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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设置与地区产业结构适应性研究——以河南省为例 
李学荟 

（河南工业大学漯河工学院  河南漯河  462000） 

摘要：在河南省高等教育中，高职和专科占据“半壁江山”，地位显著。经河南省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与区域产业结构适应性研

究发现，专业设置存在布点过于集中、专业设置一产有空白、二产比例部分偏低、三产过剩等问题。高职院校要结合区域特色、优

势产业和紧缺产业设置专业，做好顶层设计和专业建设规划，以就业为导向，调整优化专业结构，强化专业集群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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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习近平就职业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要坚持立

德树人，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深入推进育人方式、管理体制等，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建

设一批高水平职业院校和专业，促进职普融通，增强职业教育

适应性，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

能人才。 

根据河南省教育厅网站公布的有关数据：截至 2021 年 9

月 30 日，河南省普通高等学校共有 166 所招生，其中高职(专

科)院校有 99 所，所占比例为 60.24%。2021 年普通本专科和职

业本专科毕业生共计为 67.84 万人，分别为 30.59 万人和 37.25

万人，比例为 4.5：5.5。可见，高职（专科）占据了全省高等

教育的“半壁江山”，地位相当重要，长期以来，河南高等职业

院校将大批高素质的专科层次人才输送到河南经济全面建设中

去。 

1 目前河南省高职院校专业设置分析 

本文以河南省 99 所高职院校为样本，根据全国高职院校专

科专业设置与公共信息服务平台公布的河南省高职高专拟招生

专科专业设置备案结果，统计分析河南省高职高专专业设置情

况，得出如下结论： 

1.1 专业设置覆盖面广，专业结构体系齐全 

河南有 99 所高职院校在 2022 年度备案招收专科学生，共

备案专科专业 5582 个，涵盖了全国高职目录(2021 版)中 19 个

专业大类，覆盖面达 100%；专科目录中有 97 个二类专业，91

个为 99 所高职专科专业覆盖，覆盖面达 93.81%；《专科专业目

录》专科专业共 744 个，99 所高职专科专业共设置 478 个专科

专业，覆盖面达 64.25%。由此可见，在专科专业设置的规模和

结构上，河南省的高职院校是比较完备的。 

1.2 高职专科专业呈现趋同性，分布过于集中的情况 

通过进一步分析发现不同专科专业设置所占的比重具有较

大差异性：在 19 个专业大类中，电子信息类专业设置覆盖面最

高，专业设置备案 889 条，其开设的 4 个二类专业覆盖率达

100%，开设的 34 个专科专业覆盖率达 97.89%。在河南省 99

所高职院校中，轻工纺织类、公安司法类、水利类开设院校较

少，电子信息类、财经商贸类、装备制造类、文化艺术类、教

育体育类等 7 个专业重复率较高。 

河南全省共有 166 所高等学校，其中有 164 所高校（包含

本科高校的专科专业）开设了电子商务专业，专业覆盖率达

99.99%；有 159 所高校（包含本科高校的专科专业）开设了大

数据与会计专业，专业覆盖率达 95.78%；有 113 所高校（包含

本科高校的专科专业）开设了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专业覆盖

率达 68.07%。在全省 99 所高职院校中，开设营销专业的达到

95 所，专业覆盖面达到 95.96%；电气自动化技术专业有 66 所

高职院校开设，专业覆盖面达 66.67%。总之，有些专科专业设

置重复严重，布点过于集中，专业布局的优化和调整也是很有

必要的。 

2 河南省产业发展及就业形势分析 

2.1 河南三大产业格局发展概况 

近年来，河南省不断发力二三产业，不时调整思路，紧抓

国内沿海产业转移机遇，依托经济杠杆，积极主动承接产业转

移，按照多年发展规律，迅速调整产业结构层次，全省二三产

业比重逐年提高，产业结构不断向“三、二、一”产业布局迈

进。河南省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随着经济和产业结构的变化，

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比重居全国首位，第三产业发展呈现

良好势头；第二产业增加值出现了回落的趋势，在各行业中居

于第 2 位；增加值在第一产业中所占比重呈下降趋势，但变化

不大，在三项指标中所占比重较小。 

2.2 河南省目前就业结构形势分析 

2018 年 8 月，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发布的《河南社会蓝皮书

(2018)》中明确指出，在吸纳就业中，第三产业正在发挥越来越

大的作用。2016 年全省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2.76%，同比下降 0.19

个百分点。一产就业人数呈现稳中有降的态势，在吸纳劳动力

第二多的情况下，三产就业人数持续上升，已经反超二产。第

三产业在吸纳就业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河南就业结构得到

持续优化。在河南就业结构不断优化的同时，第三产业在吸纳

就业中的作用越来越大。可见，近年来，第三产业对人才需求

量较大，已经成为众多就业人员的主要选择。 

3 专业设置与区域产业适应性分析 

农林牧渔类专业是面向第一产业的专业布点，2022 年在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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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高等职业院校 159 个专科专业设置中，仅占总数的 2.82%。

不过，河南的第一产业增加值占比在 2022 年上半年达到 7.66%。

两相比较，对应的专科专业在第一产业中的布点偏低，覆盖范

围也不完全。专业目录中共有 5 个专科专业均未开设，如木业

产品设计与制造、特种动物养殖技术、水族科学与技术、水生

动物医学等专业均未开设，存在漏缺现象，这与河南省提出的

农业强省战略、建设现代农业不相适应。 

在专业目录中，有 1469 个专科专业分布在面向第二产业的

专业中，占总数的 26.08%。2022 年上半年第二产业增加值占比

为 43.86%。二者通过对比，专科专业布点较低。其中，土木建

筑大类专业布点数 424 个，占比 28.86%，基本满足第二产业发

展需求。装备制造大类专科专业布点数 763 个，占比 51.94%，

与河南省智能制造业战略相符合。生物化工大类专业布点比例

为 3.0%，能源动力与材料大类专业布点比例为 4.15%，这与河

南省大力发展“专、精、特、新”高端化工产业和新能源、新

材料不相适应。 

面向第三产业的专科专业布点数为 4004 个，占比 71.09%，

2022 年上半年第三产业增加值所占比重为 58.23%。三产对应的

专业布点数量，通过这两个比较，是偏高的。其中，财经类和

商贸类专业分布在 840 个专业，占总数的 20.98%，符合现代服

务业发展的需要。电子与信息大类专业布点数 889 个，占比

22.20%，这与河南省数字强省战略和发展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相符。医药卫生大类和食品药品与粮食大类专业布点数 460 个，

占比 11.49%，这与河南省发展医疗健康产业相符。交通运输大

类专业共有 414 个布点，占 10.34%，符合河南省交通运输强省

战略。文化艺术大类专业布点数 467 个，占比 11.66%，这与河

南省文化强省战略和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相符。 

4 依据产业发展需求调整专业结构的路径 

职业院校实施职业教育要以产教融合为重点，开展校企合

作，坚持增强产教融合的创造力，促进校企合作。高职院校专

业设置要坚持以服务区域产业发展为宗旨，以促进学生就业为

导向，为了满足学生全面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不断增强职业教

育适应性。 

4.1 做好产教一体化的专业设置规划工作 

河南省教育厅要继续加强专业布局的统筹管理，调整优化

全省专业结构，引导高职院校面向三大产业开设紧缺专业，以

应对我省高职院校专业布局不合理、布点较为集中等问题。高

职高专要结合区域特色、优势产业等设置专业，做好专业建设

的顶层设计和规划，避免重复建设、盲目设置专业。 

一是在专业设置上填补第一产业部分空白，为振兴乡村助

一臂之力。河南有较高的第一产业就业率，因为农村人口较多。

面对农林木渔类专业设置短板，结合高职院校特色，填补第一

产业专业设置空白。二是在增加第二产业专业布点的同时，对

接经济发展规划。需要进一步增加第二产业专业布点，增加食

品药品与粮食大类专业布点，食品智能加工、智能医疗设备技

术等专业大类布点。三是面对第三产业专业设置过剩，考虑提

质培优，促进第三产业人才培养数量、质量双提升。例如电子

与信息大类，应对接河南省电子信息产业新需求，提高人工智

能类、集成电路类、物联网等相关专业的覆盖率。 

4.2 专业设置对外应以“就业为导向” 

“就业难”与“招工难”并存，深化产教融合是解决高校

教育在人才培养质量和人才需求层次上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匹配

问题的根本出路。高校要培养适应产业发展、行业要求的人才，

校企合作是高校落实产教融合的主要手段，促进校企双方在协

同育人过程中实现共赢。一是高校要积极引导企业参与制定人

才培养规划、构建企业技师到学校兼职的课程体系和参与专业

化教学活动，使高校人才培养工作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二是

校企共建基地，企业提供校外实习岗位及实习实训基地。校企

双方积极探索“订单班”、“冠名班”、“合同式”以及工学交替、

现代学徒制及现代产业学院等多种校企合作模式。 

4.3 加强专业集群建设，发挥专业特色和优势 

河南省较高的专业覆盖率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特色专业群

建设。例如，河南省是农业大省，粮食及食品产业发展较为突

出，目前在全省高校中有利于建设具有粮食及食品特色的专业

群。建设专业集群，可以实现专业与产业发展的无缝对接，实

现产业需求侧结构要求与人才培养供给侧的全方位融合，促进

区域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使高校专业真正服务于行业、企业，

提升专业建设服务于区域产业经济发展的能力，为河南省三大

产业发展提供高素质的技术技能型人才，促进高校专业建设与

产业经济发展的有机融合。 

总之，深化产教融合，提高学生岗位适应性，要求专业设

置应以就业为导向，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的需要，

特别是适应各地区、各行业对技能型、创新型人才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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