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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G +制造业”背景下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研究 
孙英敏 

（陕西国际商贸学院  陕西  西安  712046） 

摘要：在“5G+”时代，对于中国制造业来说想要高质量发展，必须加快推进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系统发展，全力服务于制造

业发展，实施人才的可持续发展，为我国制造业强国战略作支撑，本文通过陕西省职业教育现状及存在的问题，为陕西省职业教育

人才培养提出建议。 

关键词：制造业；职业教育；人才 

 

1.前言 

进入 21 世纪，随着智能制造技术和 5G 的发展，智能制造成为

从信息时代走向智能时代的重要标志和主要任务，智能化的内涵也

在不断地丰富和完善，基于人工智能技术与信息通信、制造和相关

产品技术的集成，有学者认为智能化是以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一代

信息通信技术在制造业生产领域的应用，是一种能实现生产流程智

能化的新型制造模式[1]。在“5G+制造业”背景下，2020（刘国信）

基于 5G 的远程医疗、线上办公、在线教育、无接触配送、云旅游

等得到广泛应用。后疫情时期，政府通过大力推动 5G 云直播，更

推动了各行业的发展。2020（张宝英，林若云）“5G+工业互联网” 

赋能中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助力中国制造业朝着数字化、网络化

和智能化方向转型[2]。2017（陈诗慧，张连绪）“中国制造 2025”为

职业教育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和挑战，要求职业院校提升人才培养

质量、调整人才培养规格、提升办学层次、扩大高端技能型人才供

给规模、构建融通开放的职业教育体系，在此背景下，必须加快推

进职业教育的转型与升级，为我国制造业强国战略作支撑[3]。 

2.“5G+制造业”背景下陕西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中存在问题 

2.1 人才供给学历结构失调 

截至 2019 年底，陕西省中等职业学校 230 所，在校生 10.91 万

人，在校生 25.75 万人，高等职业院校 38 所，本科职业大学 2 所，

其中专升本 17.9 万人，在校生 42.88 万人。但根据《中国劳动统计

年鉴》2020 年的统计数据计算，2019 年，我国制造业从业人员平均

受教育年限为 10.5 年，受过高等教育(包括大专和本科)的比例为

16.7%，其中受过大专(高职)的从业人员比例为 10.7%，此外，2019

年陕西省受过高等教育(含大专和本科)的就业人员比例为 17.2%，受

过大专(高职)的从业人员比例为 9.3%，如表 2.1 所示。这充分说明

职业教育学历结构失衡严重，不能适应制造业转型发展的需要。 

表 2.12019 年我国制造业与陕西省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单位：%） 

受教育程度 未上过学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学专科 大学本科 研究生 

我国制造业占比 0.8 11.0 48.8 22.1 10.7 6.0 0.6 

陕西省占比 5.1 25.5 36.8 14.7 9.3 7.9 0.9 

数据来源：2020 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2.2 缺乏与新兴产业发展相关的学科专业 

在新时代“5G+制造业”的背景下，产业技术知识的广度和深

度都有所提高，这就要求学科和专业基于产业需求重构技术知识，

优化系统结构，实现产业链、专业链、知识链和技术链的有机联系，

现职业院校对制造业人才市场缺乏敏感性，与制造企业没有深度合

作，职业教育院校设置的专业缺乏新兴产业实际需求，课程内容缺

乏实践能力，教学的实用性和针对性不强，难以及时与制造业企业

对接。 

2.3 培养体系滞后于技术知识发展 

5G 通过制造业的传统技术知识提升技术知识的广度和深度，要

求技术和技术人才将知识、技术和能力复合，并反馈到职业教育培

训体系，必须满足需求，整体上把培训水平向更高的方向移动。然

而，现代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体系仍不完善。一是试点、本科层次

的中高职教育、衔接不畅、技能界限不清等现实问题，使得人才培

养难以适应市场需求；二是在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之前，它们属于

不同的教育行政部门，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之间的契合

度较低，因此它们之间的专业设置相当混乱。 

2.4 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不精确 

“5G+制造业”催生了柔性创新，柔性创新能力必然成为适应

智能制造发展的核心能力。实施人才培养，必须立足于制造业未来

发展，从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的逻辑起点上有效融入，真正发挥主

导作用。然而，目前职业教育人才的培养目标和培养规格局限于传

统的单一技能，忽视发展性和复合型技能，使得整体人才培养缺乏

前瞻性，导致面向未来的人才培养后劲不足。 

2.5 缺乏产业衔接的教师及发展环境 

当前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需要大量的高质量技能型人才，人

才培养要符合经济发展的需要，而师资力量是人才培养的重要基础

保障之一，职业教育中的教师与企业没有形成相互兼职的制度，教

师对于新兴专业领域不是很了解，教师只是介于理论知识，没有具

体到实践经验，因此职业教育更需要即理论知识强又实操技术强的

“双师型”教师，来参与到职业教育教学当中。 

3.“5G +制造业”背景下陕西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对策 

3.1 以社会为导向，提高办学层次 

一是为了更好的服务我国制造强国的发展目标，职业院校应以

“中国制造 2025”、“5G+制造业”等国家政策为导向制定院校发展

规划；二是在建设有利于制造业人才职业发展应用技术型本科，通

过中职—高职—应用技术型本科—专业硕士—专业博士的职业教

育人才发展路径，充分满足制造业转型升级对各级应用型人才的需

求；三是促进学科与产业同步发展。结合学校自身特点，在国家相

关优惠政策的引导下，重点建设一批与重点产业对接的专业集群，

培养未来的新型人才。 

3.2 以企业为主导，精准定位人才培养目标 

职业院校要充分发挥职业教育中的重要作用，应以企业需求为

主导，确定人才培养新目标，在“5G+制造业”背景下的职业教育，

一方面，要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学生在校期间教师将理论知识

传授好，把理论知识掌握扎实，进入企业后，有企业优秀的技术专

业人员进行培训实习，来进行实践教学，提高实操能力；另一方面，

先进的技术靠的就是创新，职业教育要着重培养创新型技术人才，

要适时调整人才培养目标，注重创新精神的塑造和创新人才的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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