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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大类名次
涵盖二级

专业数
所占比例

（%） 涵盖专业数
所占比例

（%）
制造大类 4 100 26 81.25
财经大类 5 100 31 86.11

电子信息大类 3 100 22 75.86
土建大类 7 100 21 83.69

生化与药品大类 4 100 15 65.21
交通运输大类 7 100 29 56.86
文化教育大类 2 66.7 14 35.9
医药卫生大类 5 100 13 48.15

旅游大类 2 100 8 80
艺术设计传媒大类 3 100 18 60

资源开发与测绘大类 6 100 14 31.11
轻纺食品大类 4 100 10 40
农林牧渔大类 5 100 14 36.84
公共事业大类 3 100 11 45.83

材料与能源大类 3 100 7 33.33
环保、气象与

安全大类 1 33.3 2 13.33

水利大类 1 25 2 10.53
法律大类 1 33.3 1 7.7
公安大类 0 0 0 0

合计 66 84.62 258 49.52

表 1 环渤海地区高职院校专业大类统计表

资料来源：根据所调查的 40所高职院校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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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与区域经济发展密不可分。通过随机抽样调查环渤海经济圈 40 所高职

院校的专业设置情况，分析专业设置现状及其与当地产业结构的适应性情况，得出该地区高职专业

设置与产业结构发展协调性不均衡、产业关联度不高等结论，进而对专业设置提出寻求专业建设与

市场需求的契合点，架构与区域经济发展需要相匹配的专业，发挥区域特色、深化校企合作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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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与区域经济发展适应性研究
———以环渤海地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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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河北科技师范学院 河北 秦皇岛 066004；2．河北迁安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 河北 迁安 064400）

高职院校专业设置如何服务地方经济的发展日

益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 专业设置是职业教育为地区

产业发展提供人才支撑的主要体现，是职业院校与社

会的主要接口。 近年来，我国职业教育改革致力于全

面提升教育质量，突出职业院校办学特色，而提高专

业服务产业的核心在于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
环渤海经济圈高职院校专业设置现状

根据教育部统计，至 2012 年底，环渤海经济圈三

省两市共有高职院校 201 所，其中国家示范性高职院

校 22 所，国家骨干性院校 19 所。 我们采用随机取样

法，选取了 40 所高职院校进行调研，其中国家示范性

高职院校 14 所，国家骨干性院校 6 所。 分析整理调研

结果可知，当前该经济区形成了一批设置科学、发展

良好、服务地方经济的优势专业。 具体分析结果如下。

（一）专业覆盖面广，二级专业类较为齐全

环渤海经济圈高职院校专业设置全面， 覆盖面

广，部分专业设置数量较少。 依据教育部 2005 年颁

布的 《普通高等学校高职高专教育指导性专业目录

（试行）》 分类标准， 调研的高职院校的专业涵盖 18

个大类专业的 66 个二级专业， 共有专业 258 个，其

中 专 业 大 类 和 二 级 专 业 类 的 涵 盖 率 分 别 达 到 了

94.74%和 84.62%，如表 1 所示。制造类、财经类、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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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类涉及的专业较多，公安类、法律类、水利类的

专业较少。 除环保类、财经与安全类、水利类、法律类

和公安大类专业占二级专业的比例较小外， 文化教

育类专业占二级专业类的 66.7%外，其余专业的二级

专业占有率均为 100%。 二级专业涵盖专业数达 到

80%及其以上的仅有 4 个专业大类。 特别是水利大

类、法律大类和公安大类专业。 其中，水利大类的 4
个二级专业中只设有2 个专业、 法律大类的 13 个专

业中只设置了 1 个专业， 而公安大类的专业设置率

为 0， 说明环渤海地区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较为齐

全，但专业分布不均衡。

（二）形成了职业性较为突出的专业结构

对 40 所高职院校所开设的专业和招生人数统计

结果显示， 排名前五位的专业大类分别是制造大类、
财经大类、电子信息大类、土建大类和生化与药品大

类。 排名前 15 位的二级专业类如表 2 所示，比较集中

的专业是计算机类、自动化类、机械制造类等，设置这

些专业的院校数均在 30 所以上。 其中，开设院校数量

最多的是计算机专业。 计算机专业设置灵活，对应职

业岗位较多，市场对各层次人员的需求量大，加之新

型软件开发、物联网等新兴行业的快速发展，计算机

专业成为各院校的热门专业。 其次是自动化类和机械

制造类专业，招生院校数量比例达到了 80%。可见，随

着工业化进程的推进， 市场对机械类人才的需求加

大。 经调查发现职业性突出，实用性强、市场需求大的

专业颇受高职院校的青睐。 而艺术设计类、工程管理

类等专业，相对开设较少，部分原因是由于受市场供

给等影响，用人单位对此类人才的专业知识、综合能

力和学历层次要求普遍偏高，所以，这类专业性较强

的专业招生逐渐降温。

（三）产业交叉型专业、复合型专业发展优势明显

社会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促进劳动力

不断由第一、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变，且出现了不同

产业相交叉的行业及产业之间频繁转换的行业。 此类

行业为就业人员提供了新型岗位，要求高职院校及时

适应市场需求，设置与之相适应的专业，培养新型人

才。 例如，第一产业正在由传统的农业向多元化、可持

续发展的农业转变，市场对农资管理和开发的相应人

才需求较多；新兴观光农业的发展，需要从业人员具

备农业技术和旅游管理等相关知识；农业机械化需求

机械维修和保养专业人才。 第二产业中的部分行业向

服务性行业过渡，提供了与服务相关的岗位。 如保定

职业技术学院的汽车技术与营销、辽宁交通高等专科

学校的汽车定损与评估专业等，不仅要求与汽车有关

的技术支持，而且要有服务行业的专业水平。 第三产

业的兴起和发展对复合型人才需求量大增。 如秦皇岛

市职业技术学院的外语系设置了航空服务 （乘务方

向）、 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对影视动画招生时要求

美术成绩，说明社会越来越趋向于对复合型人才的需

求，交叉型、复合型专业的设置理应受到重视。
环渤海经济圈产业结构的总体情况

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 环渤海地区以其独特的地

理优势、巨大的发展潜力以及在全国经济格局中的重

要地位受到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 环渤海经济圈是指

环绕着渤海全部及黄海部分沿岸地区所组成的广大

经济区域，主要包括北京、天津两大直辖市及河北、辽

宁和山东三省的广大地区。 环渤海地区凭借着发达便

捷的交通优势和雄厚的工业基础优势，不断加强工业

化和信息化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综合实力显著增强，
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扩大。

（一）各省市间初步形成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产

业结构立链

京津地区拥有我国一流的教育和科研资源，北京

是全国最大的信息技术发展区，聚集了大批的电子信

息技术人才， 是全国最大的电子产品交易和研发基

地。 天津已形成了电子信息、石油化工、装备制造、生

物型材料等优势行业。 河北省形成了以钢铁、装备制

造、石化三大传统产业为主的资源性产业；山东省提

表 2 排名前 15 位的被调查高职院校二级专业一览表
序号 二级专业类 招生人数 招生院校数量 院校所占比例

1 计算机类 9864 39 97.5%

2 自动化类 9626 32 80.0%

3 机械设计制造类 8176 32 80.0%

4 财务会计类 7018 31 77.5%

5 工商管理类 6242 31 77.5%

6 汽车类 5284 25 62.5%

7 化工技术类 5036 12 30.0%

8 市场营销类 4420 30 75.0%

9 电子信息类 4171 27 67.5%

10 建筑设计类 4086 23 57.5%

11 旅游管理类 3928 22 55.0%

12 语言文化类 3853 25 62.5%

13 财政金融类 3083 19 47.5%

14 工程管理类 2811 18 45.0%

15 艺术设计类 2553 18 45.0%

资料来源：根据所调查的环渤海地区 40高职院校统计结果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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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半岛制造业基地建设”，形成了以机械、纺织等

为主的优势行业；辽宁则提出了“辽中南城市群”、“辽

宁中部城市群”、“沿海经济带”等发展战略，主要支柱

产业为装备制造、冶金、石化和农产品加工四大类。 应

该说，各省市在有效发挥自身优势资源的同时，注重

经济水平的协调发展和优势互补，形成了较完备齐全

的产业结构。

（二）形成了显著的“二三一”的产业结构

从图 1 看出，环渤海地区除北京外，形成了以第

二、三产业为主、第一产业稳定发展的产业结构。 北京

市的特殊性质，决定了其第三产业必然发展迅速。 北

京市第三产业的生产总值占 GDP 的比重为 76%，其

中金融业、服务业、科学研究业占较大比重，且金融

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呈不断增长的势

头。 天津市各产业的比重中，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占

GDP 的比重相当，但第二产业依然是推动天津经济增

长的主要动力；第三产业发展势头较大，并建构了现

代服务业、 物流体系和商贸会展服务等主要产业，以

增强第三产业发展的协调性。 山东省在环渤海经济圈

的国内生产总值最高， 但从三个产业的比较来看，第

二产业所占 GDP 的比值大幅高于第一和第二产业。
河北省和辽宁省的第二、 三产业的比重格局相似，经

济增长主要是靠第二产业的拉动。 可见，环渤海地区

除北京市为“三二一”的产业结构外，其余地区均是稳

定的“二三一”产业结构。

（三）区域间人力资源供给不协调

北京、天津由于其教育资源、政策引导、福利待遇

和社会认可等方面的优势聚集着大量的人力、科研资

源，而河北、辽宁、山东等地区人力资源供给相对不

足。 总体来说，人力要素流动还没有达到比较畅通的

格局，人才流动的市场经济引导作用不明显。 特别是

高科技人才和尖端前沿行业间的人才流动、资源利用

效率非常低。 京津的人才一般只集中在北京，且周边

省市的人才也有流向京津地区的趋势和社会型特征。
大量聚集在京津地区限制了人才资源的发展空间，大

量涌进北京的外地人才没有得到充分运用。 但“长三

角”、“珠三角”地区人才流动却非常快，区域间可以相

互不断补充新鲜血液。 京津地区的这种人才供给不协

调，一方面受政治地理优势限制，另一方面为经济发

展条件带来的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所吸引。 这无疑造

成了环渤海经济区内的经济发展不平衡，甚至影响其

经济发展的人力保障。
专业设置与经济发展适应性分析

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与区域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

的适应性直接体现了职业教育以服务为宗旨的本质。
通过对环渤海地区 40 所高职院校的调查分析发现，
该地区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如下。

（一）与三产发展基本相适应

调查结果显示，环渤海地区高职院校服务三产的

专业数比例为 28.07∶62.2∶51.97，与“二三一”的产业结

构基本相适应， 但可看出第一产业专业比例明显偏

低，二三产业专业差距较大。 如表 2，排名前 15 位的

专业主要是计算机、财务会计、工商管理等服务第三

产业的专业，比例达到 60%，且专业集中在财经大类

和电子信息大类， 第二产业专业设置也较为集中，主

要是制造大类和土建大类， 其余专业分布较为分散，
公安类专业为零，可见专业集中化程度低，且分布不

均衡。
其次，产业结构的变化必然引起行业对人才数量

和人才结构需求的变化。 从“二三一”的产业结构分

析，环渤海地区最缺的人才为第二产业人员。 但从环

渤海地区高职院校已有专业来看，服务第二产业的专

业大类仅有 5 个，招生人数为 44658 人，相比之下服

务第三产业的专业有 11 个， 招生人数为 66469 人。
第三产业招生数高出第二产业 48.84%， 人才供给的

缺失必然阻碍第二产业的发展。

（二）与区域支柱产业关联度不高

区域的支柱产业是指在某一区域的国民经济中

发展较快、对区域经济起引导和推动作用的先导性产

业。 支柱产业具有较强的连锁反应，诱导新产业崛起

并为其提供生产资料的各部门、对所处地区的经济结

构和发展变化，有深刻而广泛的影响。 环渤海地区根

据其地理环境和资源优势形成了能源、化工、冶金、建

材等一批具有特色的支柱产业。 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

图 1 2012 年环渤海地区产业发展情况统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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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与支柱产业相对应。 但 40 所院校中仅有 2 所学

校 设 置 了 能 源 类 专 业， 同 样 冶 金 专 业 设 置 率 只 占

7.5%，建材类专业超出了《普通高等学校高职高专教

育指导性专业目录（试行）》的范围，在所调查的 40 所

院校中几乎没有与之相符合的专业。 四大支柱型产业

除化工类专业招生数量较多外，其他专业都在千人以

下。 专业设置与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同步性，不仅影响

到地区经济的发展，也必然影响到职业院校学生的就

业率。

（三）专业设置趋同现象严重

从专业设置现状中发现，各高职院校专业设置集

中度高，专业重复率高。 从专业大类看，各高职院校所

设置的专业主要集中在制造大类、财经大类、土建大

类和电子信息大类， 专业设置比率分别为 81.25%、

86.11%、83.69%和 75.86%。 除土建专业大类设置院校

数量较少外， 其他三大类专业设置院校的数量均在

35 所以上。 从排名前 15 位的专业看，设置院校超过

30 所的专业有 6 个，接近一半。 专业设置同质化，不

能很好适应经济发展，且不利于高职院校优化资源配

置，形成优势互补的格局，同时加重了职业院校招生

难题。 另外，又易造成就业难、用工荒等社会难题。
环渤海地区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优化建议

（一）寻求专业建设与市场需求的契合点

高职院校要围绕区域发展总体规划和主体功能

区定位对不同层次、不同类型人才的需求，合理确定

其人才培养规格， 形成适应区域经济结构布局和产

业升级需要，优势互补、分工协作的职业教育格局。
如应用英语专业， 随着国际合作的不断深化以及环

渤海地区旅游业的蓬勃发展， 逐渐将应用英语细化

为商务英语和旅游英语。 因此，环渤海经济圈高职院

校应不断加强与市场的沟通，寻找市场空白点，根据

市场需求拓展专业的发展方向， 着力使两者的契合

度逐渐加强。

（二）架构与区域经济发展需要相匹配的专业

按照国家“十二五”规划部署，围绕现代农业、制

造业发展重点方向、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和生活性

服务业等重点领域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教育

部、财政部支持一批紧贴产业发展需求、校企深度合

作、社会认可度高、就业好的专业进行重点建设，推动

高等职业院校创新机制体制， 加快人才培养模式改

革，整体提升专业发展水平和服务能力，为国家现代

产业体系建设输送高端技能型专门人才。 环渤海经济

圈重点发展的能源、化工、机械产业依然是今后发展

的方向，尤其是机械制造业。 伴随第二产业中服务性

工业的需求， 与生产相关的服务性岗位需求量增大，
如汽车美容、汽车销售等，与此相关的专业也应成为

高职院校专业设置的重点。 专业设置与产业结构发展

相适应方能促进经济的协调发展，这是保证高职院校

办学稳定的着力点。

（三）发挥区域特色，深化校企合作发展

企业对市场的敏锐度要高于职业院校， 因此，高

职院校要加强与企业的合作，才能走上可持续发展道

路。 只有在专业设置方面积极寻求企业专家的帮助和

支持，才能不断提高专业和企业需求的关联度，才能

将市场的不断变化与人才培养的长期性结合起来，满

足企业的长远发展。 如山东省青岛职业技术学院设有

海尔学院，所设置的专业与海尔公司所需人才紧密联

系， 学生在学习的同时可直接到海尔公司进行实训，
这种“定向培养”的专业设置模式对高职院校和企业

来说是共同受益的， 不仅满足了公司对人才的需求，
而且推动了高职院校专业设置的良性循环和就业率

提升。
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体现了学校与区域经济发

展的耦合度，也体现了其办学特色。 合理的专业设置

应当具有适度前瞻性，适时调整专业结构，加强与市

场的沟通， 促进高职院校服务区域经济和谐发展的

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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