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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视角下的职业教育转型与经济增长研究
王海涛　王海鹰

（黑龙江职业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70）

摘要：本研究探讨职业教育转型对经济增长的驱动效应及其协同发展策略。发现并揭示职业教育在提升劳动力技能结构、助推产业

结构优化、激发创新驱动潜力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为实现二者深度耦合，提出三重联动机制：政策层面强化顶层设计与激励导向，社会

层面倡导多元主体共建共享，职业教育体系内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与服务能力提升。展望未来，职业教育亟待强化产教深度融合模式、拥

抱数字化智能化浪潮、构建全生命周期学习体系、瞄准全球竞争展开能力培育，助力形成职业教育与经济增长互为支撑、双向赋能的动

态平衡格局。此研究为理解与引导职业教育转型驱动经济增长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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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在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背景下，新质生产力正在

重塑全球经济发展格局及劳动力市场需求。中国政府将发展新质

生产力置于战略高度，为职业教育提供了发展的有利环境。然而，

职业教育面临双重挑战：需要快速适应技术进步和产业结构调整，

培养适应新经济环境的人才，同时实现自身的转型升级。本研究

从新质生产力视角探讨职业教育转型，旨在丰富和发展职业教育

理论，揭示职业教育与新质生产力的内在联系，并提供教育政策

制定、职业教育改革及经济增长策略的科学依据和指导，推动职

业教育与新质生产力深度融合，提升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能力，成为驱动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引擎。

二、新质生产力的概念界定与特征分析

（一）新质生产力的定义

新质生产力是一种先进的生产力形态，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

动力，原创性和颠覆性的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的产业、生产模式

和增长动能。它强调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追求资源节约、环

境友好、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可持续发展道路，摒弃过度依赖

资源消耗和规模扩张的传统模式，转向注重效率提升、结构优化

和创新驱动。各生产要素的角色和关系发生深刻变化，数据成为

关键生产要素，推动生产过程的优化重组。新质生产力引领产业

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方向发展，催生战略性新兴产业

和未来产业，促进传统产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

（二）新质生产力的主要特征

1. 创新驱动性：新质生产力高度依赖科技创新，这些技术成

为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动力。

2. 高效集约性：通过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减少能源消耗和环

境污染，实现生产过程的高效、清洁和可持续。

3. 智能化与数字化：广泛运用新一代信息技术，提升整个生

产系统的决策精度和响应速度。

4. 生态化与绿色化：注重生态环境保护，推广绿色生产技术

和循环经济模式，推动产业与环境和谐共生。

5. 个性化与定制化：满足消费者日益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

提供定制化的产品和服务。

6. 跨界融合性：打破传统行业的界限，通过跨领域、跨行业

的深度融合，创造出全新的业态和商业模式。

（三）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的比较

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在多个方面存在显著差异，体现了

生产力发展从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是经济社会进入新时代的重

要标志。相关具体差异性如表 1 所示。

表 1 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对比

驱动力 资源利用 生产方式 产业结构 就业形态

新质

生产力

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强

调知识、技术、数据等无形要

素的价值创造，经济增长更多

依赖于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和产

业结构优化。

追求资源节约、环

境友好，通过绿色

技术、循环经济等

方式实现经济与环

境的双赢。

借助数字化、网络化技

术，实现生产方式的高

度灵活和个性化，能够

快速适应市场需求的动

态变化。

引领产业结构向高附加值、

高技术含量的新兴产业转

移，形成更长、更复杂的产

业链，具有更高的附加值和

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催生出大量知识密集

型、技术密集型就业岗

位，远程办公、灵活就

业、平台经济等新型就

业形态日益普遍。

传统

生产力

主要依赖物质资本积累、劳动

力投入和规模扩张，科技进步

的作用相对有限，经济增长主

要通过要素投入的增加和生产

效率的边际改进来实现。

往往伴随着较高的

资源消耗和环境污

染，经济增长与环

境保护之间存在矛

盾。

生产方式相对固定，生

产流程和组织形式较为

僵化，难以快速响应市

场需求的变化。

支撑的产业结构以传统产业

为主，产业链相对较短，附

加值较低。

就业多集中在制造业、

建筑业等劳动密集型行

业，工作形式相对单一。

三、职业教育转型的必要性分析

（一）当前职业教育面临的挑战

随着科技的日新月异和产业升级的加速推进，新兴技术如人

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迅速渗透到各行各业，改变了传统的

生产方式、业务模式，也对劳动力市场产生了深远影响。从图 1

排名前 10 位的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奖数量赛项统计来看，其中 7

项与新技术有关，同时占据前 3 名位置。在新质生产力环境下，

单一技能已无法满足企业需求，职业教育需要培养具备多维度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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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和技能的复合型人才。

图 1.2023 年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赛项获奖数量 TOP10 统计

（二）职业教育转型的紧迫性

在全球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大潮中，新质生产力已成为各

国竞相争夺的战略高地，国家层面高度重视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将其视为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核心。在此背景下，职业教育作为

人才培养的主阵地，需快速调整定位，从单纯的职业技能培训转

向培养具有创新思维、跨界能力、数字化素养等新质特征的技术

技能人才。

（三）职业教育转型与新质生产力的关系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职业教育进行转型，以培养具有创新

精神和跨界能力的技能人才。职业教育通过深化产教融合、校企

合作，优化专业设置，强化实践教学，与企业共同制定人才培养

方案，共建实训基地，共享教育资源，以精准对接新质生产力对

人才的需求。此外，职业教育还通过开展继续教育、职业培训、

技能竞赛等活动，促进新知识、新技术的传播与应用，推动科技

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加速新质生产力的普及与应用。

四、职业教育转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分析

（一）职业教育转型提升劳动力素质的作用

职业教育转型强调与新质生产力需求对接，通过动态调整专

业设置、引入新兴技术课程、强化实践教学等措施，确保毕业生

具备适应新经济形态所需的技能结构。这样，职业教育能够持续

输出具备最新技能、知识结构合理、适应性强的劳动力，职业教

育转型注重培养学生的创新创业能力、跨界协作能力以及数字化、

信息化素养，这种教育模式有助于提升毕业生的就业质量，进而

提高劳动力市场的整体效率，为经济增长注入活力。

（二）职业教育转型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效果

职业教育转型通过与产业深度合作，实时追踪技术进步、市

场需求变化，动态调整专业设置和教学内容，这种精准匹配的教

育模式能够为产业升级提供适销对路的人才，降低企业招聘成本，

提高人力资源配置效率，推动产业结构向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

的方向升级，为产业结构升级提供持续的创新驱动。

（三）职业教育转型推动创新发展的路径

职业教育转型通过引入项目制教学、情境模拟教学、企业导师

制等教学模式，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实践能力和团队协作精神。

这种模式能够实现教育与产业的资源共享、信息互通、技术合作。

通过构建政府、学校、企业、社区等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育人机制，

形成全社会支持创新、鼓励创新的良好氛围，推动产业升级，提升

职业教育的社会影响力和贡献度，构建有利于创新发展的社会生态。

五、新质生产力视角下职业教育转型的路径与策略

（一）职业教育理念与模式的创新

在新质生产力视角下，职业教育应重新审视和塑造其人才培

养目标，树立以培养具备创新思维、跨界能力、数字化素养、终

身学习能力等新质特征的技术技能人才为己任的教育观念。同时，

职业教育应关注新兴技术、新兴职业、新兴业态的发展趋势，培

养学生的前瞻意识和适应能力，使他们能够紧跟时代步伐，成为

新质生产力发展的积极参与者和推动者。

（二）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内容的优化

为了确保职业教育培养的人才与新质生产力的需求高度吻合，

职业教育机构需定期对专业设置进行动态调整，定期对现有专业

进行市场调研、行业分析、技术跟踪等，根据新经济、新业态的

发展趋势，及时增设新兴专业，对传统专业进行深度改造，引入

新兴技术元素，调整课程结构，更新教学内容，使其适应传统产

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转型升级的需求。

（三）职业教育师资力量的提升

通过引进与培养双管齐下策略，一方面，积极引进具备企业

经验、掌握新质生产力关键技术的高层次人才。另一方面，定期

组织在职教师进行新知识、新技术培训，让教师接触并使用新质

生产力所需技术设备，提升操作技能与实践能力。通过引进与培

养双管齐下，职业教育能够打造一支具备新质生产力知识、技能

与经验，教学能力强、科研能力突出的教师队伍，为培养新质技

术技能人才提供有力保障。

（四）职业教育与产业融合的策略

产教融合平台是实现职业教育与产业深度融合的关键。构建

政府、行业、企业、学校、社区等多元主体参与的协同育人机制。

政府进行宏观调控与政策引导，营造良好政策环境；行业协会根

据行业趋势与人才需求，指导职业院校与行业需求接轨；企业深

度参与职业教育，实现与企业需求精准对接；职业院校主动对接

行业、企业需求，为产业输送合格人才；社区参与职业教育，实

现职业教育与社区深度融合。

六、结论与展望

本研究深入探讨了职业教育转型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并

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结论。职业教育转型可以提升劳动力素质，促

进产业升级，推动创新发展，从而满足新质生产力需求，促进产

业结构升级。为实现职业教育与经济增长的协同发展，需要政策

层面的支持与引导、社会层面的参与与合作以及职业教育体系自

身的完善与创新。这些结论为未来职业教育转型与经济增长提供

了重要的参考和指导，为构建人才强国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提

供了重要思路和方向。职业教育未来将深度转型，紧密对接新经济，

强化产教融合，以信息技术推动数字化、智能化进程，打造个性

化学习路径，培养适应智能经济时代的技能人才，为我国在全球

产业链、创新链竞争中提供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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