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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技术技能人才需求变化与职业教育应对研究
陈  霞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重庆 401331

【摘  要】:职业教育作为与地方经济发展最为紧密的教育形态，担负着为经济发展输送技能型人才、助力产业结构的转

型升级的重任。而重庆技术技能人才需求现状反映出职业教育与经济结构匹配度不高。本文立足分析重庆技术技能人才需

求变化与职业教育的应对策略，为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夯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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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十三五”规划以来，重庆设立保税港区、建设自

贸区 ,提高经济的开放度，同时，发生了新一轮的产业

结构变动。重庆需要解决产业发展中人才、技术短缺的

发展瓶颈问题。随着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加快，

世界各国将产业调整升级及人才培养匹配作为提升竞争

力关键。我国为全面实施中国制造 2025，制定了人才发

展规划纲要、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等，以推进职业

教育的发展。面对重庆技术技能人才需求变化，职业教

育如何应对，对于重庆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2 重庆市产业发展现状
直辖以来，重庆经济高速增长，产业结构不断优化，

“三二一”状态逐渐形成并趋于稳固（如表 1.1），劳

动力“非农化”转移特征明显。2019年，重庆城镇化率

达 66.8%，超过全国平均水平，位列西部地区第 1,展现

出作为国家中心城市的吸引力和集聚力。

但重庆整体发展水平与国内其他中心城市相比仍存

在较大差距，以第三产业发展水平来看，重庆当前仍明

显属于欠发达区域。

从产出规模看，重庆第三产业规模列六大中心城市

第 5位，仅占全国第三产业总值的 2.24%，不及北京、

上海的 1/2。从近三年来看，重庆与北、上、广的第三

产业产值差距逐年扩大是造成 GDP总量差距相对扩大的

主要原因。

从产值比重看，重庆第三产业比重为六大中心城市

最低，仅为 49.05％，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结合就业人

员分布数据，发现重庆劳动力分布并未与产业结构调整

相对应。“十二五”末期重庆产业结构为“三二一”，

而就业结构为“三一二”,第一产业劳动力转移不及天津、

成都，依照“配第 -克拉克定理”，重庆在六大中心城

市中现代化程度最低。

3 重庆市产业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
重庆市是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密切的典型城市，

职业教育对经济发展的促进效果十分明显。随着智能产

业、现代服务业的快速发展，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

不断涌现，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3.1职业教育规模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重庆市生产总值和人均 GDP逐年递增，经济迅速发

展，职业教育毕业生人数和在校职业教育学生数存在小

幅波动，但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用“每十万人中在校职教生数”表示职业教育规模，

用人均 GDP表示经济发展水平，对重庆市职业教育规模

和经济发展进行相关分析，职教毕业生人数与人均 GDP 

相关系数为 0.962，且在 5%以下统计显著。进一步回归

分析发现：经济与教育相互促进，互为因果，教育发展

为经济建设培养技术技能人才，经济增长为反哺教育、

促进教育质和量的提高创造条件。随着内陆开放高地建

设推进，跨境企业大规模向这里转移，重庆市技术技能

人才紧缺，培养适合发展需要的“蓝领”人才成为当务

之急。

对重庆市职业教育毕业生数和人均 GDP关系进行拟

合，从回归结果可以看出，S模型拟合最好，R2=0.829，

P值在 5%以下统计显著。因此，选取 S曲线模型的回归

方程来拟合重庆市职教毕业生数和人均 GDP关系是合适

的。

根据回归结果，重庆市职教毕业生人数与人均 GDP

的关系为：

Graduate代表重庆职教毕业生人数，GDP代表人均

GDP。就总体而言，人均 GDP与职教毕业生的数量存在相

关性，人均 GDP越大，职教毕业生的数量就会越多，在

经济相对落后情况下，经济对职教毕业生人数影响较大，

当经济发展较好时，这种影响力明显降低。

3.2基于弹性系数视角的职业教育规模

职业教育的弹性系数可以用来衡量职业教育规模如

何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提高，大小用下列式子表

示：

其中表示 iE职业教育弹性系数， iV表示职业教育规
模增长率， iG 代表 GDP增长率， iT 代表当年职教生在校
人数， iL 代表上一年职教生人数。通过 SPSS对数据进行
处理，重庆职业教育弹性系数集中在 [0,1]，表明重庆

职业教育增长速度与经济增长速度很相近，重庆职业教

育能够自我调节，适应经济发展需要。但职业教育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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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总体呈下降趋势，表明职业教育的发展速度未能赶

上经济发展速度。

3.3产业发展需要人才支撑

与全国一样，重庆经济先行，职业教育相对落后。

重庆市委五届三次全会提出，实施“八项行动计划”，

推动形成“三位一体”发展格局。这对职业教育提出了

新的更高要求。未来必须持续深化职业教育改革，加大

对接、服务、助力产业发展力度，增强职业教育与产业

发展的匹配度，并适度领先于经济发展，形成职业教育

与经济发展良性互动格局。

4 重庆职业教育应对技术技能人才需求变化的对策

4.1加大激励力度，促进各方参与

激发企业主动参与。一是建立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

星级评价制度和奖励制度。二是支持校企共建产教融合

基地，对所需建设用地按教育用地性质供地，对“校中

厂”“厂中校”给予税费“五免三减半”等。

建立科学评价体系。将新的人才培养评价标准与校

企合作结合起来，把产教深度融合作为评价高职院校办

学水平的重要指标。设立产教融合研发中心项目，以项

目为载体，将技术研发、决策咨询同步进行绩效外鼓励，

引领企业和职业院校深度合作。

4.2完善对接机制，加强统筹协调

统筹产教协同发展。建立沟通交流机制和联席会议

制度，统筹推进职业教育产教对接。同步规划产业发展

与职业教育发展、产业园区与职教基地，同步规划职业

教育政策措施、支持方式、实现途径和重大项目。

建立统一信息平台。将产教对接链条上的政、行、企、

校、研等相关联的合作共同体集中起来，共同实施多种

实质性的产教融合大数据平台。依托平台进行年度分析

和需求调研，及时研判职业教育专业需求规模及发展趋

势，形成良性循环、有序发展的产教融合生态圈。

4.3转变发展思路，提升学校对接能力

提升服务产业能力。按照依托产业办专业、办好专

业促产业的思路，围绕主要产业挖掘和延伸专业链条。

在生产线上开展实践教学，开展校企联合科研攻关与技

术转化、联合经验推广与知名度共建等，实现从开放办

学到校企共建转变。

增强对企业适应性。实施柔性化教学管理，使教学

案例来自生产一线，保证教学内容与企业生产流程同步。

探索“1+1+1”教学模式，与大中型企业联合，在学校建

设产教融合园区，引企入园，实行“前校后区”，将实

践课堂放入园区，实现教学基地、经营实体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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