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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与重点产业关联度研究 

——以云南工程职业学院为例 

李艳花
1
 

(云南工程职业学院,云南 昆明 650304) 

【摘 要】：专业设置是高职院校的核心环节,与学校的生存、发展和竞争息息相关。随着地方重点产业的战略

调整,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应该与此保持紧密同步,使之与最新的重点产业结构相适应。以云南工程职业学院为例,

分析现有专业设置与云南省八大重点产业的关联度情况,提出优化专业结构、调整专业设置的应对策略,从而让培养

的人才符合地方行业企业的需求,提高学校的核心竞争力。 

【关键词】：重点产业 高职院校 专业设置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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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职业院校的主要职责是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随着地方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高职院校应

该主动对接地方产业战略性调整变化,找到学校发展新动力,及时调整专业设置,预测未来经济发展趋势和人才需求趋势,以跟上

经济社会发展的快速步伐。 

1 云南省八大重点产业的发展对人才的需求 

云南省继成功打造五大支柱产业(烟草、矿产、生物能源、旅游、电力)后,2017年 1月云南省政府印发了《云南省产业发展

规划(2016-2025 年)》,其中明确了着力发展八大重点产业,涵盖一二三产业,旨在推动产业结构迈向新高端,形成经济增长新动

力。 

云南省八大重点产业是: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信息产业、高原特色农业产业、旅游文化产业、新材料产业、先进装备制

造业、现代物流产业、食品与消费品制造业。八大重点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支撑。从八大产业的十年发展目标

看,对高职院校培养人才的需求是巨大的。 

1.1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 

2025年主营收入达 6000亿元左右,以新药创制和资源二次开发为重点,整合全省生物医药领域创新资源。加快推进中药现代

化,积极发展新型疫苗、单抗药物等生物技术药,有选择地发展化学药和医疗器械,积极培育基因检测和干细胞应用产业,推动精

准医疗、“互联网+”医疗等新业态发展。 

                                                        
1基金项目: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课题“对接云南八大重点产业设置专业,提高技能型人才培养质量的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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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深入挖掘民族民间医药文化资源,加快发展多样化健康服务和产品,构建集健康、养老、养生、医疗、康体、体育健身

等为一体的大健康产业体系。将云南打造成服务全国、辐射南亚东南亚的生物医药和大健康产业中心。 

发展这一产业需要的技术技能型人才的主要类别是:生物技术类、化工技术类、药品制造类、食品药品管理类、药学类、医

学技术类、护理类、健康管理类、康复治疗类等。 

1.2信息产业 

2025年主营收入达 2500亿元左右。将作为全省实现弯道超车和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抓手。打造国际通信枢纽和区域信息汇集

中心。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信息通信服务、电子信息制造、软件和信息服务、移动互联网和物联网、区域信息内容服务等六大

领域为重点,力争形成龙头带动、集群发展、产业配套的特色产业集群。 

发展这一产业需要的技术技能型人才的主要类别是:电子信息类、计算机类、通讯类等。 

1.3高原特色农业产业 

2025年总产值达 12000亿元左右。推进生猪、牛羊、蔬菜、花卉、中药材、茶叶、核桃、水果、咖啡和食用菌等优势产业,

按照国家农业产业布局,推进糖料、薯类发展,打响高产、优质、高效、生态、安全的高原特色现代农业品牌,增强农产品安全保

障能力。 

由此可以大力发展农产品电子商务、休闲农业、跨境农业、乡村旅游等,大力培育具有领军示范带动作用的农业“小巨人”

提高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 

发展这一产业需要的技术技能型人才的主要类别是:农业类、林业类、畜牧业类等。 

1.4旅游文化产业 

2025年总收入达 14000亿元左右。瞄准现代旅游发展高端化、国际化和特色化的方向,全力推进旅游产业提质增效。按照全

域旅游发展思路,推进“旅游+”融合发展,充分发挥和释放旅游产业的综合带动功能。 

着力发展新闻传媒、出版发行印刷、歌舞演艺、影视音像、广告创意、文化休闲娱乐等文化产业,积极发展具有民族特色和

地方特色的传统文化艺术,鼓励创造优秀文化产品。推进旅游与文化深度融合,提升旅游发展文化内涵,拓展旅游文化新业态。 

发展这一产业需要的技术技能型人才的主要类别是:旅游类、餐饮类、会展类、艺术设计类、表演艺术类、民族文化类、文

化服饰类、广播影视类等。 

1.5新材料产业 

2025 年主营收入达 4000 亿元左右。按照高端化、聚集化、国际化的目标要求,推进贵金属合金功能材料、电子浆料、电子

信息材料、环保催化材料等贵金属新材料迈向中高端。 

发展新一代光电显示材料及器件、红外和紫外探测器材料、新型锂离子电池正负极材料和隔膜材料、铝空气电池等光电子

和电池材料。重点突破磷化工、石油化工等产业新材料精深加工技术,加快发展化工新材料。瞄准新材料产业前沿,超前部署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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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烯功能材料、3D打印材料、氮化镓材料、液态金属材料等前沿新材料的基础研究和产品开发。 

发展这一产业需要的技术技能型人才的主要类别是:黑色金属材料类、有色金属材料类、非金属材料类、建筑材料类等。 

1.6先进装备制造业 

2025年主营收入达 2800亿元左右。以信息化、智能化、自动化为重点,加快新能源汽车和乘用车发展,鼓励现有汽车企业改

造升级,配套发展汽车零部件,打造销售收入过千亿元的汽车产业链。 

加快发展数控机床、自动化物流成套设备、轨道交通设备、铁路养护设备、电力和新能源装备、重化矿冶设备、工程机械、

农业机械装备、节能环保装备、通用航空装备等先进装备,培育发展机器人、3D打印等智能装备。同时,着力发展装备配套产业,

发展壮大一批配套企业集群。 

发展这一产业需要的技术技能型人才的主要类别是:机械设计制造类、机电设备类、自动化类、铁道装备类、航空装备类、

汽车制造类等。 

1.7现代物流产业 

2025年总收入达 8800亿元左右。《规划》提出,要加快发展现代物流产业,就要大力发展多式联运,在昆明、昭通、曲靖、玉

溪、红河、文山、大理、西双版纳等 8个重点州市实施多通道、多方式、无缝衔接的公铁、陆水联运项目。推进“互联网+”高

效物流,建设物流公共信息平台,实现物流供需精准对接。积极发展第三方、第四方物流,基本形成多种运输方式有效衔接,结构

合理、设施配套、技术先进、运转高效的现代物流体系。 

发展这一产业需要的技术技能型人才的主要类别是:铁道运输类、道路运输类、水上运输类、电子商务类、物流类、航空运

输类、管道运输类、城市轨道交通类、邮政类等。 

1.8食品与消费品制造业 

2025年主营收入达 5500亿元左右。要重点打造制糖、精制茶、酒、果蔬加工、饮料制造、乳制品制造、烘焙食品制造、食

用菌加工、食用油加工、方便休闲食品等一批主营业务收入超百亿元规模的云南特色食品加工业。 

推动特色消费品制造业转型升级,全面发展花卉、橡胶制品、包装印刷、林板、林产化工等优势行业,依托资源优势和民间

工艺传承发展珠宝玉石、工艺美术、户外用品等旅游消费品制造业,大力发展天然香料、香水、精油、护肤及化妆品、洗涤清洁

用品等日用化学品制造业,积极发展节能节水器具等绿色消费品,加快家具产业发展。 

发展这一产业需要的技术技能型人才的主要类别是:食品工业类、粮食工业类、轻化工类、包装类、艺术设计类、民间工艺

品艺术传承与开发类等。 

以上分析表明:云南省八大重点产业的发展,除了需要本科院校培养的研究型、开发型、学术型人才外,还需要高职院校培养

大量的各级各类技术技能型人才,以及数以千万计的高素质劳动者。 

2 我校现有专业与云南省八大重点产业的关联度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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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校现有专业的分布与机构如表 1。 

表 1专业的分布与机构 

序

号 
专业名称 

数量

(个) 
专业大类 

1 

建筑工程技术、消防工程技术、工程造价、工程测量技术、建设工程监理、道路桥梁工程技术、房

地产检测与估价、物业管理、城乡规划、建筑经济管理、建筑设计、建筑装饰工程技术、建筑室内

设计、家具艺术设计、建设项目信息化管理、水利水电建筑工程。 

16 

土木建筑大

类、水利大

类 

2 
机电设备维修与管理、机械设计与制造、模具设计与制造、电气自动化技术、工业机器人技术、机

电一体化技术、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数控技术、新能源汽车技术、电梯工程技术。 
10 

装备制造大

类 

3 
计算机网络技术、计算机信息管理、移动通信技术、电子信息工程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大数据

技术与应用、信息安全与管理。 
7 

电子信息大

类 

4 汽车运用与维修技术、汽车车身维修技术、道路运输与路政管理、高速铁路客运乘务、空中乘务。 5 
交通运输大

类 

5 会计、汽车营销与服务、财务管理、工商企业管理、电子商务。 5 
财经商贸大

类 

6 人力资源管理、文秘、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社区管理与服务 4 
公共管理与

服务大类 

7 学前教育 1 
教育与体育

大类 

合

计  
48 8 

 

上表统计数据截至 2019年 6月,数据参照云南省招生考试院《2019年云南省普通高校招生计划》。 

(2)我校现有专业与八大重点产业的关联度如表 2。 

表 2专业与八大重点产业的关联度 

 

序

号 

云南省八大 

重点产业 
所需技术技能型人才类别 

我校相关 

专业大类 

关联

度 

 

1 

生物医药和 

大健康产业 

生物技术类、化工技术类、药品制造类、食品药品管理类、药学类、医学技术类、

护理类、健康管理类、康复治疗类 
无 0 

 

2 
信息产业 电子信息类、计算机类、通讯类 

电子信息大

类 
较好 

 

3 

高原特色农

业 
农业类、林业类、畜牧业类、电子商务类 无 0 

 

4 

旅游文化产

业 

旅游类、餐饮类、会展类、艺术设计类、表演艺术类、民族文化类、文化服饰类、

广播影视类 
无 0 

 新材料产业 黑色金属材料类、有色金属材料类、非金属材料类、建筑材料类 无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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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6 

先进装备制

造业 
机械设计制造类、机电设备类、自动化类、铁道装备类、航空装备类、汽车制造类 

装备制造大

类 
低 

 

7 

现代物流产

业 

铁道运输类、道路运输类、水上运输类、电子商务类、物流类、航空运输类、管道

运输类、城市轨道交通类、邮政类 

电子信息大

类、 

交通运输大

类 

低 

 

8 

食品与消费 

品制造业 

食品工业类、粮食工业类、轻化工类、包装类、艺术设计类、民间工艺品艺术传承

与开发类 
无 0 

 

从上表 2 可以看出,我校现有专业与云南省八大重点产业关联度较低,仅有 3 个专业大类与信息产业、先进装备制造产业、

现代物流产业有低度关联。而且这 3个专业大类尚未形成特色或品牌效应。再从八大重点产业带动的侧向产业来看,比如教育、

管理、房地产、制药、生物化工,旅游、餐饮、交通、财经,等等,我校现有专业的关联度也很低。 

3 产业调整给专业发展带来的机遇分析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尤其是产业结构的调整,社会、企业对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需求越来越大。由于云南省推出了八大

重点产业,高职院校面临的专业发展具有巨大的机遇性。 

首先,由于云南省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未来 5 年至 10 年,云南省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将会出现一次较大的

生源增长机会。 

其次,对云南省八大重点产业的发展分析会发现,支撑八大重点产业的高层次骨干人才,依赖外省引进尚属可行,但中低层人

力资源依赖外省移民则基本不可行。因此,云南省必须自己担负起培养中下层人力资源的任务,这也与省教育厅提出“中职做强、

高职做优”的原则匹配对应。所以,我校作为培养中等人力资源的学校,应当可以发挥较大作用。 

再次,如果未来 10 年内,云南省经济社会发展顺利,社会对教育的投入将会有较大增加。一是有更多人愿意接受更多的教育

和培训;二是学生家庭将有更大的支付能力,可以承担更高的学费;三是为了实现高端就业,愿意选择优质的学校和专业。 

最后,国家越来越重视职业教育,对高职教育的扶持发展政策越来越好。2019 年 1 月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

案》,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把职业教育摆在教育改革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中更加突出位置,着力培养

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 

4 专业设置与产业调整的应对策略 

虽然我校现有专业与云南八大重点产业的直接关联度、间接关联度都很低,更谈不上对八大重点产业的支撑。这样的专业设

置老化陈旧,发展空间小,生命力不强,核心竞争力弱。 

但是另一方面,作为一所高职院校,要求开设的所有专业对云南八大产业都能形成支撑,是不可能的,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观

的。只能根据学校的办学定位,办学条件、生源市场,再结合八大产业的发展需求,选定开设专业的方向及切入点,新增专业,继而

优化专业结构,形成既符合云南省八大重点产业需求,又能实现学校可持续发展的专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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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重新审视学科专业定位 

在云南省八大重点产业中,第三产业比重最大,学校专业“以工为主”的定位,限制了专业拓展的空间。因此,学校应该淡化

工科性质,注重综合化发展。 

可以成立专门的研究机构,如“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中心”,专门负责对各大产业人才需求的调研;对学校各专业生源市场、就

业市场信息的收集与反馈;进行同专业在不同院校之间的设置情况、招生情况、就业情况的横向比较分析;提出学校所设各专业

的预警、调整建议,提出新增专业的意见等。 

4.2建立健全专业管理制度 

建立健全面向市场,优胜劣汰的专业设置机制,专业评估机制、专业预警机制、专业动态调整机制以及专业发展机制。不断

优化专业结构,提高专业人才培养质量。针对每一个专业的生命周期,即:新增、建设、发展、特色、平稳运行、衰减、退出全过

程,建立相应的过程管理,即论证、申报、支撑、评估、预警、调整、撤销等制度规定,实现专业的动态调整,确保人才培养质量,

提升学校适应行业产业需求的能力。 

4.3确定专业发展目标 

到 2025年,学校要以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为目标,秉承“办一个专业,联一个实体,兴一份产业,树一个品牌”的理念,

以云南省八大重点产业的人才需求为依据,精心做好顶层设计。 

我校专业发展的战略目标是:培养和建设形成一个与云南省八大重点产业发展需要相适应、结构优化、特色鲜明、质量上乘、

招就两旺的学科专业群,为学校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具体目标:到 2025年,全校专业总数达 60个,涵盖工程、管理、经济、教育、艺术设计、健康、体育、旅游、餐饮等专业大

类。各专业类(群)之间要实现有效的交叉、融合、互补和支撑。专业设置既成系列又相对独立,便于学生在不同系列和类别之间

转换学习。 

4.4充足的经费保障 

为实现学校专业建设发展的战略目标,要加大资金筹措力度,为专业建设提供资金保障。学校应精心设计,全面统筹,每年给

予每一个新增专业一定的建设启动经费,对每一个专业的实验、实训室的设备配置,进行整体规划,分期投入。 

5 结语 

专业是高职院校链接社会的重要桥梁,是社会了解学校,认同学校的最直接的窗口。同时,也是学校品牌、特色的载体,是学

校办学质量,教学水平的标志。 

一方面,对学校而言,专业设置直接影响学校的培养模式,课程设置、招生类别、发展方向及社会声誉;另一方面,对学生而言,

专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们的知识结构,工作能力和就业面向。 

因此,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与重点产业高度相关联是非常必要和迫切的,这样才能为地方经济建设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培养的人才才能真正在各行各业立足岗位、贡献力量、服务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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