区域经济特点相协调，契合本篇文

章的主体。搜集数据资料发现，总体上院校开设第一产业专业的招生数和毕业生数最少，远低于第二产

业和第三产业专业。第三产业专业招生人数、毕业生人数最多，约为第二产业专业招生人数的 4 倍，占

有很大比例(见表 1)。把院校的三产专业数据和经济上的三产数据对应起来进行下一步的模型运算可以得

到更加准确明朗的协调程度关系。 
 

Table 1. Enrollment and graduates of higher vocational primary, secondary and tertiary industries majors in Shanghai, 
2011~2021 
表 1. 2011~2021 年上海高职第一、二、三产业专业招生数和毕业生数 

年份 
第一产业专

业招生人数 
(万人) 

第二产业专

业招生人数 
(万人) 

第三产业专

业招生人数 
(万人) 

第一产业专业

毕业生人数 
(万人) 

第二产业专业毕

业生人数 
(万人) 

第三产业专业毕

业生人数 
(万人) 

2011 0.06 1.01 3.97 0.05 1.13 4.30 

2012 0.06 0.95 3.71 0.05 1.05 4.00 

2013 0.07 1.00 3.83 0.05 1.00 3.86 

2014 0.07 1.00 3.94 0.06 0.96 3.71 

2015 0.08 0.93 3.87 0.07 0.86 3.68 

2016 0.09 0.82 3.80 0.08 0.77 3.65 

2017 0.09 0.80 3.66 0.08 0.84 3.81 

2018 0.09 0.77 3.66 0.09 0.85 3.73 

2019 0.11 0.87 4.02 0.08 0.82 3.70 

2020 0.11 0.93 4.04 0.09 0.78 3.52 

2021 0.11 0.88 3.83 0.09 0.76 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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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教师情况(生师比、专任教师、高级职称) 
生师比、教师职称情况反映了教师的数量及其效益，广义上是可以衡量高职院校的办学条件、办学

成果的重要指标。近十年来专任教师数量总体上呈现逐年下滑的态势，生师比逐年递增，副高级以上教

师数大体上比较稳定(见图 3)，这说明了人力资源的利用效率在不断提高，因为在资源不变的情况下更多

的学生可以享用，但是一定程度上会对教师的业务水平有着更加严格的要求，每名教师需要面临更多学

生，承担更多教学任务。通过教师情况可以反映出高职教育开展的质量，良好的师资队伍是顺利进行教

育教学的前提保障，学校要把教师团队的开发建设作为学校进步与发展的支柱力量，在教学实践中多关

注教师的教学能力、学生的学习情况、师生互动情况、学科建设与教学设计等来保障学校师资力量的提

升和人才培养的质量。 
 

 
Figure 3. Student-teacher ratio, full-time faculty, and number of faculty at the associate level or 
higher, 2011~2021 
图 3. 2011~2021 年生师比、专任教师、副高级以上教师数 

3.2.2. 经济社会发展指标 
在经济社会发展指标中，我们主要关注的是 GDP 总量和工业总产值，特别要留意一、二、三产业生

产总值占比和增长情况，这些与职业教育专业设置、调整息息相关。只有这样充分考虑经济发展自身以

及与高职教育这两者之间存在的特质，才可以更加科学缜密地选取出最能表征其发展现状的相关指标。 
1) GDP 总量、增长率、人均 GDP 
与 GDP 相关的这类经济指标可以反映上海市的经济发展规模，判断出当地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状

况。上海 GDP 总产值近十年来呈现逐年增长的趋势，到 2021 年底已经从 20009.68 亿元增长到了 43214.85
亿元，随着 GDP 增长率的变动，人均 GDP 也在同步上升，在 2021 年达到了 17.36 万元(见表 2)。人口增

长率一定的情况下，经济增长可导致人均收入的增长，从而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相应地能为高职教育

提供足够的财政支持力度，带动高职院校办学水平的进一步提升。 
2) 一、二、三产业生产总值占比 
一、二、三产业生产总值占比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指标，这与院校中专业的选取调整联系紧密。

由表可得：第一产业生产总值 99.97 亿元，占三产的比重为 0.23%；第二产业生产总值 11449.32 亿元，

占三产的比重为 26.50%；第三产业的生产总值为 31665.56 亿元，占三产的比重为 73.27% (见表 3)。综合

近 10 年的情况，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中国统计年鉴》可知，第一产业生产总值有着持续下跌的趋势，

占三产比例较小；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在逐步上升，其中发现第三产业发展最快，逐年达到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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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上升的情况，年平均增长率约为 11.75%。由此可以看出，上海第三产业在城市工业经济的发展中起着

重要的作用，结合高职教育指标数据中院校开设第三产业专业招生人数占有很大比重可得知高职院校的

专业设置在向第三产业倾斜，与上海经济发展状况较为匹配。 
 

Table 2. Total GDP, growth rate, GDP per capita, Shanghai, 2011~2021 
表 2. 2011~2021 年上海 GDP 总量、增长率、人均 GDP 

年份 GDP 总量(亿元) GDP 增长率(%) 人均 GDP (万元) 

2011 20009.68 8.3 8.59 

2012 21305.59 7.5 8.96 

2013 23204.12 7.9 9.57 

2014 25269.75 7.1 10.28 

2015 26887.02 7.0 10.92 

2016 29887.02 6.9 12.14 

2017 32925.01 7.0 13.35 

2018 36011.82 6.8 14.58 

2019 37987.50 6.0 15.33 

2020 38700.58 1.7 15.58 

2021 43214.85 8.1 17.36 
 

Table 3. GDP and share of Shanghai’s three major industries, 2011~2021 
表 3. 2011~2021 年上海三大产业生产总值及占比 

年份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生产总值(亿元) 占比(%) 生产总值(亿元) 占比(%) 生产总值(亿元) 占比(%) 

2011 126.44 0.63 8169.34 40.83 11713.90 58.54 

2012 129.33 0.61 8174.13 38.37 13002.13 61.02 

2013 131.63 0.57 8286.53 35.71 14785.96 63.72 

2014 131.96 0.52 8633.25 34.16 16504.54 65.32 

2015 125.53 0.47 8408.60 31.27 18352.84 68.26 

2016 114.34 0.38 8570.24 28.68 21202.44 70.94 

2017 110.78 0.34 9525.89 28.93 23288.34 70.73 

2018 104.78 0.29 10360.78 28.77 27752.28 70.94 

2019 107.06 0.28 10193.60 26.83 27686.89 72.89 

2020 103.57 0.27 10289.47 25.59 28308.00 74.14 

2021 99.97 0.23 11449.32 26.50 31665.56 73.27 
 

3) 工业总产值 
工业总产值可以反映出上海市在一定时期内工业生产的总规模和总水平。2021 年底，上海市工业总

产值高达 42013.99 亿元，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其中有六个工业在所有工业行业中占有较大比重，它们

分别是电子信息产品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石油化工及精细化工制造业、精品钢材制造业、成套设备制

造业和生物医药制造业，截止 2021 年底达到 26848.96 亿元，占全市工业产值的一半以上，被列为上海

市重点工业产业。据查阅资料发现在 2021 年有许多经营业绩表现突出的行业企业：中芯国际的营业收入

和净利润创出佳绩，从 2006 年开始近 10 年艰难的创业路程，到 2016 年业务经营开始突破瓶颈，到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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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营收规模居国内之首、世界第四，再到 2021 年后劲十足的技术发展势头，实现营业收入 118.5 亿元，

同比增长 62.56%，净利润 36.19 亿元，经营业绩继续保持着强劲的增长状态；上海米哈游网络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十年来坚持自主研发，2020~2021 年呈现爆发式增长，在海外的营业收入也在逐年增高(见图 4)。
工业的快速发展带动当地经济飞升，同时为高职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技术基础和物质支持。 

 

 
Figure 4. Gross industrial output, six key industrial outputs, 2011~2021 
图 4. 2011~2021 年工业总产值、六个重点工业总产值 

 
根据前文的分析，我们最终得到了上海市高职教育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灰色关联指标，具体指标

体系见表 4。 
 

Table 4. Gray correlation indicators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Shanghai’s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economy 
and society 
表 4. 上海市高职教育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灰色关联指标 

高职教育发展指标 X(t) 经济社会发展指标 Y(t) 

高职院校毕业生占高校毕业生比重(%) x1(t) GDP 总量(亿元) y1(t) 

高职院校毕业生就业率(%) x2(t) 工业总产值(亿元) y2(t) 

高职招生人数占本科招生人数的比重(%) x3(t) 人均 GDP(万元) y3(t) 

高职院校生师比 x4(t) GDP 增长率(%) y4(t) 

院校开设第一产业招生数 x5(t) 第一产业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 y5(t) 

院校开设第二产业招生数 x6(t) 第二产业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 y6(t) 

院校开设第三产业招生数 x7(t) 第三产业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 y7(t) 

院校开设第一产业毕业生数 x8(t) 全市税收总收入(亿元) y8(t) 

院校开设第二产业毕业生数 x9(t) 第三产业从业人员(万人) y9(t) 

院校开设第三产业毕业生数 x10(t) 第一产业生产总值占比(%) y10(t) 

高职院校专任教师数(万人) x11(t) 第二产业生产总值占比(%) y11(t) 

获得副高级职称以上教师数(万人) x12(t) 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占比(%) y12(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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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模型的求解分析 
基于前文的高职教育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实证分析模型，根据灰色关联度模型的构造程序，利用

灰色系统建模软件 7.0.1 对所选取的上海市 2011 年~2021 年的高职教育发展指标与经济社会发展指标的

具体数据进行模型分析，运算得到上海市经济指标 y1(t)~y12(t)和高职教育指标 x1(t)~x12(t)间的相关度，内

容如表 5。此外，在进行灰色关联分析时，由于母序列 y5 中出现了负值，对数据做了标准化处理，使原

始数据进行了线性变换，使结果落到了[0, 1]区间。 
 

Table 5. Gray correl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dicator Y(t) to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dicator X(t) 
表 5. 经济发展指标 Y(t)对高职教育发展指标 X(t)的灰色关联度 

γ y1(t) y2(t) y3(t) y4(t) y5(t) y6(t) y7(t) y8(t) y9(t) y10(t) y11(t) y12(t) 

x1(t) 0.776 0.917 0.783 0.868 0.691 0.578 0.85 0.793 0.841 0.737 0.879 0.891 

x2(t) 0.792 0.945 0.8 0.855 0.665 0.564 0.827 0.822 0.852 0.714 0.848 0.933 

x3(t) 0.742 0.848 0.748 0.865 0.747 0.619 0.872 0.761 0.785 0.828 0.914 0.837 

x4(t) 0.796 0.945 0.804 0.845 0.657 0.562 0.822 0.833 0.855 0.703 0.83 0.947 

x5(t) 0.927 0.828 0.931 0.735 0.547 0.486 0.678 0.908 0.896 0.579 0.683 0.848 

x6(t) 0.741 0.877 0.748 0.856 0.705 0.593 0.855 0.766 0.793 0.783 0.906 0.857 

x7(t) 0.786 0.927 0.794 0.842 0.665 0.572 0.829 0.814 0.845 0.725 0.86 0.921 

x8(t) 0.907 0.802 0.91 0.717 0.549 0.484 0.673 0.928 0.861 0.572 0.672 0.828 

x9(t) 0.742 0.86 0.748 0.883 0.76 0.613 0.87 0.758 0.797 0.808 0.97 0.836 

x10(t) 0.784 0.918 0.791 0.879 0.709 0.586 0.868 0.804 0.842 0.753 0.896 0.898 

x11(t) 0.757 0.892 0.764 0.875 0.696 0.577 0.854 0.779 0.817 0.753 0.903 0.876 

x12(t) 0.764 0.888 0.771 0.874 0.719 0.596 0.851 0.785 0.805 0.763 0.911 0.87 

平均 0.793 0.887 0.799 0.841 0.676 0.569 0.821 0.813 0.832 0.727 0.856 0.879 

 
根据刘思峰等人研究，当 0 < γ ≤ 0.35，为弱关联；当 0.35 < γ ≤ 0.65，为中等关联；当 0.65 < γ ≤ 0.85，

为较强关联，当 0.85 < γ ≤ 1，为极强关联。关联系数越大，说明两因素之间的关联程度越强，变化趋势

越趋于一致，同步变化的程度越高。 
根据表 5 可计算得出上海市 2011~2021 年经济发展相关性指标对高职教育发展相关性指标的关联系

数均值 γ = 0.791，高职教育与经济发展两者之间成正相关关系，说明从 2011 年开始，上海高职教育发展

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呈现较强关联程度。在上海市高职教育与经济发展所构成的指标体系中，一共有 144
个关联值，所有关联度值都大于 0.35，其中有 16 个关联度值小于 0.65，属于中度关联，占比 11.11%，

有 79 个关联度值大于 0.65 且小于 0.85，属于较强关联，占比 54.86%，有 49 个关联度超过了 0.85，属于

极强关联，占比 34.03%，详细结果如图 5 所示。 
从纵向水平分析来看，院校第二三产业招生数毕业生数、生师比、副高级以上教师数这几项教育指

标可以较强程度上影响上海市工业总产值和 GDP 的增长；院校开设第二产业毕业生数与第二产业生产总

值占比的关联度为 0.97，关联程度为极强，其次为院校开设第二产业招生人数，这说明了第二产业招生

数和毕业生数和二产占比有着密切的联系；高职院校生师比与上海市工业总产值的关联程度为极强，达

到了 0.945，其次是院校开设第三产业的招生人数，关联度为 0.927。此外发现，院校开设第三产业的招

生人数同样极强程度上作用于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占比，达到了 0.921，这些表征反映出高职院校的生师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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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产业专业招生人数等教育指标可以直接程度影响上海市第三产业生产总值的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平的

提高。 
 

 
Figure 5.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higher educ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图 5. 高职教育与经济发展相关联度示意图 

 
从平均关联水平分析来看，在经济发展指标中，上海市工业总产值与高职教育关联度最强，为 0.887，

其次是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占比(0.879)、第二产业生产总值占比(0.856)和 GDP 增长率(0.841)，第一产业产

值年增长率、占比和第二产业产值年增长率与高职教育关联度最弱。由此可知，上海市高职教育发展对

上海的工业总产值、GDP 增长、第三产业的产值占比、第二产业产值占比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 

4. 促进上海高职教育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上海市高职教育应当遵循以人为本发展、公益性与经济性兼顾、权责明确与多元制

衡等相关原则，以上海市三大产业发展现状为前提，着重发展与第二三产业相关的专业，借助城市特色

品牌建设，以政府牵头主导，企业主推，院校为主体来优化高职院校专业结构，深化校企合作，提升高

职院校发展能力和发展动力，以此来完善与之配套的多元治理主体下的协调发展长效机制。 

4.1. 政府层面 

政府在整个高职教育系统中承担着宏观指导的重要角色，是应对困难时的重要主体，政府在高职教

育发展中的各个阶段并不是形同虚设的，多元治理主体、多中心的协调发展都不能离开政府而有效实现

[16]。 
第一，政府应明确自身职能，加强教育治理。高职教育发展应该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面规划中，

这是政府责任。政府应在职能转变过程中承担自己的职责，坚持以政府为引导，也要做到适当简政放权，

给予院校更多的自主权，允许其根据市场需求及时调整学校专业目录、专业招生人数、人才培养方案、

依法自主选聘专业课教师等，切实增强人才培养的适应性，激发院校教学活力，提高院校发展效率，促

进高职教育朝着更加健康良性的道路发展。 
第二，政府应增加对高职院校经费的投入。研究结果表明，高职教育的发展与当地经济发展呈显著

正相关关系，因此要增加对高职教育的扶持力度，加大资金的投入。高职教育的技术性决定了学生是以

就业为导向，这就需要使用更多的资金经费来配备优质实训基地、高级人才、出色的师资团队，培养学

生扎实的实践操作能力和良好的求职适应能力。通过这样对高职教育“硬资本”和“软资本”的双向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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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17]，使得教育资源得到了有效的供给，职教系统可以正常运行，从而确保了高职教育结构、质量和数

量能够适应当地产业经济的发展。 
第三，政府应出台相关支持保障政策。上海市实践证明，政府近十年的高职财政投入加速了高职教

育的快速发展，这得益于相关政策条例的保障。政府相关部门应当继续按照《全力打响“上海服务”“上

海制造”“上海购物”“上海文化”四大品牌三年行动计划(2021~2023)》《上海市职业教育条例》等文

件要求，将发展高职教育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辅之以相应的财政支持手段，创建与经济体制

相适应的校企合作运营机制，重点扶持高职院校第二三产业专业布局和新兴产业有效对接。同时在校企

产教融合发展中为企业提供健全的财税保障机制，进一步出台相关政策，提高企业的主动参与性，确保

校企合作的深度运行，如建立健全有关校企合作的财政激励政策、税收优惠政策、设立专项扶持基金等。 

4.2. 企业层面 

行业企业是产教融合机制有效开展的重要平台和有效推动力，在政府主导作用下，应该注重校企合

作一体化的人才培养合作模式，最大程度发挥出企业的中坚力量。 
第一，企业应提高自身积极性，履行社会责任。校企合作的终极目的是为了培养实用型的技术技能

型人才，企业作为校企合作高效运行的主导者和保障者，要有开放包容的思想观念，与院校建立深厚的

感情，积极地与高职院校进行合作，主动承担起人才培养责任，增强对学生的技术技能指导，培养学生

过硬的实践操作本领，发挥出学生的主观能动性，从而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优质的技术技能型人才、科

技研发和社会服务，同时通过校企合作人才培养，企业可以选择合适的、满意的高技术人才为其工作，

利于企业的持续优质发展。 
第二，企业应深化和职业院校合作程度。据 2021 年《上海高职教育年度质量报告》统计，产学合作

企业总数达到了 3356 家，校企共同开发课程 1727 门，企业接受半年以上顶岗实习生 2.24 万人，录用顶

岗实习生比例高达 71.72%。企业要有战略眼光，应面向上海市重点产业、特色产业和新兴产业，建立与

院校的产学研对接机制，深度参与到校企合作的各个环节，与高职院校共同开发修订课程内容。根据企

业的实际生产需求，使课程内容符合职业标准，并与生产、教学、研究密切合作，加强现代学徒制、订

单式的人才培养方案，真正做到为学生服务[18]。此外，企业应该和高校加强科研合作，通过设立横向科

研项目，承接社会服务，聘请高职院校的师生共同参与，由于学校师生较低廉的收费且学校会提供一定

的场地，这一定程度上既节约了研发的经费，又能保证研发的创新能力。 
第三，企业应为合作院校提供资源支持。校企双方资源共享是促进深化合作的重要方式，企业要明

确自身所应该承担的责任、权利与相应的义务，提高参与高职教育的效率，主动提供、积极支持院校聘

请行业企业骨干技术人员和高级工程师作为校企合作的主心骨，在这样专门的管理下，不断优化教师队

伍结构，指导学生进行高效的实践活动，提高就业创新能力。同时为学生提供多种多样的就业机会和实

习平台，为学生在企业实习实训过程中制定具体方案，提升学习质量，建立双方满意的顶岗实习制和合

同聘任制度，形成伴随式成长，为持续培养适合企业和社会的高技能素质人才注入新鲜血液，更好地实

现合作双赢。 

4.3. 院校层面 

高职院校作为行动核心，只有不断提高其自主执行能力，才能有效改善教育治理水平，促进当地高

职教育的发展，增强上海城市软实力，深化建设更加开放包容、创新、具有时代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大

都市。 
第一，院校应设立专门的部门，规范自身制度设计。为了更好地发展，院校必须进行合理的系统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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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以增强自身的实力院，要把学校作为基本的立足点，成立专门部门规范制度建设，明确各个利益相

关者的职责权限和彼此之间的关系，完善内部科学管理。要设立学科建设办公室，负责日常事务的协调

和监管，修订校企合作深化融合程度的章程建设，针对学校的专业设置，找到适合的企业与合理的合作

切入点，从而更好地开展学生教学活动，促进与企业项目的深度融合；设立教师奖惩发展部门，通过职

称激励、考核激励、培训进修激励等方式对教师队伍实行一定的奖惩管理措施[19]，做到有功者得到奖赏，

有过者接受惩罚，从而促进教师的终身发展，不断适应变化着的高职教育发展要求；设立学生实习就业

跟踪部门，通过教师对学生一对一或者一对多的跟踪式专门负责，对学生实习就业中的情况进行上报、

反馈、解决，保障教学工作的顺利展开，及时调整学校的人才培养方案和现有的实习就业规范制度，促

进毕业生就业质量的不断提升。 
第二，院校应进一步完善师资队伍建设。据 2021 年《上海高职教育年度质量报告》统计，上海高职

院校持续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专任教师比例达到 26.22%，双师型素质专任教师

高达 63.72%，较去年均有显著提高。一方面院校要调整人才引进的门槛，不以学历而以技术论英雄，持

续引进深入企业一线的高级工程师人才团队，他们在产业领域拥有独特的见解、高端的技术和丰富的实

践经验，同时为这部分教师设立单独的评价考核和职称评定制度。另一方面也要引进一些博士、教授等

教育学科型人才，扎实过硬的学科背景、学术研究能力和写作能力正是学校所需要的。院校组合这些不

同类型的教师共同开展项目，合作教学，提高对学生的知识技能的综合培养。此外要明确双师型教师的

标准，提高对双师型教师认定的科学性和公平性，明确要求教师去企业实践的时间频率和长度，通过专

业实践技能的扩展更好地调整教学课程，做到终身学习下教师理论知识和实践技能的双提高。 
第三，院校应合理设置专业结构。专业设置是高院校建设的核心，是把社会和学校相联结的重要纽

带，高职院校的地方特征表明其发展需要当地经济发展土壤的培育，专业设置要密切结合地方经济社会

的发展规划。上海以第二、三产业发展为主，从第二、三产业产值总体占比，特别是第三产业具有绝对

优势的现状来看，院校要在二、三产业专业发展上投入更多的精力，更多的要向第三产业专业倾斜。结

合“上海服务、上海制造、上海购物、上海文化”的四大品牌产业和“国际经济、金融、贸易、航运、

科技创新”的上海五个中心城市建设背景，应以加强现代服务业专业建设为主，稳步加快财经商贸、旅

游发展、交通运输等专业发展。此外专业的设置也应该与信息技术产业、新材料产业、数字创意产业这

些蓬勃发展的重点产业和新兴产业布局相对接，以产业结构的变化和发展方向为引导，不断调整完善专

业结构，更精准地把握人才培养方向，切实提高为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培养高素质人才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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