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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我国正在开展的数字化制造强国建设是新兴数字技术和传统行业各种类型制造业的深度交叉融合，

需要具有运用数字技术能力，并能够交叉融合应用数字技术和传统行业技能的人才。这对高校本科人才

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仅要求人才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以适应新兴技术的快速变化，还要求具有高素

质复合型的职业素质。传统的职业教育培养的单一技能的人才不能满足这些要求，需要新晋应用型本科

院校完成。新晋应用型本科院校大多具有职业教育的历史。并且经过多年的本科专业建设，其人才培养

的质量和素质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新晋应用型本科院校规模大，培养的人才数量多，其人才培养的

现状非常适合数字化制造强国建设，这既是解决当前我国数字化制造强国建设人才瓶颈的迫切需要，也

是新晋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的最佳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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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digital manufacturing power construction that is being carried out at present in our country is 
the deep cross and fusion of the new digital technology and various types of traditional industries. 
This needs the talents with the ability to use digital technology, and be able to cross and fuse digi-
tal technology and traditional industry techniques and skills. This puts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the cultivation of undergraduate tal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his not only requires 
talents with strong learning ability to adapt to the rapid change of the emerging technologies, but 
also requires a high-quality composite type of vocational quality. The traditional vocational edu-
cation cannot meet these requirements by cultivating talents with a single skill. These require-
ments need the new entrants of applied universities to complete. Most of the new entrants of ap-
plication-oriented universities have the experience of carrying out traditional vocational educa-
tion. And after many years of undergraduate major construction, the quality of their graduated 
students has been greatly enhanced. The new entrants of applied universities are large in scale, 
and the number of their cultivated students is large.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ir graduated stu-
dents is very suitable for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construction of digital manufacturing power. It 
not only is the urgent need of solving the talent bottleneck in the construction of our country’s 
digital manufacturing power, but also is the best orientation of talent training of the new entrants 
of the applied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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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建设数字化制造强国的宏伟蓝图和可行路径。报告指出：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

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这是新时代推进制造业高质

量发展的必由之路，是实现制造业做大做强和传统产业跨越式发展的切实路径[1]。 
数字化强国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整合各方面的资源投入，其中人才培养是最为迫切的任务。

人才培养需要先于产业转型才能有力支撑制造业转型升级。早在 2017 年 2 月，教育部发布的《制造业人

才发展规划指南》就指出，随着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在社会经济各部门的应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需

要越来越多的高素质复合型技术技能型人才，而传统的教育体系培养的人才并不能满足这一要求，人才

供给需求不匹配的状况持续恶化。如果人才培养的现状保持不变，随着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应用的快

速普及，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 2025 年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缺口将高达 3000 万[2]。《制造业人才发展

规划指南》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和教育部共同编制，真实客观反映了社会经济发

展面临的问题，为新晋应用型本科院校的人才培养指明了方向。 
为了适应社会经济产业升级，推动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转型，国家制订了相应的政策，体现在《关于

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文件中。该文件 2021 年 10 月 14 日由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提出：鼓励应用型本科学校开展职业本科教育，按照专业大致对口原则，指导应用型本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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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职业本科学校吸引更多中高职毕业生报考。这一文件为新晋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转型提供了政

策支持。 
应用型本科院校开展职业教育在国际上不乏先例，美国、德国、日本、新加坡的理工学院和应用科

技大学都已经开展了职业教育，面向产业，为社会经济和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实现了教育、社会、

经济的协调发展[3] [4] [5]。 
本论文研究新晋应用型本科院校面向数字化制造强国建设人才培养目标的合理定位和人才培养的合

理路径。这既是当前我国数字化制造强国建设的迫切需要，也是新晋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转型的客

观需求，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和现实意义。目前，相关的论文主要研究职业教育、职业本科和产教融合

形式等方面[6]-[12]，对新晋应用型本科院校面向数字化制造强国建设的人才培养目标的合理定位和人才

培养的合理路径还未见发表。 

2. 面向数字化制造业强国建设的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普职融合的应用型教育 

2.1. 数字化制造强国建设人才需求的特点 

制造业数字化升级的本质是新兴技术应用于传统制造业实现效率和能力的提升，是数字技术和传统

产业的深度交叉融合过程。数字技术是各产业改造升级的共同基础。所以数字化制造强国建设对各产业

技术技能型人才必然存在共性的素质要求，也必然因行业差异具有差异性。 
近十年来，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新兴数字经济迅猛发展，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 5G 通

信等新兴技术快速普及应用，对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产生了深刻影响。当前我国正在开展的数字化制造

强国建设是新兴数字技术和传统行业各种类型制造业的深度交叉融合，需要具有运用数字技术能力，并

能够交叉融合应用数字技术和传统行业技能的人才。这对高校本科人才培养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仅要求

人才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以适应新兴技术的快速变化，还要求具有高素质复合型的职业素质。传统的职

业教育培养的单一技能的人才不能满足这些要求，需要新晋应用型本科院校完成。 
新兴数字技术发展迅速，不仅要求产业工人掌握传统技能，还具有数字技术应用能力，并兼具较强

的学习能力，以适应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及其应用的快速变化。面对数字技术的发展，传统产业改造升

级的人才需求有两种解决方案，一是对现有的传统产业工人进行数字技术再培训，提升其信息技术应用

能力和学习能力。二是招聘符合要求的高素质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不管是对传统产业工人进行数字技

术再培训还是招聘符合要求的高素质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都需要高等院校尤其是应用型本科院校和职

业本专科院校快速转变人才培养模式，面向产业需求培养大量具有较强学习能力，具有数字技术应用能

力和传统产业技能的高素质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2.2. 传统职业院校和新晋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的优缺点 

众所周知，传统的普通本科院校培养的学术性人才具有学习能力强，应用能力弱的特点。而传统的

职业院校培养的技能型人才则实践能力强，学习能力弱，而且技能单一。传统的普通本科院校和传统的

职业院校培养的人才都不能满足数字化制造强国建设的人才需求。新时期数字制造强国建设需要的这种

学习能力强的高素质复合型的技术技能人才素质介于职业教育和普通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之间。 
传统职业院校面向传统产业培训的毕业生具有较强的单一技能实践能力，其实践课程比例较大而理

论课程占比较小，理论课程的系统性不如普通本科院校完善，其师资力量的整体理论水平相比普通本科

院校还有差距。面对数字制造强国建设所迫切需要的学习能力强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传统职业院校需

要开设职业本科专业来补齐这些短板。但由于历史原因，我国开展职业本科教育的时间较短，职业本科

教育的规模较小，其人才培养的数量和质量尚难以匹配当前的社会经济的迫切需求。新晋应用型本科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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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大多由高职高专升级而来，具有举办职业教育的经验，并且曾经是其中的佼佼者。新晋应用型本科院

校升级为本科院校以来，经过数年的专业建设，其师资力量、课程系统性和理论水平已经有了明显提升，

但相较于普通本科院校，其研究能力还有差距。因此，新晋应用型本科院校的现状介于职业本科院校和

普通本科院校之间，并且其数量多，在校生规模大，培养面向数字化制造强国建设所需要的学习能力强

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具有天然的优势，和数字化制造强国建设的人才需求完美匹配。 

2.3. 数字化制造强国建设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 

当前数字化强国建设需要的高素质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主要由职业本科教育完成。但职业本科

院校数量不足，培养人才的数量有限，而且其毕业生的学习能力和社会认可度还有欠缺。解决这一问题

的最佳选择是新晋应用型本科院校开展面向产业数字化升级的人才培养。新晋应用型本科院校大多具有

职业教育的历史。并且经过多年的本科专业建设，其人才培养的质量和素质得到了较大幅度的提升。新

晋应用型本科院校规模大，培养的人才数量多，其人才培养的现状非常适合数字化制造强国建设，这既

是解决当前我国数字化制造强国建设人才瓶颈的迫切需要，也是新晋应用型本科院校人才培养的最佳定

位。 
综上所述，数字化制造强国建设所需要的学习能力强的高素质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需要应用型本科

院校开展面向产业数字化升级的人才培养，这里称为普职融合的应用型教育。 

3. 普职融合人才培养的路径：综合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融合 

3.1. 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传统教育的深度融合发展实现培养目标的达成 

当前我国坚持深化教育改革，把教育强国建设作为国家发展的一项战略工程，坚持深化教育改革创

新，以全面提高人口科学文化素质，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教育强国建设通过深化教育改革提升教育质

量，为数字化强国建设提供人才支撑。这是新时代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教育行业适应新科技发展

的必然选择。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人工智能技术在教育行业的普及应用，教育教学各个环节正在经历

前所未有的变革。与其他传统行业产业升级相同，教育教学行业的改革必然也要实现传统教育和新一代

科技技术的深度融合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既要求实现教学管理、教学方式、教学资源的全面升级，还

要求评价方式的转变，以适应教育行业的发展。其中的关键是从业人员掌握运用新一代科技技术实现培

养目标的达成。新晋应用型本科院校在教育产业升级的过程中只有通过教育各个环节的信息化建设，充

分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培养对象素质，达成培养目标。 
随着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应用和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5G 通信技术的成熟，新一代信息技术在

教育过程中得到了广泛应用。信息技术和教育的交叉融合正在发生，并且深度和广度不断扩展。 

3.2. 综合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实现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融合发展，促进培养目标达成 

信息技术和实践教学深度融合对教学材料、教学方式、教学过程正在造成革命性影响。“‘智慧职

教’职教云”、线上精品课、实际应用场景影像等教学资源日益丰富，使场景教学逐渐成为可能，并能

实现优质教学资源共享。网上作业批改、网上师生互动和网上教学大幅提升了教学效率和效果。信息化

和智能化的发展使社会分工更加精细，大部分工作借助计算机即可完成：见习实践课可以采取现场录像、

直播和远程在线参观方式实现；实验课可以在计算机上采用仿真软件完成；远程办公软件和 CAD 软件使

远程实习成为现实。实践教学材料、教学方式、教学过程的转变对提高教学效率、效果和人才培养目标

的达成具有很大的促进作用。只要采取合理的评价方式，实践教学新方式的效果不会打折扣。 
不仅在线实践教学资源日益丰富，而且在线理论教学资源也越来越多。应用型本科院校的理论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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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以采用场景教学法，在理论课和专业课教学过程中采用场景教学法和案例教学法，用理论解决实际

应用问题，在应用中完成理论教学，提升学生的应用能力，取得更好的教学效果，更好地达成人才培养

目标。 
在线教学资源的日趋丰富和完善以及教学方式的革命性变革使得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深度交叉融合，

边界越来越模糊，双方都借助于云资源，都围绕应用场景，并且越来越依赖计算机完成。 
综上可见，借助于互联网技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5G 通信等新兴技术，实践教学和理论

教学过程正在实现深度交叉融合，这使得教育系统和教育过程开展面向产业的场景、案例职业和应用教

育成为现实。 

4. 结论 

数字化制造强国建设是新兴数字技术和传统行业各种类型制造业的深度交叉融合，需要具有运用数

字技术能力，并能够交叉融合应用数字技术和传统行业技能的人才。这种学习能力强的高素质复合型的

技术技能人才素质介于职业教育和普通本科教育的培养目标之间，需要应用型本科院校开展面向产业数

字化升级的普职融合人才培养模式达成。同时，信息技术正在和教育系统深度融合发展，借助于互联网

技术、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5G 通信等新兴技术，采取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深度交叉融合的教学

方式，可以实现面向产业的场景、案例型职业和应用教育。另外，教育强国建设也要求新晋应用型本科

院校通过教育各个环节地信息化建设，充分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和人工智能等技术提升培养对象素质，

达成培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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