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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1

国家从 2019 年开始试点本科层次职业教育，首先要

面临的问题是职业本科培养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企业

用工需求到底是怎么样、对能力要求到底有哪些方面，

对于区域经济来讲又对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有哪些能力

方面的特殊需求。对于这个问题的研究室本文研究的逻

辑起点和基础。得到了企业对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能力

需求分析之后，才能对人才培养的具体路径进行合理规

划并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人才能力需求分析了解的越全

面、越透彻，思索出来的发展建议才具有更高的针对性，

才具有存在的意义。只有了解了现状，才能对其发展进

行合理可行的规划，然后才能整理出可以解决问题的建

议和对策。

本文主要针对重庆目前唯一的一所职业本科重庆某

职业技术大学合作企业对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能力需求

调研与分析。通过发放问卷形式，向重庆某职业技术大

学的合作企业了解企业需求，通过企业反馈的数据分析

出对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核心要点，企业对人才

的能力需求等。主要针对个案重庆某职业技术大学校企

合作相关的、在学校实施招聘的企业进行问卷调查，通

过问卷调查得出企业对该校人才的人力和能力需求。问

卷总共设置 20 个问题、涵盖 3 个方面，调研总共发出问

卷 400 份、收回 398 份，398 份问卷的企业涵盖了与重庆

某职业技术大学的所有专业的合作企业，涵盖了各个领

域。

基金项目：重庆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8年度一

般课题（2018-GX-416），重庆市教委高等职业教育教学

改革研究一般项目（Z213001），重庆智能制造职教集团

2020年度重点项目（CQZNZJ202001-ZC）

二、研究的个案情况

重庆某职业技术大学，改名之前为某工业职工大

学，建校时间 1971 年，由当地八所职大共同组建行程。

重庆政府在 2003 年批准在原本基础上组建重庆某职业

技术学院，2017 年初通过重庆市骨干高职院校验收。

2018 年年底，教育部作出了同意该校升格的决定，并在

2019 年 5 月 27 日下发正式文件批准学校正式更名为现在

的大学校名。

学校在教育建设上，始终依托当地的经济结构和社

会发展态势，依据区域发展战略和重点产业集群，特别

是在当地支柱产业和新兴产业等领域针对人才需求，开

办了一系列当前新兴产业有关的工程技术性本科职业专

业，加上其他一些社会需求缺口较大的职业学科，总共

拥有 17 个本科层次的职业专业。

三、调研的基本情况

在展开试点工作时，该校就已经开展了深入的校企

合作，并建立完善的合作理事会，修订了制度明晰了校

企双方职责和义务，规范了共育人才工作流程，校企合

作才能顺利进行。双方在专业课程、教学团队、实训基

地以及定向培养等方面开展了深入全面的合作。截止到

2021 年 3 月，已经与一百五十多家企业达成了合作，合

作企业覆盖学校开设的全部专业。

本次问卷调查的对象是已经和学校建立起校企合作

良好关系的 152 家企业以及在学校开展过招聘毕业生的

其他 248 家企业，共计 400 家企业。对于这 400 家企业，

进行了一次问卷的调查方式，总共发出去 400 份，回收

398 份，其中有效问卷共 398 份。

四、调研数据分析

1. 基础情况分析

调查单位所属行业，根据调研数据显示，398 家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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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 312 家企业属于装备制造、汽车、电子信息、自

动化、电力等传统制造类、机电类企业，与重庆某职业

技术大学对人才培养定位、主要的优势和特色专业培养

的人才对应行业相符。有 43 家企业属于经管类企业，与

重庆某职业技术大学近 2 年新办的、着力发展的未来新

特色专业培养的人才对应相符。有 20 家企业属于化工、

轻工类企业，对重庆某职业技术大学人力资源需求较少。

剩下的 23 家企业属于教育类、护理类企业，属于重庆某

职业技术大学国控专业学前教育等专业优势校企合作单

位，对学校人才需求较大。

企业目前急需招聘的员工和每年的技术技能型人才

需求情况，根据调研数据显示，398 家企业对于目前急

需招聘的员工。有 98 家企业急需普工，占比 24.6%；对

技术技能人才需求较大，有 159 家企业，占比 40.0%；

对工程系列人才需求有 48 家企业，占比 12.1%；剩下

的 93 家 企 业 主 要 招 聘 对 象 为 高 层 次 技 术 人 才， 占 比

23.4%。

同时，多家企业领导反映，对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

和技术技能人才的概念比较模糊，实际对技能人才的需

求应为 252 家企业、占比 63.3%。

企业从那一年开始招收我校毕业学生，根据调研数

据显示，有超过 60% 的企业在 2017 年及以前就与重庆某

职业技术大学建立了校企合作关系或者我校开始了招收

毕业学生，有 20% 的企业为 2020 年新增，主要原因是

2020 年重庆某职业技术大学因为职业本科建设大力推进

以及学校知名度的上升。

对于已经在企业工作的重庆某职业技术大学学生，

根据调研数据显示，有 372 家企业、占比 93.4% 认为专业

技能方面的素养最令人满意。

2. 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人力和能力需求分析

企业是否了解职业本科，知道什么是高层次技术技

能人才？多数公司都反映，对职业本科了解不多，只是

听说过。

企业是否迫切需要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愿意招

聘我校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根据调研数据显示，企业

主要的需求体现在对高层次技术人才资源方面，相对比

而且，企业普遍认为比一般的需求要大。有 315 家、占

比 79.1% 企业认为迫切需要，愿意招收。有 72 家、占比

18.1% 企业认为无所谓，跟一般技能人才看法一致。仅

有 11 家、占比 2.8% 企业认为不招收，眼高手低。

企业认为我校培养的职业本科学生毕业后在贵公司

可胜任的岗位。根据调研数据显示，企业对于重庆某职

业技术大学毕业生相对比较看好。认为重庆某职业技术

大学培养的职业本科学生毕业后在公司可胜任的岗位，

超过 80% 的企业认为可以胜任复杂技术技能岗位和简单

技术技能岗位。剩余的 20% 则认为可以胜任一线普工岗

位、行政或管理岗位。

职业素养有显性和隐性之分，其中职业道德（隐

性）和专业能力（显性）是两个主要的判断标准，72%

的企业认为显性职业素养（专业能力）更重要，28% 的

企业认为职业道德和隐性职业素养更重要。

在职业本科学生所获哪些方面的证书比较重要方

面，100% 的企业认为必须要有学历证书，83% 的企业

认为要在专业比赛方面有所突破，75% 的企业认为应该

多参加社会实践，53% 的企业认为应该在文体等方面有

所提升。综合来看，企业还是认为学历证书和专业比赛

作为重要。

企业最希望我校职业本科学生通过哪些途径提升职

业素质。根据调研数据显示，在提升途径上，依然是大

部分企业认为认真完成学校相关课程、参加专业竞赛作

为重要，同时校企合作订单班培养企业也认为是一条重

要的途径。

对于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企业最看重的哪些

基本素质？。根据调研数据显示，有关人才的培养方案，

作为企业最为关心的是：职业基本技能、专业知识、协

作精神、职业道德。

对于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企业认为我校现在

的学生最欠缺哪些能力？根据调研数据显示，在这个人

才培养方案中，企业认为重庆某职业技术大学现在的学

生最欠缺能力前五位有：实践经验、组织管理、沟通表

达、思维创新、应变分析。

3. 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途径与企业参与度分析

学校人才还处于未发掘状态，开展才培养工作需要

考虑因素很多，企业认为学校应该在哪些方面加大努力

方面，82% 的企业认为应该加大课程内容改革，73% 的

企业认为应该改变教学模式，64% 的企业的意见是要加

强校企合作和联系。

工匠精神对员工开展工作的重要度调研，85% 的企

业认为非常重要。并且 90% 的企业认为在培养高层次技

术技能人才的同时贯穿工匠精神的培养非常有必要，通

过工匠精神的引导实现立德树人的目的。

在企业是否愿意参与学校职业本科学生培养方面的

课程和活动方面。其中有 72% 的企业对于学校的人才培

养计划表示愿意积极配合，25% 的企业认为无所谓，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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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可不参与。3% 的企业则认为学校的人才培养计划并

不可取，无法配合工作。

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工作的展开需要多方协助

完成，企业可以提供哪些帮助方面。前五位分别是：加

强与学校合作力度、加强实习生实践指导、加入第三方

评价机制、切实把学生当成员工培养、形成良好的企业

文化。

对于企业目前参与的学校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的哪些环节调研，前五位分别是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

接受学生定岗实习、指导学生技能竞赛、承担专业课程、

深度校企合作开展订单班培养。

对培养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企业还有哪些建议，

不少企业提到，应该加强反馈，多开展第三方评价，在

教育部提倡的 1+X 证书试点中，应加强校企融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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