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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融入长三角 

苏州急需促进人才链与产业链的融合 

刘敏华 

苏州处于沿海经济带和沿长江经济带黄金交汇点，是长三角经济区的中心城市，在空间格局上具有承接上海产

业集群协同辐射的先天优势，并且作为长三角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的制造业基地，高技能人才在实现由“苏州制造”

向“苏州智造”转变的过程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一、实现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的良性互动，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新要求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坚定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明确了创新在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中

的重要作用，也为产业发展指明了产业与创新、人才融合发展的路径。 

1.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急需苏州提供高技能人才支撑。苏州是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一体化城市群”的中心城市，

美国权威的《新闻周刊》把苏州市列为世界9大“新兴技术城市”之一，特别是苏州工业园区、苏州高新区正在建设成为高新产

业的密集区，形成了以电子信息、生物制药、精密机械、新材料等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群。根据苏州市“十三五”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规划，到“十三五”末，全市人才总量将达300万人左右，比“十二五”末净增72万人，“十三五”期间净增

专业技术人才50万人，即“十三五”期间苏州每年必须净增10万专业技术人才，而苏州市每年可提供的普通类本科毕业生仅为

2.5万人，缺口7.5万人。 

2.新时代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环环相扣，才能实现良性互动。创新是引领产业发展的第一动力，产业发展必须围绕产

业链部署创新链，协同配合，有序衔接，加快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产业发展的瓶颈制约；围绕创新链配置人才链，大力完

善与产业链相关的人才链，建立定位清晰、层次分明的人才培养体系，培养与产业发展相适应的技术技能人才，提升人力资源

质量，实现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的良性互动。 

3.高技能人才链的完善发展是长三角高端产业链供给侧改革的迫切要求。人才链为产业发展提供所需各类技术技能人才支

撑，是现代人才培养的宗旨与使命。基于苏州在长三角的地位和作用，迫切要求苏州面向长三角和全国的科技创新中心，与大

院大所和国内知名高校院所开展深度合作，共建共享高端技能人才；也要求苏州强化实施人才战略，以更高站位、更大力度下

好创新“先手棋”，推动重点产业与现代教育人才培养融合发展，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为建设实

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增强苏州产业核心竞争力，发挥苏州在产业和人才的引领和示

范作用。 

二、长三角一体化背景下苏州高端产业链发展现状及对高技能人才需求分析 

作为全国第一工业大市，苏州长期以来积累了坚实的工业基础，在长三角各城市中，近五年苏州一直保持规模以上工业生

产总值占比第二的地位，并且与第一名上海的差距逐年缩小，2016年上海和苏州的规上工业生产总值在长三角占比情况相差无

几。苏州市委十一届十次全会明确提出，要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产业科技创新高地。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主要方向，苏州制

定了“四大行动计划”，实施新兴产业跨越行动、传统产业质效提升行动、生产性服务业振兴行动、绿色低碳发展行动，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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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关于加快智能装备和物联网应用的若干政策》，明确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具有全球影响力产业科

技创新高地”相关行动计划。苏州瞄准价值链中高端、市场中高端，制定出台产业规划及配套政策，注重发展大数据，注重壮

大以云计算、大数据为标志的现代互联网高端产业，壮大以物联网、VR技术、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应用产业，提升发展大

数据+行业的各类增值服务产业，运用（大数据+产业）大数据技术促进苏州传统制造业、服务业转型升级。苏州在全市十个板

块确定了特色产业园，引导各产业园根据板块各自产业特点，从不同侧重点和方向集聚发展高端产业，推动全市高端产业载体

的全面发展、错位发展、特色发展。 

为了适应新兴产业和高端产业的发展，苏州2015年初就出台了《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意见的通知》文件，在高

技能人才的培养、评价、选拔、激励等工作机制，以及相关政策方面进行梳理和创新。2016年，苏州出台《姑苏高技能人才计

划实施细则》，从培养培训、引进交流、激励奖励三个方面进行了新一轮修订完善,拨付资金近2000万元具体实施8个项目，目

前全市各地都已基本建立健全人才评价激励体系。2018年，苏州首次在政府规章中明确高技能人才与高层次人才引进享有同等

待遇，适度放宽紧缺专业、急需人才和高技能人才的落户年龄和配偶子女随迁范围。 

但是，作为长三角中心城市的苏州，尽管经济总量和常住人口数量仅次于上海，高校数量和在校大学生数量却远远少于上

海、南京、杭州等中心城市（见表一）。从2010-2016年长三角部分城市高等院校在校人数来看，苏州的高校在校生人数相对于

排名第一的南京以及上海和杭州都具有较大差距（见表二），苏州的人才自主培养上存在短板。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2017中

国大学评价研究报告》显示，新晋一线城市苏州没能跻身2017中国城市大学竞争力排行榜前20强，排名33位，得分仅2.58分，

高校位次与城市地位完全无法匹配，已经成为苏州高质量发展的短腿。 

表一 长三角中心城市发展情况与高等院校数 

序号 城市 2018年 GDP（亿元） 常住人口（万） 本科高校数量（个） 

1 上海 32679 2423 38 

2 南京 12820 843 53 

3 苏州 18500 1072 4 

4 杭州 13500 980 18 

 

表二 2010-2017 年长三角部分城市高等院校在校人数情况（万人） 

 

年份 2017 2016 2015 2014 2013 2012 2011 2010 

苏州 21.75 21.93 21.48 20.95 20.19 19.22 18.88 18.78 

上海 51.49 54.47 51.16 50.66 50.48 50.66 51.13 51.57 

无锡 10.55 11.37 11.53 11.42 11.14 10.95 10.83 10.96 

南京 84.07 82.78 81.26 80.53 80.75 81.53 80.85 79.34 

南通 9.95 9.48 9.00 8.74 8.60 8.70 8.55 8.49 

杭州 48.95 48.10 47.56 47.47 47.18 45.92 44.67 43.48 

宁波 19.60 15.51 15.58 15.09 14.90 14.54 14.14 14.08 

 

三、应用技术型高等人才培养缺失成为高端产业发展的突出瓶颈 

《苏州市2018年度重点产业紧缺人才需求目录》聚焦12个重点产业、近100个行业，从目录中393个紧缺岗位可以看出，有

91个岗位的紧缺指数达到5级，占比达到23%，其中现代物流、电子商务、信息服务、金融服务、商务服务的产业人才需求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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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高。调查结果还显示，企业方面对人才存在困难的最突出原因是“人才市场符合要求的人才少（占49%）”和“本地专业对

口人才少（占43%）”，其中最为紧缺的是高级专技人才、复合型人才和熟练型人才，先进制造业中，紧缺高级专业技能人才最

为突出。据对苏州2000家企业的抽样调查统计数据显示，46岁-60岁的技师以上人数占总数的40%，高级工所占比例与技师相似。

这表明高技能人才年龄构成偏大、数量偏少，而且各年龄段之间的跨度较大。在一些岗位上，高技能人才短缺。 

苏州市明确把“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确定为近期的战略目标。要提高核心竞争力，增加产品附加值，

摆脱低技术含量、低附加价值、低人力成本的产业标签，制造业的转型升级需要更多的工装设计、工艺创新和改进、装配维修、

数控操作等各领域专技与技能人才的合理配置，特别是要培养高级复合型人才与熟练型人才。然而，在现代信息技术和高新技

术产业集聚的苏州，主要培养高技能人才的高职院校，没有一所独立设置的培养高素质应用技术型人才的本科大学，应用技术

型人才需求的瓶颈问题很突出。调研发现，苏州本科层次的应用型、复合型技能人才的供给明显不足；专科层次的核心、骨干

专业偏少，没有形成专业群，更没有形成与产业配套的专业培养体系，难以提供不同层次的技能人才供给；与生产性服务业、

战略性新兴产业对接的人才培养基本处于空白状态，亟需推进人才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四、苏州促进人才链与产业链融合的路径建议 

按照《姑苏高技能人才计划实施细则》，到2020年，全市高技能人才总量要超60万人，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比例达35%。

因此，以产教融合理念为指引，加强高技能人才培养，建立多元化的产教融合模式，促进院校与科技园、产业园、工业园的合

作，完善高技能人才管理体制、机制与保障，使现代产业与职业教育深度融合，是当前高技能人才培养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是构建形态多元的产教联合体。组成跨界“双师型”教学团队，构建专业核心课程体系，以教育服务为理念，由职业院

校教师和企业骨干技术人员组成协作小组，把研发项目、攻关项目引入教学研究，开展项目化教学，推动人才培养模式改革，

把推动地方经济转型升级与院校社会服务相结合，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升级的同步转型，推动地方经济产业发展，打造人才培

养核心竞争力，提高院校人才培养自身的创新力。以专业链或专业群为主体，对应产业链开展人才链与产业链的协作，立足苏

州经济发展格局与趋势，围绕苏州产业发展特点和要求，针对企业重点领域和技术需求，推动苏州职业院校与科技园、产业园、

工业园等园区协作建立产教合作机构，通过订单培养、合办专业、建立实训基地和教学工厂、共建二级学院等多种形式，提供

产品开发、技术攻关、科技研发、信息咨询、人才培训等服务，全面开展多领域、多层次、多形式的合作，使学校成为区域行

业发展的人才储备库。以跨专业群和跨行业为主体，由专业群或产业专业群为主线，与具有国际竞争力优势的高端产业链大型

企业集团合作，同时把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吸收参与到合作平台，形成全产业链跨专业、跨行业的高技能人才培养体系。 

二是创新和完善产教融合管理机制。重新构建职业教育的制度、体系和政策，制定产教融合的政策和法规，制定产教融合

专门的条例、规定，出台校企合作的规章制度，为产教融合的双方提供法律上的规范和支持，为产教融合提供保障，切实保护

产教融合双方的合法权益。出台相关的激励政策和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积极参与产教融合。搭建校企合作的平台，根据地

方产业转型升级的目标、任务和阶段性要求，推动行业产业教育联盟的建设，为产教融合双方搭建技术支持、信息沟通平台，

密切高校、行业、企业关系，协同开展人才培养、职业培训、生产研发、教学科研、资格鉴定等，提升内涵建设质量，实现校

企双方在技能人才、项目开发、技术服务等方面的全面融通。 

三是加紧培养高素质应用技术型人才。苏州有独墅湖高教园、国际教育园两个高教园区，有苏州市政府直属的苏州职业大

学、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两所专科院校和苏州旅游财经职业技术学校、苏州建设交通职业技术学校等高等技术学校，这些学

校与苏州大学文正学院在区位上融成一体，专业建设上接近，资源建设上有很多重复投入，可以充分发挥体制优势，整合各方

资源，调整合并专业、提升专业建设层级，适应高端产业发展需求，抢占高素质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制高点，为高端产业发展

提供应用性人才支撑，更好地为苏州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并努力成为全国教育体制改革的示范。 

四是推动职业院校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加快推进职业院校与产业融合发展，准确把握职业院校的专业结构与规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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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紧盯住产业发展方向和产业结构调整，以产业需求数量和结构、毕业生就业率、用人订单人数和新生报到率等为主要参照指

标，调整和优化院校专业的规模和专业结构，在专业设置上与区域产业结构建立高度的匹配性，提高专业设置的针对性和科学

性。区域内院校专业设置要各具特色，根据区域内产业的发展状况和发展布局，科学谋划区域内院校的专业范围和服务方向，

在市场的多元需求中找到各自的发展定位和专业方向，合理设置有适应企业需求和发展前景的专业，实现专业错位发展。 

本文系苏州市社科基金项目“新形势下苏州全面融入长三角一体化的路径与突破口研究”（编号Y2019LX134）的阶段性成

果。 

（作者单位：苏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