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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是培养高端家政服务人才的重要场所，既能培养其诸如家庭健康管理、财务管理、公关管理等高端家政技能，更

能提高其与高端家政所匹配的职业素养与思想品格。通过专业所在院系研发课程、高职院校整合相关专业以对家政行业的

支持、家政企业为家政专业学生提供高层次家政服务技能实训实习、产业科技园研发智能家电支持专业教学等方式，能大

大提高高端家政人才的培养成效，推进家政行业往高质量高水平发展。

高端家政；校企院园；育人模式

随着我国人民生活实现小康及生活节奏的加快，摆脱繁烦
的家务劳动、实现家务劳动社会化已成为城市家庭的广泛需要，
这就为高端家政服务业的兴起创造了机遇与沃土。由于我国家
政业发展的历史和社会认可度等多方面原因，致使出现劳动力
供给不足，从业人员整体素质不高，供需矛盾突出，服务满意
度不高等诸多问题。为更好地满足现阶段人们对于家庭服务需
求的数量和质量提升的要求，高职院校应尽快为社会培养一批
高素质强技能的高端家政服务人才。

1、高端家政服务的涵义

高端家政服务人才主要是指管家型家政员，他们主要服务
高净值家庭，是高端家政服务主体的核心力量，家庭服务包括：
家庭所有成员的健康和膳食营养管理；家庭物业管理与相关社
区物业管理之间的关系协调；日常生活流程的安排；家庭成员
信息资料的档案化管理；家庭成员与亲朋好友、社会关系的处
理；家用设施维护；日常生活费用和家庭财务的管理；家庭成
员学业的协助管理；家庭成员患病联系、就医及发生意外事故
的处理；家庭成员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的维护；大型家庭活动
家庭与社会关系的公关管理。

高端家政服务分为职业素养、生活美学、高端家务、深度
保洁四个方面。职业素养包括企业文化、自我成长、服务规范、
礼仪与禁忌、东西方家政理念；生活美学包括整理收纳、红酒
品鉴、插花、茶艺咖啡、奢侈品养护；高端家务包括别墅家务、
家庭账目、衣物洗熨、电器使用、动植物养护；深度保洁包括
360°全屋清洁、地板打蜡、地毯清洁、家具保养、石材养护等。

由此可见，高净值家庭对家政服务员的职业素质和专业技
能的要求非常高，短期的家政服务员岗前培训和传统的家政专
业学校课程安排已经不能满足高端家政服务的需求，探索一条
满足高端家政服务市场需求的人才培养模式和研发高品质家政
服务产品迫在眉睫。

2、国内家政市场现状

自从 2011 年家庭服务业作为生活性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
分被写入“十二五”规划开始，家庭服务作为一种新兴的“朝
阳行业”在中国迅速发展，成为我国第三产业发展中的重要组
成部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反映
的是由较低层级供需矛盾向中高层级供需矛盾的转变，这也为
家庭服务行业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据国外专家分析，人均国民收入达到 1000 美元的时期，
是家庭服务业的发展期。目前我国正处在这一时期。据国家统
计局对北京、上海、广州等 7 个城市的调查，有 70% 的家庭
需要社会化服务，不少城市每个家庭的家政服务月支出已超过 
1000 元，个别城市例如深圳较富裕的家庭，家政服务支出已超
过 5000 元。

随着老龄化日益严重，为数众多的老年人家庭或有老年人
的家庭迫切需要提供优质医疗保健、营养餐饮等方面的服务；
残疾人家庭或有残疾人的家庭则急需要提供科学而具体的身体
康复、心理健康指导等高标准高质量的服务。家政市场刚性需
求极大，我国社会的家政服务主要用工形式仍旧以保姆、钟点
工为主，服务内容仍然停留在从事室内外保洁、婴幼儿看护、
照料老人等传统的低端服务的层次，与现代生活家政服务的高
水平需求极不适应，家政市场陷入 “高端技工荒”的窘境。

3、高素质技能型高端家政人才的需求及培育瓶颈

3.1  高端家政人才知识与能力储备要求
从高端家政公司员工素质来看，具有国际视野的、适应现

代社会需要的、具有现代家庭服务理念和家庭服务技能的高素
质技能型家政服务人才，具有如下特点：

在知识结构上，应具备必需的文化基础知识，例如计算机
的基础应用、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等；掌握家政服
务人员所必需基本理论知识，主要包括心理学、社会学、家政学、
管理学、营养学等。

在职业能力上，掌握家庭礼仪、家庭保洁与餐饮制作等基
本居家服务技能；老人、孕产妇和婴幼儿及康复病人的护理技
能；掌握现代家政服务技术，熟悉运用高新家政设备；政策研
究与评估、行政管理与人力资源开发等家政企业管理技能。

职业素质方面，具备逐步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
值观的素质；具备良好的行为规范和社会公德；具有爱岗敬业、
诚实守信的职业道德；具有不断学习、不断创新的意识；在就
业创业实践中，探索制定现代管家服务与管理的标准体系，研
究制定分业态的家政服务业服务标准，引导家政服务机构和人
员提供标准化服务，为逐步实现家政服务现代化、专业化、高
效化而努力。

3.2  高校培育高端家政人才面临的困境
3.2.1  培养模式缺乏高端家政市场考验
相对其他发达国家，我国家政职业教育起步较晚，家政人

才培养模式本土化还处于探索期，各高职院校针对家政专业的
课程体系与设置存在分歧。另外，专业教材的选用基本上源自
相关专业，如烹饪工艺与营养专业、婴幼儿托育专业、养老护
理专业等，与实际人才培养要求有差异。第三，学校为学生提
供的实训实习，多数是中低端家政企业，学生虽然能在实训实
习过程中巩固家政服务技能，但有可能因此大大降低了专业认
同度，失去对未来就业前景的信心。

3.2.2  实训基地与实际工作环境存在差距
家政专业实训基地虽按照课程实训要求进行环境创设和物

资配备，但与实际工作环境差距仍是较大，以居家服务实训室
为例，由于受到场地面积的限制，多数是家庭真实场景的缩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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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虽然设置了客厅、饭厅、厨房、卫浴室、卧室，但是往往
物资配备不足，功能不齐全，难以开展所有的居家服务实训项
目。另外，作为实训场地，需要为学生提供足够的实操用具，
但事实上配备足够的实操用具，如几十套茶具、几十台灶具厨
具等，极大增加了实训室的资金投入。另外，高端家庭往往偏
向于使用智能化家具，高校实训室的实训器材难以做到全面智
能化及与时俱进。

4、家政服务高端化的“校企院园”育人模式

4.1  家政专业所在院系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目前大多数家政企业采取是“1+1+N”的服务模式，即向

服务客户家庭派出一名驻家服务师，配置一名管家和一个可按
客户需求灵活调配的服务团队。驻家服务师主要在客户家开展
具体的服务工作，管家则负责对接客户需求，制订家政服务方
案，如客户有超出驻家服务师服务能力范围的需求，管家则可
通过调动公司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个性化的定制上门服务。
家政专业所在院系可参考家政市场的实际需求与家政企业的服
务模式，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结合学生毕业走向的家政岗位，
有针对性地培养学生服务、培训、管理等方面的能力。

4.2  家政专业开设院校广泛吸纳各专业人才壮大家政
人才队伍

依托高职院校设有的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健康服务与管
理、人力资源、财务管理、酒店管理、市场营销、电子商务、
投资与理财等专业，能大大提升家政服务人才与管理人才的业
务水平，并为社会提供家政专业培训师、高素质家政管理人员；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机械制造与自动化等专业能为家政服务研
发新技术、新产品，使家政服务更趋现代化、专业化、高效化。

4.3  产教融合为家政人才提供实践平台
采用家政企业与家政院校合作育人方式，由家政公司提供

广阔的实践工作平台和机会，创造实际价值和利益；师生在学
校完成理论学习的基础上，在家政公司将理论转化为实际工作
经验，深化和完善理论知识。二者互相补充，相互提高，共同
发展，打造一种中国职业大学教育最实用、最有效的教学模式，
培养出的学生不但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实操能力和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而且具有广阔的国际视野和现代化公司管理经营
能力和经验，能够独立经营小型公司，为公司扩容提质提供可

靠的人力保障，彻底消除家政专业学生自认为低人一等、服侍
别人的想法，从简单的体力劳动变成具有公司管理能力和科研
开发能力的社会急需人才，也为学校带来充足的生源和极高的
社会效益，促进学校快速发展。

4.4  大学科技园积极研发高端家政服务产品支持家政
专业教学

与高职院校合作或作为高职院校产业化产物的家政技术科
技园，以产学研结合为重点突破口，以产业链上下互动为主要
途径，以学校和科研机构完善的科研体系为基础，吸纳健康家
政方面先进的国际理念，借鉴先进的健康家政国际产品，开发
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能够满足国内中高收入人群需要的健康家
政产品。除生产家政服务相关产品外，科技园建立以互联网 5G
技术为基础，开展健康管理、医疗科技、家政服务领域内的技
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把社会上各种服务
资源整合起来。与此同时，科技园也能满足大学教师的科研、
实验需求，促进学校教师快速发展和稳定。

5、结语

从提高家政从业人员素质、提高家政服务业的供给质量为
出发点，采用“校企院园”合作共育模式，培养大批满足社会
家政服务需求的高端家庭服务人才，并在家政服务中对标国内
外最高最好最优的先进经验，引入新技术、新产品，既然提升
我国家政业的社会认可度，为社会提供安全、方便、快捷、专
业的家政服务，又能加快推进家政服务职业化、国际化、标准化、
专业化、高质量发展。

课题信息：广东省肇庆市 2021 年度社科规划项目：院园互

融打造肇庆高端家政服务品牌的路径研究（21GJ—47）；广

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 2021 年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改革理

论与实践研究规划项目：职业本科院校家政专业课程设置本

土化研究 —— 以广东省 G 校为例（GDGSGQ2021017）；

广东工商职业技术大学 2021 年度校级科研项目：“ 南粤

家政 ” 工程背景下现代家政服务与管理人才培养模式探究

（KYY2021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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