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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产业结构调整对高职专业 

结构优化的影响 

覃勤
1
 

（重庆财经职业学院，重庆 402160） 

【摘 要】重庆市产业结构调整和发展需要相应的技术人才作为支撑，而高职院校作为向社会输送和培养高素

质人才的重要基地，专业课程的开设需要和地区区域经济产业发展的有效融合起来。重庆市产业结构调整和高职专

业结构优化两者是相互影响的，具有一定的制约和促进关系。本文针对重庆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及定位进行深入分析，

并结合其发展形式探讨其对高职专业结构优化的影响，并针对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措施，以期能够为推动

产业经济和高职院校稳定发展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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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结构直接影响着未来的就业走向，在市场化发展的大背景下，就业市场对人才的需求更是直接决定了高职院校人才培

养的方向。高职院校需要结合市场发展行情不断优化专业结构，从而使得人才培养更容易和相应领域的人才需求接轨。为此，

高职教育专业结构设置应当及时对接社会，深入了解人才市场发展行情，从而自觉承担起人才培养的重任，更好地为社会的发

展和建设提供服务。 

1 重庆市高职院校专业结构布局存在的问题 

1.1高职专业设置存在随意性和盲从性 

从总体上看，重庆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设置层面存在着一定的随意性和盲从性，这同时也是我国很多地区高职院校在专业设

置上的通病。且近年来，重庆市普通高等院校也在不断扩大招生规模，相应地对高职院校生源质量和生源数量都产生了一定的

影响。一些高职院校为了有效缓解生存危机，更是大肆地开设各种专业课程，进而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恶性竞争环境，也不利

于学生以后学生更好地成长和发展。这种教育模式下，专业数量和规模增长较快，教学质量和就业质量得不到有效的保障。而

且有些专业学生生源比较少，个别准专业学生的生源数量较多，专业发展和学校对专业群的契合度不高，非常容易形成专业结

构设置不合理，专业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相应地也制约了学生以后的成长和发展。 

1.2高职专业整体规划欠缺，缺乏前瞻性 

                                                        
1基金项目：本文系重庆财经职业学院科研计划项目“基于产业结构的重庆市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调整优化研究”（编号：

2019KYZ007）；重庆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重庆市髙职专业设置与产业结构藕合策略研究”（编号：2019-GX-165）；重庆财经职

业学院科研计划项目“重庆市髙职专业设置与产业结构适应性的实证研究”（编号：2019KYZ006）。 

作者简介：覃勤（1990-），女，重庆市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财务会计教育、心理学。 



 

 2 

根据政府发行的《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采集与管理平台》和《普通高职高专教育指导性专业目录》进行综

合分析，结合这几年重庆市高职院校专业课程的开设情况，不难看出重庆市高职院校的专业结构设置和类型划分从大的层面来

说相对稳定,重庆高职院校大类专业覆盖率达到 94%以上。无论是从招生数量还是在校学生数量来看，财管类、信息工程类、工

程建设、艺术规划设计类以及新媒体类等专业相对来说发展态势良好，重庆市的大部分高职院校都开设有相关专业。 

“十三五”发展期间，为了大力促进当地经济发展，重庆市政府优先统筹和协调本地产业结构，力求在推进新型工业化发

展的基础上，有力促进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进程，从而打造具有现代特色的规模效益农业发展大格局。但是针对目前重庆市高

职院校专业设置的总体现状而言，很多高职教育院校大多是以培养第二产业需要的人员为主，有关第三产业专业的设置和专业

分布点数无明显增加或者调整。鉴于此，在重庆市产业结构不断优化调整的阶段，重庆高职院校应当紧紧跟随产业结构体调整

和发展的需求，进一步提高专业设置和划分和重庆市产业格局的匹配度。 

2 重庆市产业结构调整对高职专业结构优化的影响 

当前时期，经过相关调查发现重庆市高职院校专业设置更多地是以第二产业为主，尤其是土木工程建筑类、机械制造类以

及财经类三大专业。经过调査发现，高职教育院校第三产业专业课程开设中以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为主，高职院校中的招生人数

和招生规模群体数量较大。而重庆市第一产业相关的专业课程设置无论是专业数量还是招生人数上所占比例都是比较较小的。

（见表 1） 

表 1 2019年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设置情况 

所属产业 专业数量 专业分布点数 
在校生规模

（万人） 

专业布点数

比例（%） 

第一产业 28 30 0.60 2.83% 

第二产业 174 543 13.45 53.28% 

第三产业 163 450 8.67 43.89% 

总计 365 1023 22.75 100% 

 

在新的发展背景下，重庆高职院校开设的专业中，建筑类、设计类、经济类、以及计算机专业等是高职院校重点普遍开设

的专业，重庆市产业结构也在不断调整和优化，从深刻认识发展挑战、深度聚力关键突破、深化学校创新实践三个方面不断努

力，高职院校专业课程的开设也需要及时调整和革新。产业结构的调整和革新，为了进一步强化服务产业的综合能力，有效进

行人才培养，高职院校需要深刻认识高水平院校面临的发展挑战，有效组织和开设专业课程，从而使得人才培养实现对接。 

产业集群是社会经济工业化进程发展的必然趋势，高等职业教育院校在专业课程开设的过程中，也应当朝着适合区域经济

产业集群化发展的方向不断迈进。专业集群的建设和发展需要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有效助力，继而实现协调共生发展。具体来

讲，高校可以组织重新构建专业课程培养体系，打造具有特色优势课程专业品牌；其次，为了适应社会多元化需求，高校可以

助推两个方向，也即是将打造人才培养和技术服务两个层面有效结合起来；再者，高职院校可以积极开展聚力体制突破，有效

推进和打造产教融合新局面局；高职院校还可以创新发展实际，组织搭建系统创设载体，从而促进教育教学体系的进步和发展；

最后，高职院校还可积极实施各种人才项目，进而打造出来高水平“双师型”师资队伍。高职院校适当地向化工新材料、生物

医药工程、工业环保等新兴产业也可倾斜，并且逐步增大教育资金投人，从而为社会更好地培养和发展人才。 

3 产业优化结构下重庆市高职院校专业布局优化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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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注重加强区域经济发展的形势探究 

在重庆市产业结构不断优化调整的大背景下，为了有效优化高职院校专业课程设置，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高校需要综合分

析区域经济发展现状，深入了解产业结构调整模式下人才需求标准，进而科学设置专业课程。高职院校专业课程设置过程中需

要深人分析和探讨就业市场发展现状，从而综合考虑市场需求开设专业课程。为了有效了解就业生就业现状，高校也可以建立

完善的毕业生就业跟踪调查机制，有效运用大数据信息技术更好地和学生进行沟通和交流，并且科学分析收集的数据资料，对

人才市场对毕业生的需求质量进行全面系统地分析和预测，继而可以找准自己的定位，使得人才培养质量更加符合社会需求，

用更加专业的方式去调整和优化人才培养模式。高职院校还需要加强对社会专业市场调整和专业建设的相关理论研究，遵循社

会人才市场发展规律，科学有效地处理专业设置的局限性和经济发展的多元性，使得人才培养质量和培养模式更加符合社会发

展需求，有效提高人才培养的稳定性和针对性。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高职院校教学应当将理论学习和实践教学有机结合起来，

为学生的成长和发展提供坚定助力。 

3.2充分发挥院校主体优势，打造特色专业 

长时间以来，许多高职院校的建设和发展主观能动性不足，有时政府的宏观调控政策也会影响到企业的发展。当前政府颁

布的一系列政策，给各个高等职业院校更多的自主权，这对于高职院校来讲可以说是一个新的发展机遇。学校可以充分发挥主

体优势，打造一批具有特色的专业，有效发挥学校在教育管理的主体地位。在这个新的发展形势下，重庆各个高职院校应当深

人了解市场需求，有效把握区域产业结构发展导向，科学组织和规划专业课程设置，自觉主动地树立专业课程结构调整的意识。

除此之外，对于高职院校来讲，学校需要严格进行市场调研分析，将前期调研、中期分析、后期实施阶段有效联系起来。只有

事先进行有效地调控和发展，并制定严格的发展规划，才能为后续的专业课程开展和运营创造一种优良的学习氛围，也能更加

有针对性地引导和帮助学生。所以，高职院校需要有效分析人才市场形势，准确定位自己，有效整个资源优势，打造自主特色，

创建自由品牌，继而从注重专业建设注重转向内涵质量化。 

3.3注重做好高职院校专业调整和优化的管理工作 

在产业结构大调整的背景下，重庆市政府应当做好宏观调控管理工作，从大的层面上引导高职院校建设和发展，但同时又

需要给院校保留一定的自主权利。这样一来，高职院校能够有效调控和管理专业设置和建设管理工作，从而更好地适应市场经

济发展的需求。但是面对大力调整优化优化经济结构，高职院校更应当努力落实好人才培养工作，进而有效促进和加快产业转

型升级，助力社会经济更好地发展和进步。为此，重庆市政府应当综合分析和考虑社会经济发展需要，有效分清各学院发展规

划，有效设置和审批专业，有效规划和分配专业招生人数，并且做好后续的招生质量评估工作。除此之外，对于高职教育院校

来讲，还需要充分认识和了解人才市场发展状况，实现更加有针对性的战略引导。还可以定期组织和开展研讨会，不断交流和

总结专业设置的经验，从而为全市高职院校更好地开设专业课程提供有效的引导，创设更加优良的教育环境。 

4 结语 

高职院校专业布局和调整必须结合重庆当地产业结构调整和变化的要求，以产业经济发展和对人才的需求为依据。高职高

专职业院校在开设专业课程时，需要综合考虑社会发展形势，有效设置专业课程，从而为学生们的学习和就业提供更有力的支

持。在新的发展形势下，高职院校还需要有效分析和考虑人才市场的需求，努力打造特色专业，并且有效融合多方社会力量，

不断调整优化专业课程的活力，积极和相关企业建立合作，给学生提供实践的机会，从而有效培养和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引

导学生更好地成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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