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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转型升级背景下合肥职业教育发展研究 

——以合肥职业技术学院为例
1 

王云 陈继林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经贸旅游学院，安徽 合肥，231200） 

【摘 要】职业教育能有效促进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为区域产业转型升级提供有力支撑。结合长江三角洲

职业院校发展情况，以合肥职业技术学院为例，对比研究合肥职业教育发展现状和存在问题，分析得出：合肥职业

教育的发展，要适应区域产业发展方向和产业布局，形成职业教育凝聚力；要充分融入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

提升区域产业竞争力。同时对合肥职业教育发展提出具体建议：通过加大职业教育公益性项目的投入，提升职业教

育内涵建设，加强职业院校协同共建等措施，增强合肥职业教育师生的责任感、荣誉感和使命感，为合肥产业发展

和产业结构调整培养和储备更多的职业技术人才，进而推动区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合肥职业教育长足发展。 

【关键词】产业转型升级；职业教育；长三角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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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合肥作为安徽省会，既是安徽政治、经济、教育、金融、科技和交通中心，又是中国四大科教城市之一，还是皖江城市经

济带核心城市。2019年 12月国务院印发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中，合肥作为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城市和

长江中下游城市群副中心城市，成为华东地区最具影响力的城市之一。职业教育作为培养应用型和技术型人才基地，越来越备

受关注。合肥职业教育发展水平高低，直接影响合肥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合肥职业人才梯队的构成和区域经济发展等多个方

面。 

为进一步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建设，促使合肥职业教育适应产业发展，进而促进产教协同发展[1]，以合肥市唯一的一所市属综

合性高职院校一合肥职业技术学院为例，对比长江三角洲其他省市部分优质职业院校，如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无锡职业技

术学院、金华职业技术学院、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和杭州职业技术学院等五家全国“双高”学校，基于相关统计数据，对比

研究合肥职业教育的发展现状，发现存在的问题，对于发展合肥职业教育，培养和储备职业技术人才，适应区域产业发展方向

和产业布局，充分融入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 

二、合肥职业教育的发展现状及存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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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发展现状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作为安徽省教育厅确立的首批 16所地方技能型高水平大学建设单位之 T,是国家“创新发展行动计划”优

质专科高等职业院校，也是第三届中国质量奖提名奖获奖单位和安徽省第一届文明校园获奖单位。在与全国“双高”学校对比

中，合肥职业技术学院 2017-2019该校总收入（万元）、占地面积（M）、生均教学科研及辅助用房面积（m2/生）、生均实验室

和实习场所面积（m2/生）、合作企业接受顶岗实习学生数（人）、全日制高职招生专业数（个）等指标均排位靠前。选取部分

生均指标与长江三角洲其他省市职业院校对比可见，合肥职业技术学院在此类指标中优势明显（详见下表 1）。 

表 1长江三角洲部分职业院校相关生均指标对比表 

学校 

指标 

合肥职业 

技术学院 

江苏农林 

职业技术 

学院 

无锡职业 

技术学院 

金华职业技术学

院 

浙江机电职业技

术学院 

杭州职业 

技术学院 

生均实验室、 

实习场所面积 

（m2/生） 

18.84 12.93 8.30 7.89 8.30 12.32 

生均学生宿舍（公寓）

面积 

（m2/生） 

14.33 8.98 12.32 11.95 9.67 13.40 

生均教研及辅助用房

面积 

（m
2
/生） 

36.91 25.45 19.67 18.18 18.07 23.1 

 

合肥职业教育发展中，还有一些尚待加强的部分。以合肥职业技术学院为例，2017-2018学年合作企业支持学校兼职教师数、

2017-2018学年合作企业订单培养数、生均纸质图书册数、接入互联网出口带宽等指标仍有一定发展空间，具体见下表 2所示： 

表 2长江三角洲部分职业院校相关指标对比表 

学校 

指标 

合肥职业 

技术学院 

江苏农林 

职业技术 

学院 

无锡职业 

技术学院 

金华职业 

技术学院 

浙江机电 

职业技术 

学院 

杭州职业 

技术学院 

2017-2018学年合作企业支

持学校兼职教师数（人） 
241 301 364 1561 181 266 

2017-2018学年合作企业订

单培养数（人） 
770 1131 1238 434 394 915 

生均纸质图书册数 

（册/生） 
75.22 84.18 77.28 92.37 64.09 71.63 

接入互联网出口带宽 

（Mbps） 
2680 2600 2200 44030 3210 1100 

 

（二）存在问题 

合肥职业教育发展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也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在与全国“双高”学校对比中，合肥职业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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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学院部分指标排名比较靠后，也反映了发展中存在的-些问题，其中，要加强职业院校与合作企业间的互动，需要职业院校为

合作企业培训员工数、合作企业与学校共同开发课程和教材数等指标的提升；要实现产教协同发展，固定资产总值指标在-定程

度上反映教学和科研方面的项目经费投入情况，双师素质专任教师比例和生师比是促进职业院校加强内涵建设，进一步提升办

学质量,培养复合型高素质人才的关键性指标；要推进教科研建设，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和生均值是重要参考。具体见下表

3所示： 

表 3长江三角洲部分职业院校产教协同发展指标对比表 

学校 

指标 

合肥职业 

技术学院 

江苏农林 

职业技术学院 

无锡职业技术 

学院 

金华职业技术 

学院 

浙江机电 

职业技术学院 

杭州职业 

技术学院 

职业院校为企 

业年培训员工 

（人天） 

840 28732 96080 256435 17549 7284 

2017-2018学年合作企业

与学校共同开发课程数

（门） 

16 237 724 383 83 115 

2017-2018学年合作企业

与学校共同开发教材数

（种） 

20 205 373 258 61 80 

职业院校固定资产总值

（万元） 
72195.2 93669.8 105637.6 155457.9 87382.64 85390.14 

双师素质专任 

教师比例（%） 
51.39 90.14 83.02 90.99 90.40 90.13 

生师比（X：l） 15.69 12.9 15.17 12.84 14.61 12.8 

教学、科研仪器设备总值

（万元） 
14763.35 21269.38 22793.05 28909.97 23920.98 29582.71 

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

值（元/生） 
15652.07 18211.96 17554.05 13078.24 21569.28 30567.60 

 

三、合肥职业教育发展分析与措施建议 

现代企业与职业教育的发展共同推动产教协同发展，产教协同发展又进一步推动区域产业转型升级
[2]
。如何适应区域产业发

展需要，结合区域产业布局，充分融入长江三角洲一体化发展，推进合肥职业教育发展，是合肥职业教育进一步提升的关键。 

（一）职业教育发展要适应区域产业发展和产业布局，形成区域产业竞争力 

区域产业发展需要大量层次不同、专业各异的人力资源[3]，而适应区域产业发展和产业布局的职业教育的发展，更有利于形

成区域产业竞争力。具体而言： 

首先，随着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发展，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对职业教育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4]，以合肥为例，

合肥制造业要成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现代制造业基地，离不开源源不断的职业人才的支持；其次，合肥作为是国家三个科技创

新试点城市之一，具有较好的高新技术产业基础，要充分发展合肥高新技术产业，强大的科研高教实力不可或缺，充分的资金

投入是保障。再次，合肥历史悠久，自古就有“江南唇齿，淮右襟喉”、“江淮首郡、吴楚要冲”之称，旅游资源丰富。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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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大重点旅游景区开发建设力度，形成有特色的旅游品牌外，职业教育中旅游类专业人才的培养，可以进一步推进旅游经济

的市场化、专业化、规模化和品牌化。此外，现代服务业的发达程度，作为衡量城市综合竞争力和现代化水平重要标志，合肥

职业教育中服务类人才的培养，更要适应合肥乃至安徽整体产业布局。 

综上，职业教育的发展，要适应区域产业发展和产业布局，形成区域产业竞争力。职业教育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培养更多的

技术技能型人才。只有现代化的职业教育，才能更好地提升职业教育质量，进而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可持续发展[5]；只有政府

有力支持，实现职业教育的现代化，才能进一步促进区域产业发展，形成区域产业尤其是教育产业的竞争力。 

（二）职业教育要充分融入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形成职业教育凝聚力 

按照《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的要求，合肥应以尽快融入长江三角洲和长江经济带为主要目标，并在省内

经济格局中充分发挥中心服务作用。只有充分融入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增强职业教育师生的责任感、荣誉感和使命感，

才能更好地形成职业教育凝聚力。 

其一，长江三角洲作为我国的高新技术产业极为密集的地区，合肥通过接受其产业扩散和分工协作，成为长江三角洲高新

技术产业群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新技术产业基地是合肥未来应当大力发展的城市职能，而高技术产业基地的发展，离不开应用

型和技能型人才的培养，更离不开职业教育的发展，合肥职业教育师生的责任感越强，越能推动合肥职业教育的长远发展。 

其二，现代城市发展，知识创新、技术创新已成为城市间竞争的核心。创新不仅是一个民族的灵魂，也是一个国家发展的

不竭动力。合肥是第一个国家科技创新型试点市，也是国家实验室最密集的城市之一，合肥职业教育师生的荣誉感越强，越能

充分发挥职业教育优势，更好地加快合肥科技创新型试点市的建设。 

其三，合肥要想实现跨越式发展，必须走“科技创新立市”之路。新产业、新技术、新能源等引领的科技革命，要求职业

教育必须与时俱进[6]。只有发挥科教优势，增强职业教育师生的使命感，才能更好地推动高新技术成果产业化和传统产业高新技

术化，为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培养更多的职业技术人才。因此，形成职业教育凝聚力，更好地融入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

化发展。 

（三）合肥职业教育具体发展措施与建议 

1.加大职业教育公益性项目投入 

高职教育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区域经济的发展，为区域进步产业转型升级输送大批社会急需的高技能实用型人才[7]。

近年来，合肥职业教育蓬勃发展，职业教育投入总额逐年递增。但是相关数据资料显示，合肥职业教育投入生均水平不高，职

业教育投入力度尚待加强。要全面提升职业教育质量，应以高质量社会职业培训为目标，同时提供全面的社会保障措施［8］。以

合肥职业技术学院为例，2019 年合肥职业技术学院财政拨款总额较高，但生均财政拨款与长三角地区其他省市相比仍显不足。

2019 年合肥职业技术学院的相关公益性项目如巢湖校区大维修项目、建筑实训工厂、生物制药技术协同创新平台、微软技术实

践中心项目、合肥校区微软培训认证中心信息化建设项目、巢湖校区 OSCE考站项目、“三馆一平台”项目等负责人在分析项目

推进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困难时，提到最多的就是资金捉襟见肘问题。 

因此，通过加快公共服务平台建设，完善金融支撑体系，提升公益性项目保障措施等多方面建设，加大合肥职业教育公益

性项目投入，更好地推动包括合肥职业技术学院在内的职业院校的发展。 

2.促进职业教育内涵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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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肥职业教育近年来发展势头良好，但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不全面、不均衡，整体质量水平亟待提高，职业教育内涵建设有

待提升。以合肥职业技术学院为例，2019年，合肥职业技术学院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骨干专业、护理骨干专业、会计骨干专业、

工程造价骨干专业、校企共建一汽大众汽车 4S店生产性实训基地、校企共建健康技术实训基地、护理专业职业能力培养虚拟仿

真实训中心、物联网技术应用专业“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电子商务专业“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等，被教育部认

定为《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项目，多个专业齐头并进，为合肥乃至安徽产业转型升级源源不断地

输出高水平技能型人才。因此，包括合肥职业技术学院在内的合肥职业院教师的成长，提升职业教育教学质量，切实提升合肥

职业教育内涵建设水平。 

3.加强职业院校协同共建 

加强职业院校的协同共建，可以帮助职业院校学科之间、院校之间、科研院所和企事业单位之间，按照优势互补、多方共

赢的原则，解决各方在发展中遇到的教学、科研以及生产和管理等问题，从而实现多方受益、共同发展的目标。以合肥职业技

术学院为例，作为协同创新的一方，如何发挥自身优势，通过教学观念、教学模式、教学机制等方面的创新，实现与其他各部

门的有效合作，提升学生培养质量，为社会输送高质量人才，一直是其致力于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在职业院校协同共建中，

应积极搭建平台，激活职业教育专业结构与区域发展产业结构的互动性
［9］

。在与其他院校、机构、企业、科研院所等进行多元

合作的过程中，通过协同创新，优化教学模式，参与产学研活动，实现引企入校、工学交替,与企业共同培养专业对口、综合技

能强的优秀毕业生，促进合作各方根据自己的资源优势参与协同共建，并扬长避短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推动合肥职业教育进

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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