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职业教育 

 20

天津高职院校专业结构的研究 
黄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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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天津高职院校专业结构反映了天津区域经济发展的现状，合理优化高职院校专业结构，培养更多社会需求人才，有利于
推动天津企业的发展，增强企业竞争力；建设与产业群对接，同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区域产业发展人力需求，从而促进区域产业持
续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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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产业需求在改变，传统职教专业也在调

整。目前天津市共有高职院校 26 所，专业 208 个，14 大类专业其

中财经类、装备制造类、艺术设计类、电子信息类和交通运输类排

在前五位。[1] 

一、天津高职院校专业设置 
随着京津冀协同发展，天津市“一地三区”战略定位调整（全

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北方国际航运核心区、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

和改革开放先行区），天津经济正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在形势下，

逐步形成新的产业集群。逐步释放优势政策，天津出现以航空航天

为代表的高端装备制造、以集成电路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以

基因工程为代表的生物医药，以海港和空港为依托的物流产业，这

些产业集群将是今后天津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保证，也是带动天津

乃至渤海经济圈产业结构升级的核心力量。天津院校的专业结构随

着专业集群在调整，以适应社会企业需求。  

（一）新专业的出现 

飞机制造、航空电子等专业相继开设，同时新能源大类中新增

了风能、热能，弥补传统专业的不同。科技是第一生产力，随着经

济社会发展方式的转变，天津市产业结构不断的调整，主要是以发

展高端装备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为主导，推进传统产业结构改

造提升为重点，优化经济产业结构，扩大先进制造业，促进新一代

信息技术、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生物医药、新材料

节能环保等产业集成群发展。 

（二）产业结构和专业结构 

天津工业目前以大项目好项目建设为重要支撑，以科技创新促

进发展方式转型，加速推进节能减排，走上了高增长、低能耗的科

学发展轨道。从相关统计数据看出，目前天津市经济社会产业结构

基本趋于稳定，经济产业结构也基本趋于合理，并逐步过渡到了工

业化中后期发展阶段，即产业结构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结构所占

比重较大，其中第三产业获得国民生产总值比重高于第二产业比

重。 

从专业设置视角分析，目前天津市会计专业 16 个，电子商务

14 个，物流管理 14 个，电气自动化技术 13 个，计算机网络技术

12 个，软件技术 10 个，工业机器人技术 8 个，机电一体化技术 8

个[2]。天津市高职院校设置第二和第三产业的专业重复率较高，学

校与产业结构发展协调性不够紧密。目前天津市第一产业开设专业

较少，第三产业占比较大，从而造成此专业学生就业压力。 

二、天津市高职专业结构存在问题 
天津高职大都以企业、集团办学为背景，专业主要服务于天津

本地企业、集团，造成专业的重复性较高，第一产业专业严重缺失。

本着高职院校办学效益发展开设的新专业不能完成体现本专业特

色，而传统专业滞后，从而在人才需求上供求不匹配。 

随着天津区域链经济发展，对紧缺人才的需求较大，但对口专

业人才培养数量严重不足，传统专业改造和新专业设置又步伐缓

慢，在人才培养定位与各种紧缺人才需求方面存在脱节。 

天津市第三产业发展较快，且发展的空间也比较大，但从专业

设置结构上来看，天津市高职院校第三产业的专业比例严重过高，

因此，导致涉及第三产业的学生人数供大于求，即严重过剩，导致

就业压力大的现象。 

同时在经济利益驱动下，一定数量专业的存在重复、培养学生

岗位不清晰。不少学校资源冗重，而有些学校资源匮乏，专业内部

设置和培养质量与社会需求存在偏差。造成专业人才和社会需求脱

节，同时天津高职院校专业结构与产业发展存在失衡的问题。 

三、天津高职院校未来发展 
“把产业基地建在开发区里，把专业建在产业链上、需求链上，

这样我们的职业教育、产教融合、产教协同、校企合作就能取得更

大进展”2018年陈宝生太高职教育指出。 

高职院校专业建设要以产业群主导产业发展为导向，产业群结

构调整与升级决定专业发展的形式与内容，专业建设只有适应产业

群主导产业发展，才能更好的为经济发展服务，并且自身随着经济

的发展，专业建设才能得到完善与发展。[3] 

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是天津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天津高职院校

应尽快填补第一产业的空白，加大对涉猎领域的扶持力政策。 

落实 “中国制造 2025”天津应优化产业结构，重点发展第二

产业人才的需求，应加快对应专业信息技术、新材料、生物制药、

新能源、节能环保、现代石化等的发展，提高第二产业专业人才培

养质量的紧迫性和必要性。 

目前天津第三产业发展迅速[4]，天津市经济发展中的主导性产

业。为避免专业的重复性，政府应提升第三产业专业的聚集度，使

相关专业资源共享，有利于高职院校特色专业的形成，这都有利于

推动企业的发展，促进竞争力的增强，更好的服务于天津经济的需

要和发展。 

四、结论 
天津高职院校专业结构的合理发展对天津经济发展起到一个

重要的指引作用，同时高职院校专业建设根据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

结构调整，更有利于人才培养，更好的服务于社会，从而更快的推

动和融合高职教育与区域经济，在一定程度上满足区域产业发展人

力需求，有利于企业发展，增强竞争力，使之共同驱动健康发展方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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