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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职业教育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人才贡献度研究
任　玉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3）

摘要：解析了高等职业教育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概念；从专业布局与人力资源的构成、毕业生留鲁、社会服务能力、社

会影响力等方面分析了山东省高等职业教育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人才贡献度情况，并提出了提升山东省高等职业教育人才贡献度

的路径：明晰办学定位，政府宏观调控，提升高职教育的社会适配度；优化专业调整机制，提升高职教育与产业结构的契合度；深入推

进产教融合，提升高职教育的社会融合度。

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才贡献度

一、研究背景

职业教育是我国培养专业技术人才的主阵地，肩负着服务地

方与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使命。《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的建议》提出，建

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大力培养技术技

能人才。《山东省国民经济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远景目标纲

要》中提出：深入实施科教强鲁人才兴鲁战略，加快建设高水平

创新型省份，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二、内涵解析：高等职业教育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才

贡献度的基本概念

（一）人才贡献度内涵的合理界定

贡献度常被称为贡献率，它的内涵常被广泛应用于其他领域，

用以表明某个主体行为对社会或公众有所助益的程度。高等职业

教育是高等教育发展中的一个类型，肩负着为经济社会建设与发

展培养人才的使命。《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提出职业教育服务

能力显著提升的发展目标，要形成与社会需求相适应、产教融合、

灵活多样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因此，职业教育要不断提升自身

适应性，提升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和水平。本文所指的

高等职业教育对行业产业贡献度，即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包

含学生和师资）的数量、规模、结构和质量等方面，适应经济社

会发展需求，并有效支撑和助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程度。

（二）高等职业教育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人才贡献度的

价值内涵

一是人才供需的平衡性。随着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产业

升级和经济结构调整不断加快，各行各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

越来越紧迫，职业教育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越来越凸显。高等职业

教育作为职业教育的高级阶段，承担着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培养

并输送生产、经营、管理、服务一线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重任。

因此，笔者认为，高职院校的人才贡献度应体现人力资源供给与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对人力资源需求之间的供需平衡性。

二是社会发展的适应性。高等职业教育本质上是为地方经济社

会发展服务，高等职业教育作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高素

质技术技能人才的实践活动，已完全融入现代经济社会，成为既受

众多社会因素影响，又能主动适应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复杂教育活动。

因此，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规格应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

这种人才的适应性是对高职院校办学成效最直接的检验。

三、实证研究：山东省高等职业教育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

展的人才贡献度情况

据 2023 年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状态数据库统计，山东省有高职

院校 83 所，分布于济南市 18 所、潍坊市 12 所、青岛市 11 所、烟

台市 8 所、威海市 5 所、日照市 4 所、淄博市 4 所、东营市 3 所、

菏泽市 3 所、泰安市 3 所、德州市 2 所、济宁市 2 所、临沂市 2 所、

枣庄市 2 所、滨州市 1 所、莱芜市 1 所、聊城市 1 所、曲阜市 1 所，

基本上实现了城乡一体化的办学布局；2020 年在校学生 22.9 万人，

2021 年在校学生 24.3 万人，2022 年在校学生 25.3 万人，形成了一

定办学规模，为高新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提供了稳定的“蓄水池”

功能。本文以 2020-2023 年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状态数据和高等职业

教育质量年度报告中山东省高职院校数据作为样本，选取高职院校

专业布局、毕业生留汉、科研与社会服务、社会影响力等要素，分

析高职院校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人才贡献度，具体情况如下：

（一）专业布局与人力资源的构成

高职院校专业布局与产业人才需求紧密相连，在一定程度上反

映了人力资源构成与供应结构。2022 年山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统计公报数据显示，三次产业结构比为 7.2 ∶ 40.0 ∶ 52.8。2022 年

山东省 83 所高职院校共涉及 19 个专业大类，81 个二级专业类，

355 个专业，专业布点 1225 个。专业种数对应山东省一、二、三产

业结构的比为 3.94 ∶ 36.91 ∶ 59.15，专业布点数对应山东省一、二、

三产业结构的比为 1.47 ∶ 33.6 ∶ 65.07。2020 年山东省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数据显示，三次产业结构比为 2.6 ∶ 35.6 ∶ 61.8。

2020 年山东省 37 所高职院校共涉及 19 个专业大类，82 个二级专

业类，356 个专业，专业布点 1208 个。专业种数对应山东省一、二、

三产业结构的比为 3.65 ∶ 36.8 ∶ 59.55；专业布点数对应山东省一、

二、三产业结构的比为 1.41 ∶ 33.36 ∶ 65.23。由以上数据可以看出，

山东省高职院校专业设置门类齐全，专业种数和山东省产业结构分

布相对匹配；但是专业布点数的结构体现出，在人力资源的供应上

第三产业高、第二产业弱、第一产业极弱的总体局面。通过前面数

据可以发现，当前山东省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与产业行业二者虽然

保持了一定的互动关系，但是整体上却处于一种低水平的耦合发展

状态。

（二）毕业生留鲁与人才供给

人才是城市最重要的核心资源之一，也是促进当地经济社会

发展的原动力。毕业生留鲁是山东省高等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

发展的人才贡献度最直接的体现，对经济社会发展形成有效的人

力资源支撑。本次以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和人才培养状态

数据库为基础，对属地山东省的高职院校 2020-2022 年的毕业生

留鲁数据进行了统计，三年的数据样本显示，2020 年山东省 83 所

高职院校共有毕业生 24 万人，其中毕业生留鲁人数 13 万人，毕

业生留鲁率 54.43%；2021 年山东省 83 所高职院校共有毕业生 26

万人，其中毕业生留鲁人数 16.29 万人，毕业生留鲁率 62.67%；

2022 年山东省 83 所高职院校毕业生 30.44 万人，其中毕业生留鲁

人数 25 万人，毕业生留鲁率 82.37%。从以上数据中可以看出，

近年来大多数毕业生选择留在山东就业，留鲁率呈现上升趋势，

并分布在第一、二、三产业领域中的各个行业，对山东省技术技

能人才的供给起到了重要支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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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科研与社会服务

本次通过网络方式查阅了山东省的 83 所高职院校公布的高等

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2022、2023），重点梳理了这两年各高

职院校的科研与社会服务情况，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一是发挥

学校专业特色优势，开展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服务产业转型升级。

如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2022 年新建成院士工作站 1 个，获批山

东省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化和技术转移基地 1 个、山东省高等学

校新技术研发中心 4 个，产学研用创实现协同创新。二是服务贡

献主要体现在服务“海洋经济”发展、服务乡村振兴战略、服务

脱贫攻坚任务、服务学习型社会建设、服务重大项目建设等领域，

如青岛职业技术学院对接新旧动能转换重大工程和“十强现代优

势产业集群”，发挥沟通产业与学校、行业与职业、技术与产品

的桥梁与纽带作用，开发建设科研服务平台。新增市级以上科研

平台 7 个，新增 5 个山东省教育厅批准立项建设的新技术研发中心，

截至目前共有市级以上科研平台总数达 26 个。

（四）社会影响力

高职院校的社会影响力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高职院校对社会发展

的贡献能力。根据 2023 年 ABC 中国高职院校排名榜单，其中山东

省位列全国百强的职业院校共 8 所，分别为：淄博职业学院、山东

商业职业技术学院、滨州职业学院、潍坊职业学院、日照职业技术

学院、青岛职业技术学院、烟台职业学院以及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综上，山东省高职院校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度表征为：虽

然毕业生人才输入量大，但是高职院校专业与产业结构的契合度

不高、科技应用与产业发展的粘合性不强、科技成果转化能力不

突出、社会服务面上活动居多技术性融合较少、人才培养质量和

就业能力依然存在整体弱化现象，高职院校服务区域经济和产业

发展的贡献实力不足。

四、对策前瞻：提升山东省高等职业教育人才贡献度的路径

根据山东省高技能人才培养需求，提出如下提升山东省高等

职业教育人才贡献度的策略建议。

（一）明晰办学定位，政府宏观调控，提升高职教育的社会

适配度

一是要明确高职院校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办学定位。高等职业

教育的“区域性”要求学校服务于区域经济社会建设，在人才培养

上结合区域经济结构、速度、规模对人才的需求，紧跟地方经济发

展特色，体现高职院校办学目标的定位。面对产业转型升级的严峻

形势，山东省要充分发挥高职院校技能型人才培养的资源优势，为

产业转型升级培养高素质高技能产业大军。为此，要树立全省高等

职业教育一盘棋理念，明确高等职业教育“区域性”的办学定位，

提升高职院校促进地方经济发展、地方经济服务高职院校发展的双

向适应性。政府通过制定宏观的高职教育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和企

业参与激励政策，引导高职院校办学与企业产业发展相适应。

二是政府统筹科学布局高职院校专业设置。山东省高职院校专业

设置主要集中在土木建筑大类、装备制造大类、交通运输大类、电子

信息大类、财经商贸大类，而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器件、下一代信息

网络、生物医药等战略新兴产业人才培养不足。因此，需要政府建立

专业发展协调机制，宏观协调各院校之间的专业设置，优化专业与产

业发展的适配性，科学布局专业设置，实现规模适度、体现特色鲜明。

同时，职业院校也要依据区域产业发展和企业用人需求优化专业设置

与培养方案，促进技术技能人才供给与需求相适应。

（二）优化专业调整机制，提升高职教育与产业结构的契合度

专业群建设是由国家顶层设计、适应产业变革需求、聚合资

源优势、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等多因素所催生的，是高职院校应对

产业集群链条发展的积极应对与创新，是跨界、融合、协同进行

高素质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有效载体。高职院校可以通过

重点打造专业群，提升人才结构与产业结构的适配度，培养服务

区域发展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并有效对接人才链、产业链与

创新链。

一是优化专业群融合发展与建设布局。围绕产业设专业，办

好专业促发展。根据山东省科教强鲁人才兴鲁战略，规划和布局

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构建集聚效应明显、服务功能突出的专业

群建设体系，提高专业群与行业产业岗位需求契合度。

二是建立健全专业群管理与运行机制。要建立健全专业群建

设与管理的一系列机制，促进专业群建设的良性发展。如设立专

业群建设管理机构、建立专业群内专业协调机制、建立专业群建

设评价反馈机制和专业群建设动态调整机制等，促进专业群建设

持续改进。

（三）深入推进产教融合，提升高职教育的社会融合度

一是政校企协同，为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提供良好的社会认同

环境。当前社会对高等职业教育学历认可度依然较低。大量事实

表明，职业教育是社会分层的显性表现，高职院校培养的是大专

学历的技能型人才，大部分学生毕业时在就业岗位的选择和工资

待遇上受限。对此，政府应增加高等职业人才贡献社会的宣传报道，

改变部分用人单位学历要求，注重技能选才，同时引导社会保障

部门提高技能型工种的工资待遇，健全社会保障机制；高职院校

要强化学生自我认同，帮助学生树立“不设限”发展理念，增强

高职学生的社会建设使命感；企业应推进企业用工需求与高职院

校人才培养无缝衔接，避免唯学历筛人机制，以才量人，重视高

等职业人才在应用技能方面发挥的作用。

二是校企协同，深化用学融合，为高等职业人才培养提供良

好的教育资源环境。深化校企合作内容，拓宽合作领域，根据专

业类型有针对性地建设社会服务平台和实习实训基地，以工作任

务为载体，将教学理论与实践内容密切结合，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如校企联合举办强专业性、高水平技能大赛，将技能大赛与企业

用工需要紧密结合；发挥校内、校外实训基地的作用，实现学习

内容与工作内容、学习环境与实习场所、学生身份与职业身份三

融合；“多岗位”轮训实习，提升岗位适应能力；采用仿真实训，

构建三维模拟工作场景，沉浸式磨练工作技能等。

三是实施“专创融合”教学模式。“专创融合”是指将专业教

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相结合，通过开设跨学科的融合性课程，在教学

实施过程中，以创新创业的真实场景，让学生以真实社会角色实施

真实项目，推动创新创业实践与专业学习的深度融合，鼓励学生将

所学知识转化为实践成果。实施“专创融合”教育，可以有效解决

职业教育普遍存在的创新精神、创业能力不足等问题，提升学生职

业生涯发展的可持续力，推动职业教育服务产业转型能力。

五、结语

综上所述，研究高等职业教育赋能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人

才贡献度对推动高职教育创新发展具有积极意义。高职院校通过

明确办学定位、优化专业设置、深化产教融合等路径的实施，能

够进一步促进高职院校所在区域经济的转型和升级、提高高职教

育的人才培养质量、优化当地就业市场人才结构，为我国社会经

济发展输送更多高质量专业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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