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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行业产业贡献度为导向的职业教育质量评价体系构建
任　玉　蒋秋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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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研究立足新时代背景，聚焦职业教育类型教育的本质，即教育与产业的有机融合；结合职业教育定位，编制三级指标体系，

以期建立以行业产业贡献度为导向的职业教育质量评价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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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区别于普通教育的教育类型，职业教育与行业、产

业发展的联系更为密切，其质量不仅关系到教育体系的发展，而

且深刻影响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围绕教育强国建设对职业教育的

内在要求，科技与产业发展对高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社会结构

变化与人的全面发展对职业教育的诉求，展开关于以行业产业贡

献度为导向的职业教育质量评价体系构建与研究，以增强职业教

育适应性要求，为提升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和促进产业经济高

质量发展提供助力。

一、内涵解析：以行业产业贡献度为导向的职业教育质量评

价体系的基本概念

本文所指的以行业产业贡献度为导向的职业教育质量评价体

系，即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数量、规模、结构等，以及职业教

育科技研发贡献水平和社会服务培训等方面构建指标，用来衡量

职业教育对行业产业贡献度，从而达到将产业与教育进行结合，

使之融为一体，在社会贡献、经济利益之间形成一种新的平衡。

也就是说，要以教育与产业融合为路径，构建出新型培养模式，

突出需求导向性，为学生全面发展提供相应场域；要通过促进产

业和经济的创新发展，提高职业教育对行业产业贡献程度，真正

解决教育链、产业链和人才链的衔接问题。

二、构建策略：以行业产业贡献度为导向的职业教育质量评

价体系指标构建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进行调研工作，并成立了专门的问卷

编制小组。小组内包括了 2 位教授、3 名副教授、2 名讲师，共 7

名成员，其中 2 位教授具备 30 年以上职业教育、教研经验，3 名

副教授、2 名讲师分别拥有 25 年、10 年以上职业教育经验。围绕

研究主题，问卷编制小组对近年来有关职业教育质量评价体系的

政策文件、论文、著作等资料进行阅读、整理，获得关于主题的

丰富资料，从而了解职业教育质量评价的基本理论、制度创新以

及产教融合目标达成度等相关研究情况。问卷编制小组根据文献

研究的结果，基于目的性、可用性、科学性、全面性的原则，侧

重于职业教育对行业产业贡献度的价值评价，编制相应咨询问卷。

具体采用以下方法进行三轮构建。

（一）专家遴选

本研究采用德尔菲专家咨询法进行数据收集与指标评价，共

邀请了 16 位专家参与其中。参与咨询活动的 16 位专家满足以下

遴选条件：其一，有过从事产教融合、校企合作项目的实践经验；

其二，获得了高级职称，在核心刊物上公开发表过 1 篇以上质量

评价主题论文；或具备职业教育质量评价课题研究主持工作经验。

符合以上专家遴选标准，且接受邀请的 16 位专家，都表示自愿参

与德尔菲专家咨询活动，并可以完成两轮（含两轮）以上的咨询

活动。

（二）专家咨询的过程

第一步，进行关于以行业产业贡献度为导向的职业教育质

量评价体系指标必要性的专家咨询。第一轮问卷包括“技术服

务”产业贡献“人才培养”3 个一级指标。结合一级指标获得

了二级指标 11 个、三级指标 34 个，并分别对它们的内涵进行

诠释。针对这些指标，邀请专家进行了 5 级评价，特别是针对

二级指标设置了“修正意见”项，以便专家对其进行调整、修

改。对得到的数据进行汇总、分析得出结论如下：肯德尔系数

W 为 0.729，符合标准；获得评价指标中包括变异系数 CV（标

准差 / 平均值）大于 0.25 的指标 11 个，不符合要求。完成数

据分析、整理工作之后，课题组以本轮专家咨询的结果、专家

反馈信息为基础，对现有指标体系加以修正，具体修正内容与

方法如下：（1）对指标的稳定性进行评估，识别、删除 11 个 

CV 大于 0.25 的指标；（2）在综合分析专家意见的基础上，

增加新指标 10 个，并对部分指标的描述进行进一步修改和完

善，使其更为清晰准确。通过以上操作，得到了一个新的指标

体系，针对该指标体系设计新问卷用于开展第二轮专家咨询，

其中二级指标共 33 个。

第二步，进行指标的重要性评价。基于第一轮专家咨询活动

中获得的意见，构建出新评价指标体系，该体系中包含了 33 个精

心设计的指标。为了保证其可靠性、适用性，邀请专家对其进行

重要性评价。评价活动中，采用了 5 级评分的方式，以确保各位

专业能够发挥自己在实践经验、专业知识方面的优势，对每个评

价指标进行深入分析和准确判断。对专家咨询中所得信息进行汇

总、分析，而后得出结论：肯德尔协调系数 W 为 0.302，W 值偏低；

3 个指标的变异系数有 2 个 CV 大于 0.25，不符合变异系数必须小

于 0.25 的要求。课题组结合以上结论和专家修改建议，删除了 2

个 CV（标准差 / 平均值）大于 0.25 的指标。对指标体系进行重新

修正之后，开启第三轮专家咨询。

第三步，即第三轮专家咨询（N=13），在这一环节对 31 个

指标的重要性进行了细致的 5 级评分。根据评分结果和专家反馈

的信息得到如下结论：肯德尔协调系数 W 为 0.409，基于 0.4-0.5

之间，本结果可用；31 个指标的变异系数都小于 0.25，故而本次

指标选择符合标准，31 项指标都可以保留。

三、构建权重：确定以行业产业贡献度为导向的职业教育质

量评价体系指标权重

层次分析法在处理复杂的决策问题上的实用性和有效性

非常实用。层次分析法要求操作人员按照总目标、准则、候

选者构建出一个可分析的层次模型，对不同因素对所有候选

者进行单独评价，最终求解出所有候选者相对于总目标的权

值大小。为了进一步保证结果可靠性，发挥出层次分析法的

应用优势，需要采用以下评分原则。其一，邀请专家通过两

两比较的方式，对所有指标的重要性进行评价，并完成对各

级指标权重重要性的 9 级评分。其二，分析、整理相关数据，

通过运算明确各要素的相对重要性，并列出两两比较矩阵。

其 三， 对 两 两 比 较 矩 阵 的 一 致 性 指 标 CR 进 行 计 算， 如 果 计

算结果显示 CR<0.1，可以认为判断矩阵的层次排序具有满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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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致性，可以采用两两比较评价的打分方式。对第三轮咨

询活动中，13 位专家给出的结果和建议进行整理，将相关数

据输入 AHP 层次分析软件，基本步骤分为建立层次结构模型、

构造成对比较矩阵、计算权向量并做一致性检验、计算组合

权向量。基于各个指标判断集成矩阵与权重的计算结果，将

各层级指标之间的权重汇总如表 1 所示。

表 1 以行业产业贡献度为导向的职业教育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及权

重表汇总

一级

指标
权重

二级指

标
权重 指标 权重

A. 人

才培

养

0.5930

A1. 专

业设置
0.3816

A11. 人才培养方案设置 0.4575

A12. 专业设置与产业匹配度 0.238

A13. 专业核心竞争力 0.244

A14. 专业认可度 0.0604

A2. 专

业建设
0.2492

A21. 实践教学内容 0.1749

A22. 专业课程设置 0.6067

A23. 课程建设情况 0.2184

A3. 教

学资源
0.161

A31. 教学场地资源 0.1924

A32. 教学资源准备 0.5501

A33. 校企合作教材建设情况 0.2575

A4. 师

资队伍
0.1607

A41. 教职工数量 0.2079

A42. 双师队伍结构 0.5693

A43. 教职工学历结构 0.2228

A. 人

才培

养

0.5930
A5. 学

生发展
0.0475

A51. 技能实训熟练度 0.4614

A52. 获得各类技术技能证书 0.2396

A53. 毕业生半年后的留岗率 0.0628

A54. 公司对毕业生技能满意

度
0.2363

B. 科

学研

究

0.2985

B1. 技

术研发
0.5316

B11. 合作研发项目数量 0.0666

B12. 合作研发项目的经费总

额
0.2159

B13. 研发专利或成果转化率 0.5242

B14. 研发专利或成果转化获

得的收益
0.1934

B2. 创

新平台
0.1079

B21. 创新平台数量 0.2037

B22. 创新平台级别 0.7963

B3. 满

意度
0.3794

B31. 横向课题满意度 0.5000 

B32. 成果转化满意度 0.5000 

C. 社

会服

务

0.1085

C1. 校

企合作
0.1231

C11. 社会培训人员数量 0.1641

C12. 社会培训产出效益 0.8359

C2. 培

训基地
0.5205

C21. 校企共建实训基地级别 0.7985

C22. 校企共建实训基地数量 0.2015

C3. 满

意度
0.3565

C31. 培训人员满意度 0.8162

C32. 教师提升满意度 0.1838

至此，本研究通过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完成了以行业产业

贡献度为导向的职业教育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具体指标如图 1

所示。

图 1 以行业产业贡献度为导向的职业教育质量评价体系层次结构模型

四、结语

本文通过采用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构建以行业产业贡献度

为导向的职业教育质量评价三级指标体系，进而助力职业院校增

强办学动力与活力、提升职业教育对行业企业贡献度、加强政府

部门对职业教育统筹管理能力，进一步促进区域经济的转型和升

级。同时，由于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长期

推进、动态调整的过程，该评价体系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实践

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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