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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针对衢州市职业教育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提出相应的解决办法。首先，

针对职业教育服务地方经济发展资源不足、结构性矛盾突出的问题，可以采取整合教育资源、加强与市

场的对接、优化人才培养方案等措施；其次，针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积极性不高、校企合作实效性不强

的问题，可以采取制定优惠政策、加强沟通协调、深化校企合作等措施；再次，针对“双师型”教师队

伍数量不足、技能不高的问题，可以采取加大引进力度、制定培训计划、搭建交流平台等措施；最后，

针对职业教育体系不完善、吸引力不强的问题，可以采取完善职业教育体系、加强职业教育宣传、加强

与产业的对接等措施。通过以上措施的实施，可以推动衢州市职业教育服务区域经济发展迈上新的台阶，

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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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conducts an in-depth discussion on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Quzhou vocational educa-
tion serving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roposes corresponding solutions. Firstly, to 
address the issue of insufficient resources and structural conflicts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serving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measures such as integrating educational resources, strengthening 
the connection with the market, and optimizing talent training programs can be taken. Secondly, 
to address the problem of low enthusiasm for enterprise participation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weak effectiveness of school-enterprise cooperation, measures such as formulating preferential 
policies, strengthening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and deepening school-enterprise coop-
eration can be taken. Thirdly, to address the problem of insufficient number and low skill level of 
“double-qualified” teachers, measures such as increasing the introduction effort, formulating 
training plans, and building communication platforms can be taken. Finally, to address the prob-
lem of imperfect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and weak attractiveness, measures such as improv-
ing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strengthening the promo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nection with industry can be taken. Through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bove measures, Quzhou vocational education can be promoted to serve regional economic de-
velopment and make greater contributions to loc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rog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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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年来，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和经济持续发展，对人才总量、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职业教育

是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就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何服务区域经

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是职业教育界的热点话题之一，从职业教育自身发展来看，体制机制不畅、结构不优、

质量不高等问题限制了其服务能力的提升，迫切需要顺时应势，改革创新，寻求突破。在全球经济不断

发展的背景下，职业教育作为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

作用。然而，当前衢州市职业教育服务区域经济发展存在一系列问题，需要进行深入研究和解决[1] [2]。
本文旨在探讨职业教育如何适应时代发展，更好地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贡献力量。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理

论和实践经验的梳理，本文从以下几个方面对职业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进行了探索与研究：(1) 职
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本文分析了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探讨了职业教育

如何通过人才培养、科技创新、文化传承等方式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支持。(2) 职业教育服务区域经

济社会发展的现状分析：本文结合具体区域和行业的实例，深入剖析了当前职业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如教育资源分散、人才培养方案与市场需求不匹配、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积极

性不高等。(3) 职业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策略研究：针对上述问题，本文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办法

和策略，包括整合教育资源、加强与市场的对接、优化人才培养方案、制定优惠政策等措施，以推动职

业教育的良性发展。通过以上内容的探讨，本文旨在为相关政策制定和实践提供有益参考，以期推动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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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市职业教育服务区域经济发展迈上新的台阶，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3] [4]。 

2. 衢州市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及趋势 

(一) 产业布局及规划 
浙江省衢州市是一座具有 1800 多年历史的江南文化名城，一直是浙、闽、赣、皖四省边际交通枢

纽和物资集散地，有“四省通衢、五路总头”之称。衢州位于浙江省西部，钱塘江上游，金(华)衢(州)
盆地西端，总面积 8844.6 平方公里。2021 年，全市生产总值为 1875.61 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

增长 8.7%，两年平均增长 6.0%。衢州市辖柯城区、衢江区、江山市、龙游县、常山县和开化县。每个

区域都有各自的主导产业。例如，柯城区重点发展电子信息、机械制造、纺织服装等产业；衢江区则

以能源、化工、建材等产业为主；江山市则以电力、氟新材料、机械装备等产业为主；龙游县则以特

色农业和旅游业为主；常山县则以特色农业和生态工业为主；开化县则以生态工业和生态旅游为主。

此外，衢州市还积极推进开发区(园区)布局，以促进产业集聚和升级。这些开发区(园区)包括衢州绿色

发展产业园、衢州经济技术开发区、龙游工业园等。这些开发区(园区)主要聚焦于不同的产业领域，例

如衢州绿色发展产业园主要发展绿色能源和环保产业，衢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主要发展先进制造业和现

代服务业，龙游工业园则主要发展特色制造业和新兴产业。因此，衢州市的产业布局和规划较为明确，

不同区域有不同的主导产业和发展方向，同时也有相应的开发区(园区)来推进产业发展。这种布局和规

划有利于不同区域之间的差异化发展和优势互补，也有利于整个城市和地区的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

发展[5]。 
(二) 劳动力转移及就业 
(1) 衢州市积极响应浙江省“十万农村劳动力转移工程”，结合“共富大搬迁”等工程，大力促进农

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就近灵活就业。该工程的目的是在 5 年内实现新增转移农村劳动力 10 万人以上，使

有就业意愿的农村劳动力 100%实现就业。在安置农村转移人口时，会同步制定就业帮扶方案，将劳动年

龄段外人员纳入公共就业服务范围。这样的举措有利于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实现更好的流动，

同时也满足了城市对于劳动力的需求。 
(2) 衢州市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来支持企业和机构开展职业培训，以提高劳动力的技能水平和就

业竞争力。这些政策措施包括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等，鼓励各类企业、职业培训机构开展职业培训，帮

助更多的劳动者获得专业技能，提高就业竞争力。 
(3) 衢州市还积极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工作，鼓励有创业意愿的劳动者积极参与创业活动。

该市通过建设创业孵化基地、提供创业贷款等方式，为创业者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支持。这些举措有利

于推动劳动力从传统产业向现代服务业转移，促进经济发展和就业增长。 
总的来说，衢州市在劳动力转移和就业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支

持职业培训和创业创新等方面。这些举措有利于提高劳动力的技能水平和就业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和

就业增长。 
(三) 用工情况及分布 
(1) 传统行业：衢州市的传统行业主要包括化工、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金属制造业、通用设

备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造纸和纸制品业等。这些行业的发展历史较长，也是衢州市的重要

经济支柱。在这些行业中，有的用工量较大，比如化工、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等；而有的用工量

较小，比如造纸和纸制品业等。不过，这些行业的整体用工情况较为稳定，大部分企业都能够提供较好

的工作环境和福利待遇，吸引员工留任并为企业创造价值。 
(2) 新兴产业：衢州市的新兴产业主要包括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医药等。这些产业的用工情况和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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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与传统行业有所不同。一方面，这些产业的用工量相对较小，但技术含量较高，对员工的技能和素质

要求也相应较高。另一方面，这些产业的用工主要集中在一些高科技领域，需要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和人

才培养来满足市场需求。 
衢州市的用工情况和分布呈现出传统行业与新兴产业并存的特点。传统行业用工量大但技术含量相

对较低，而新兴产业用工量较小但技术含量较高。同时，衢州市也在积极推动产业升级和转型发展，努

力提高劳动力素质和技能水平，以适应市场需求的变化。 
(四) 人才需求及趋势 
首先，衢州市作为四省边际人才集聚的“桥头堡”，对于各类人才的需求量较大。尤其是对于科技

创新和新兴产业领域的人才需求较为迫切，比如新材料、新能源、生物医药等领域的研发人才和技术人

才。其次，衢州市的产业发展也呈现出人才需求多元化的趋势。除了传统的制造业和农业领域，现代服

务业、信息技术、金融、教育、医疗等领域的人才需求也在不断增加。为了满足不同领域和不同层次的

人才需求，衢州市也在积极推进人才引进和培养工作。该市通过实施人才政策，设立专项资金，提供优

惠待遇和良好的工作环境等方式，吸引各类人才来衢州市创业创新。同时，该市还大力发展高等教育和

职业教育，培养本土人才并提高其素质和技能水平。衢州市的人才需求和趋势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但

仍以科技创新和新兴产业领域的人才需求为主导。未来，衢州市将继续加大人才引进和培养力度，为经

济社会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人才动力[6]。 

3. 职业教育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问题 

(一) 职业教育服务地方经济发展资源不足、结构性矛盾突出 
(1) 专业设置同质化：一些职业学校为了追求热门专业，忽视了自己的特色和优势，导致专业设置重

复，缺乏差异化竞争。这种同质化现象不仅浪费了教育资源，还限制了地方经济的发展。 
(2) 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脱节：一些职业学校在人才培养方案、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方面缺乏与地方

产业的对接，导致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存在较大差距。这不仅影响了学生的就业前景，也制约了地方经

济的发展。 
(3) 师资力量不足：职业教育的特点要求教师具备丰富的实践经验和专业技能。然而，衢州市一些职

业学校的教师缺乏实践经验，这直接影响了教学质量和学生的就业竞争力。 
(二) 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积极性不高、校企合作实效性不强 
(1) 企业参与度低：尽管国家鼓励企业参与职业教育，但实际操作中，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积极性并

不高。这主要是因为企业参与职业教育需要投入大量资源，但回报却难以保证。 
(2) 校企合作层次浅：目前，衢州市的校企合作大多停留在浅层次、低水平的状态。学校积极寻求企

业合作，但企业的参与热情不高，导致校企合作的效果并不理想。 
(3) 合作机制不健全：缺乏有效的合作机制和政策支持，是校企合作实效性不强的主要原因之一。政

府需要制定相关政策，引导和激励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提高校企合作的效果。 
(三) “双师型”教师队伍数量不足、技能不高 
(1) “双师型”教师数量不足：衢州市的“双师型”教师队伍数量明显不足，这直接影响了职业教育

的质量和人才培养效果。为了提高职业教育的水平，必须加大对“双师型”教师的引进和培养力度。 
(2) 教师技能水平不高：在一些职业学校中，教师技能水平与企业技能要求存在较大差距。这主要是

因为教师缺乏实践经验和专业技能的提升。为了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必须加强对教师技能水平的培训

和提升。 
(四) 职业教育体系不完善、吸引力不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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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职业教育体系不健全：目前，衢州市的职业教育体系还存在不完善、不健全的问题。这直接影响

了职业教育的质量和人才培养效果。为了提高职业教育的水平，必须建立健全的职业教育体系。 
(2) 职业教育吸引力不强：一些人对职业教育存在偏见，认为职业教育比普通教育低人一等。此外，

一些职业学校在办学质量、课程设置、师资力量等方面存在不足，也导致了职业教育的吸引力不强。为

了提高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必须加强职业教育的质量和水平的提升[7]。 

4. 探索解决问题的路径与举措 

(一) 针对职业教育服务地方经济发展资源不足、结构性矛盾突出的问题，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 整合教育资源，推动特色办学：职业学校需要结合自身的优势和特点，制定专业发展方向，避免

盲目追求热门专业。同时，可以与区域内其他职业学校进行资源整合，形成特色办学，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和效益。 
(2) 加强与市场的对接，优化人才培养方案：职业学校需要深入了解市场需求和地方产业特点，调整

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以适应市场需求和地方经济发展需要。 
(3) 加强师资培训，提高教师实践经验：职业学校需要定期组织教师参加培训和实践锻炼，提高教师

的实践经验和专业技能水平，以满足职业教育的需求。 
(二) 针对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积极性不高、校企合作实效性不强的问题，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 制定优惠政策，激励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政府可以出台相关优惠政策，如税收减免、项目扶持等，

激励企业参与职业教育，提高企业参与的积极性和实效性。 
(2) 加强沟通协调，深化校企合作：职业学校和企业需要加强沟通和协调，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

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等，深化校企合作，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效果。 
(3) 搭建信息平台，促进校企合作：政府可以搭建信息平台，将企业和职业学校的需求和资源进行匹

配，促进校企合作和资源共享。 
(三) 针对“双师型”教师队伍数量不足、技能不高的问题，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 加大引进力度，吸引更多优秀人才：职业学校可以通过提高待遇、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等措施，

吸引更多的优秀人才加入到“双师型”教师队伍中来。 
(2) 制定培训计划，提高教师技能水平：职业学校需要制定培训计划，定期组织教师参加专业技能培

训和实践锻炼，提高教师的技能水平和专业素养。 
(3) 搭建交流平台，促进教师经验分享：职业学校可以搭建交流平台，鼓励教师之间进行经验分享和

交流，不断提高自身的技能水平和专业素养。 
(四) 针对职业教育体系不完善、吸引力不强的问题，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 完善职业教育体系，提升教育质量：职业学校需要完善职业教育体系，包括课程设置、教学管理、

教学质量监控等方面，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和水平。 
(2) 加强职业教育宣传，提高社会认可度：政府和职业学校需要加强职业教育的宣传力度，提高社会

对职业教育的认可度和重视程度，从而提高职业教育的吸引力。 
(3) 加强与产业的对接，增加就业机会：职业学校需要紧密结合地方产业经济发展需求，加强与产业

的对接，增加学生的就业机会和就业质量，从而提高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和社会认可度。 

5. 职业教育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案例分析 

(一) 对接产业建群，面向成果考核 
专业群建设是高职院校与产业对接的重要途径。衢职院针对不同领域的需求和发展趋势，建设了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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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专业群，包括医护康养和工业互联网等重点专业群，以及其他改造升级和谋划布局的专业群。这些专

业群的建设体系旨在推动学校的高质量发展，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和适应行业需求。 
在面向成果考核方面，衢职院建立了自上而下的协同推进机制，实施了“五大课题”改革和人事管

理与绩效分配等方面的改革创新。这些措施旨在强化绩效管理，建立常态化、过程化的成果导向评价体

系，对各类岗位人员的约束与激励并行，设置教科研工作优绩的专项奖励、部门综合绩效考核奖励、部

门突出绩效考核奖励等，并实施年度综合绩效考核。 
(二) 融入区域发展，提供专业支撑 
衢职院对接国家和地区发展战略，充实高水平专业群内涵。例如，工业互联网专业群对标工业 4.0

战略，服务数字强省和长三角区域一体化战略，对接浙江省打造全国数字经济创新高地对复合型技术技

能人才需求。医护康养专业群则以《“健康中国 2030”规划纲要》为指引，服务浙江省大花园及浙闽赣

皖四省边际区域社会经济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 
衢职院发挥高水平专业群建设的优势，建设了四省边际(衢州)共富学院，大力开展“新蓝领”“新工

匠”“新农人”培养培育。通过社会服务和技能培训平台，按照党建统领、基层治理、产业培育三大板

块设计培训项目，积极开展社会培训，着力培育培训品牌。学校牵头组建浙闽赣皖四省边际职业培训联

盟，成员已达 45 家，年职业培训量超 4 万人次。 
(三) 深化多方合作，立体评价提升人才质量 
衢职院与全市 300 余家企业就科研项目培育和学生本地实习、就业达成良好合作。现有斯凯孚、跨

境电商、衢医班等订单班 25 个，并牵头成立衢州市职业教育集团，汇聚了区域内的所有中高职学校和一

批龙头企业。学校与成员企业共同建设产业学院和实习基地，推动区域中高职一体化协同、专业群对接

产业群合作发展。 
通过深化校企合作，学校切实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例如在实习统筹方面，将原来“发散式”实习转

变为“集中式”，推行本地实习为主的管理模式，提升学生技术技能水平。同时建设若干大型产教研综

合体以及各类实训中心以及一批产业学院等，共同建设化工新材料应用技术协同创新中心等 11 个产教融

合平台。 

6. 结束语 

以上是对衢州市职业教育服务区域经济发展问题的分析和对应的解决办法。职业教育作为推动区域

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需要不断适应市场需求和地方产业经济发展的变化，加强与企业的合作和对接，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和水平。同时，政府、企业和职业学校需要共同努力，加强政策支持、资源整合和合

作创新，推动衢州市职业教育服务区域经济发展迈上新的台阶，为地方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做出更

大的贡献[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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