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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旧动能视域下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高校 

人才培养模式研究 
——以济南市高校为例 

◆董婷婷  杨  秀 

（山东现代学院  山东省济南市  250104） 
 

摘要：在新旧动能转化的背景下，济南市区域经济更开始适应经济的转
型发展，人才作为经济发展的的重要支撑力量，只有将人才培养与经济
发展相结合，才能充分发挥高等院校教育的作用，而只有不断反馈经济
对人才的需要方向，才能不断培养创新型、适应社会的大学毕业生。在
此背景下，本文立足于济南市经济发展的状况，从新旧动能转化的视角，
思考高校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和改革方向，构建人才培养模式，实现成
长型和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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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新旧动能视域下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高校人才培养的重
要性 

世界的进步归根于经济的发展，而经济的发展的基本是人，
而人才的培养依赖于教育。高等教育是归根结底是对适应社会的
的人才的培养。所以，世界各国都在争相建设争创双一流大学，
力争培养顶尖人才，中国当然也不例外。而在新时代新旧动能转
化的视角下，对人才培养提了新的要求，意味着要培养更多的新
型劳动者，拥有更多先进科学技术知识的人才。因为动能转化会
导致很多传统行业将被革改革或淘汰，这意味着一些旧专业将被
新专业取而代之，一些旧的培养方式将被新经济所淘汰，避免毕
业生刚走出校门就失业。 

1、高校人才培养要以区域经济发展为导向 
现在高校毕业生更倾向于留在高校驻地工作，因此高校只有

把握住区域经济发展动态，才能更好的向市场和企业输送人才。
2016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多提提到了新旧动能转换，从此政府多
次签发的文件以及各项专题会议不断提到新旧动能转化，明确其
方向。文件多次提到：推动经济要更多的倾向于依靠人才和科技
创新，这也是推动国家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新旧动能转化的意
思就是将传统的高能耗、高污染的第一、第二、第三产业进行革
新，提出新技术和新模式，开放新产业。 

济南市作为山东省省会，充分发挥其政治中心、经济协调综
合发展、科教文协同发展、文化旅游产业、信息技术整合等的综
合性功能。目前逐步形成了旅游经济、电子商务、交通运输、机
械工程、生物研究、纺织业等六大主导产业。2016 年开始，济
南市迈入新旧动能转化的大潮，在这所经济文化诸城的老城中，
有太多传统产业亟待革新。2018 年实施新旧动能转化工程，要
求济南逐步建成历史文化名城这代表着济南今后发展的重心将
是经济和文化行业。要保证高校毕业生能毕业、好就业，济南市
区域经济发展就是济南高校人才培养的导向。 

2、高校人才培养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基石 
2018 年，教育部陈宝生部长在十三届全国人才一次会议中

讲道“因为我们学校实际上生产的是未来，是人才，为未来发展
提供人才支撑，人才培养能力就是学校的生产力。”高校要创新
人才培养模式，这些就是未来教育的发展方向，就是区域经济与
人才培养相结合的发展。 

学生从大学开始成人，从大学期间划分专业，针对就业面向
的专业选择，人才培养的好坏是关乎于经济发展的高低。山东省
作为教育大省，而济南市作为山东省的省会，高校林立，拥有
43 所高校，每年输出 3.5 万余名毕业人才。这类专业需要更多的
高素质人才。在新时代背景下，济南市作为山东省会吸引了大部
分的高校高校毕业生，济南市教育和经济也必须迈入产教融合的
发展模式，将产业和教学联系。 

二、新旧动能视域下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高校人才培养模式
的改革方向 

在新旧动能转化的背景下，经济转型是新时代高校面临的境
况，高校人才是经济发展的极大推动者，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
过程中，高校职业教育逐渐凸显出就业难的困境。如果高校人才
培养不能紧跟时代改革，那么高校将在经济发展中丧失自身教育
的竞争优势。济南市的高校也面临向应用型高校转变的路径，只
有以教育促经济，以经济引导教育，才能实现共赢。 

1、新旧动能转换高校创新必须先行 
人才是生产要素的重要方面，是新旧动能转换工作的基础，

只有人有了创新性思维，才能有创新能力。高校作为人才培养的
摇篮，就要重点关注创新型的领军企业和创新型的平台，给学生
更大的发展空间。2018 年 11 月，济南市评定了 2018 年度的创
业孵化项目，其中 12 家单位为市级大学生创业孵化基地，济南
要依托这些创业孵化基地，发挥创业孵化项目和学校的结合作
用，整合资源，推动校园创新力和实用性发展。目前济南市大学
中大部分学校都有创业孵化中心或与企业对接的孵化项目，以促
使学生创新创业；培育学生将学习的知识与实践相结合，优化创
业环境，提高技术、资金和人员的支持，配备专业指导老师；而
政府也应该创立齐全的大学生创业政策，提高服务效率和服务支
持，这样才能培养出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 

2、对应经济发展，深化应用型内涵建设 
目前高校发展仍然存在与经济脱轨的现象，一些专业设置陈

旧，校园设施老化，新的师资力量配备不足，特别是济南作为一
个老城，在章丘及长清大学城林立诸多高校。在查询这些院校的
专业时，发现很多专业已经被经济淘汰，无法适应新经济形式的
变化，如一些传统的“印刷专业”“博古类专业”，并不是说这些
专业社会不需求，而是这些专业人员需求量太少。部分院系专业
人数不足，无法正常开启此专业，导致学生转到其他专业；一些
院校的专业陈旧，过于传统，在新经济形式下，更多经济呈现出
自动化、科技化的模式，逐渐手工作业将被淘汰。越是一些历史
悠久的院校，进行改革越是困难，院校成为经济发展的推动者，
但是经济改革的僵化模式，越是改革困难；办学思路和教育也是
照本宣科，知识照本宣科的将上级文件指示学习了，但是没有适
应本地区经济和学校发展模式进行合理转化。 

在新旧动能转换的背景下，面对周围新经济形式的变化，新
经济模式的崛起，近年来全国院校都不断加强院系内涵建设，可
见高等教育对社会人才的思想教育的重视程度。济南市高等院校
院作为逐渐想培养应用型学生转变的高等院校，也应该围绕人才
培养改革中“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把思政教育、创新创业、
社会实践、政策解读、工作方法等切实聚焦学院内涵建设。要不
断提高人才培养计划和岗位需求相切合教育，理论教学和实践教
育，加强校企合作，实现人才驱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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