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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 has explicitly taken “promote regional economic 

integration of Beijing-Tianjin-Hebei Development” into the national “Twelfth Five Year Plan”  

draft.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accelerating the transformation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 and 

promoting the adjustment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n Beijing-Tianjin-Hebei region will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So we must change the development mode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development of regional industry and adapt to 

the adjustment of economic structure, talent demand structure adjustment requ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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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全国人大已明确将“加强环渤海

及京津冀地区经济协作”写入政府工作报

告。新形势下，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促

进产业结构调整对京津冀区域高等教育尤

其是高等职业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必须改

变高职教育发展方式以实现区域产业发展

及适应经济结构调整、人才需求结构调整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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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引言 

全国人大十二届二次会议已明确将“加

强环渤海及京津冀地区经济协作，实施差别

化经济政策，推动产业转移，发展跨区域大

交通大流通，形成新的区域经济增长极。”

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新形势下，开展高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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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的研究，可以使

高等职业教育更好的为京津冀区域经济发

展和人力资源开发服务，因此，此项工作具

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2．高职教育和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系 

2.1  高职教育与区域经济相互制约 

2.1.1 鉴于高职教育周期长和效益滞后的特

性，导致了高职教育的需求和供给之间需要

一个时间的间隔。 

假如高职教育发展周期波动和经济的

发展周期波动同步，势必会造成高职教育的

供求脱节，也就是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对

高职教育的需求急剧增加的同时，而高职院

校同时期可供给的毕业生却是明显有限的；

然而，一旦区域经济的增长处于低潮，其对

高职教育的需求趋于减少，此时高职院校可

供给的毕业生就显得过剩。这样一来，高职

教育的投资效益就会降低。与此同时，劳动

力数量、质量与结构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可或

缺的条件，假使高职院校培养的劳动力和经

济发展的需求失调，就会制约影响经济的发

展。 

2.1.2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会影响高职教育的

发展速度。 

高职教育的发展规模受到区域经济发

展水平的影响制约。高职院校毕业生的预期

投资回报、家庭以及个人的教育投资积极性

与消费结构均受到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制

约，而这些因素均能影响高职教育的发展规

模。另外，在结构方面，区域经济也会影响

高职教育。高职教育的结构发展一般遵循其

自身的发展规律与社会经济的发展规律，社

会经济结构发展给高职院校的毕业生就业

带来影响，从而影响高职教育在结构方面的

调整与改革。 

2.2  高职教育和区域经济的互动 

2.2.1 区域经济发展是地方高职教育发展的

“催化剂”。 

首先，区域经济的发展为地方高职教育

的发展提供物质与财力支持。高职院校的存

在需要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以及人力，并

且其后续发展又需要不断进行资金的投入。

区域经济的持续发展，成为支撑地方高职教

育发展的坚强后盾。其次，区域经济的发展

扩大了高职院校的生源规模与构成。区域经

济的快速发展面临着高层次人才储备不足

与增量过慢的矛盾，区域经济与中小型企业

强烈需求高技能人才，据此，高职教育的办

学规模得以迅速扩大。另外，区域经济的发

展为高职教育的人才培养提供更广阔的空

间。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提高，对与高技能

应用型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这样一来，高

职教育的毕业生就会获得更多的就业岗位

与机会。 

2.2.2 高职教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加油站

与动力源。 

首先，高职教育成为就业市场需求的高

技能人才的培养基地。高职教育可以满足就

业市场对人才的各种不同需求而设置专业

学科，并侧重于培养人才的职业技能与实践

能力，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大量适应区域经

济发展需要的高技能实用型人才。另外，高

职教育是科技成果开发的重要基地。高职教

育研发新理论与新技术，以此提高社会生产

水平和推动经济增长。高职院校以自身软硬

件的优势，为区域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智力支

持。 

3．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对高职人才的需求 

京津冀区域经济的发展对高等人才，尤

其是高职人才有着旺盛的需求，京津冀三地

产业结构变化和区域一体化趋势决定了高

职人才有较广阔的成长空间。随着京津冀大

力发展先进制造业和做大做强现代服务业

发展方略的实施，必将形成高职人才需求新

的高潮。 

3.1  北京市产业结构和城市定位转变对高

职人才的需求 

作为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的龙头，北京

市具有得天独厚的经济文化资源。据统计，

2013年北京市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19500.6亿元，按常住人口计算，全市人均

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93213元（按年平均汇率

折合 15052美元），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 

0.8：22.3：76.9，第三产业占GDP比重3/4

强，城市化水平已达86.3%。按照国际现代

化的标准，北京市正由生产型城市向服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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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发展。在此基础上，北京市正大力发展

高新技术产业，逐步形成以电子信息技术、

生物工程和新医药、光机电一体化、新材料、

环保等新兴产业为主导的高新技术产业群，

并成为首都经济的核心和支柱产业。北京城

市定位的转换，引发了新一轮的人才需求，

预计“十二五”期间，对高级技术技能人才

需求量最大。 

3.2  天津市作为北方经济中心对高职人才

的需求 

作为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的第二大引

擎的天津市，目前正努力建设成为国际港口

城市、北方经济中心和生态城市。据统计，

2013年天津市全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

14370.16亿元，按常住人口计算，全市人均

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97609元（按年平均汇率

折合15762美元），三次产业产值比例为 

1.3：50.6：48.1，城市化水平为63.0% 。

天津市已形成以汽车和机械装备为重点的

机械工业，以微电子和通讯设备为重点的电

子工业，以石油化工、海洋化工和精细化工

为重点的化学工业，以优质钢管、钢材和高

档金属制品为重点的冶金工业四大支柱产

业。今后天津市将以滨海新区为龙头，大力

发展高新技术、高新产业，依托京津冀、服

务环渤海辐射“三北”、面向东北亚，努力

建设成为中国北方对外开放的门户、高水平

的现代制造业和研发转化基地、北方国际航

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逐步成为经济繁

荣、社会和谐、环境优美的宜居生态型新城

区。天津市有关部门预测，天津市大专以上

专门人才的需求总量巨大，其中信息、机械、

汽车、商业等产业对技术人才的需求年均增

长率都将超出 7%，高级技术工人的需求年

均增长率将达 9%。 

3.3  河北省“中部崛起”对高职人才的需

求 

作为京津冀区域经济发展的“低地”，

据统计，2013年河北省全省生产总值实现

28301.4亿元，按常住人口计算，全省人均

地区生产总值为 38597元（按年平均汇率折

合6233美元），三次产业结构比例为 12.4：

52.1：35.5。今后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

需要充分利用河北省的地理资源优势，发挥

京津两大增长极的辐射和扩散效应，实现河

北省“中部崛起”。在今后的发展中，河北

省具有以下功能和优势:一是产业转移的承

接者。河北省产业相对京津而言处于低梯

度，可以抓住京津两市功能定位和产业结构

升级的契机，以承接产业带动河北产业升

级。二是劳动力的输送基地。人才资源是区

域发展的第一资源，今后的重点是如何提高

劳动力的技术技能水平，满足三地产业发展

需求，拓宽劳动力输出渠道。三是高新科技

的应用基地，京津两地拥有丰富的科技资源

优势，河北省可以中试基地、专利应用、技

术承接等方式，成为科技应用基地并向周边

地区进行技术扩散、传递。 

4．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下的高职发展战

略 

4.1  环首都经济圈高职教育发展战略 

高职教育发展要适应环首都经济圈高

速发展的经济，结合一圈、四区和六基地发

展规划，同时针对北京现有的高职教育办学

模式，制定出河北省的环首都绿色经济区域

高职教育体系。河北省环北京地区高职教育

须与北京形成良好的互补关系，避免重复建

设，突出区域办学特色，做好服务首都、保

障首都发展的大后方，力争在差异中寻求更

好地发展空间。为了适应飞速发展的首都经

济，为了做好首都的保障服务工作，这一经

济圈的高职教育应重点放在主体功能突出

的角色上。如廊坊、保定高职教育的发展重

点应注重培养适应新兴产业、现代物流等行

业的一线人才和管理人才，加大物联网应用

技术学科的投入力度，争取在这个“新贵”

行业日渐成熟的市场中寻得一席之地；承

德、张家口则需要在现代观光农业和生态休

闲等产业上培养出精英人士。尤其是京津冀

旅游一体化以及环渤海旅游圈的打造，将需

要大量的观光农业和生态旅游类人才。为

此，应适当提高专科院校的办学规模，建立

起一个从专科到本科，行业配套，专业设置

合理的高职区域教育体系。力争与北京做好

产业和高职教育的转移承接，实现利益共创

共享，为河北省顺利实现“十二五”发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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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所制定的重大发展战略目标发挥应有作

用。 

4.2  沿海经济区高职教育发展战略 

秦皇岛、唐山、沧州三地近海临港、区

位优越。为了适应沿海经济隆起带经济发展

的要求，其高职教育发展也要作出相应的战

略调整。第一，围绕临港产业带适度提升职

业教育等级。利用当地富有特色的各种类型

中职教育的办学资源，扩大高职教育办学规

模，切实把高职教育办大、变强，真正做好

沿海经济带发展壮大的人力和技术支撑，为

实现精品钢铁、石油化工、装备制造等临港

产业的国际化而贡献重要的辅助力量。第

二，围绕朝阳产业加大高职教育投入力度。

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得天独厚，既有培育临港

产业的优势，又具备了发展高新技术、新能

源、港口物流、滨海旅游和海洋经济等新兴

朝阳产业的潜力，可以成为科学发展观指导

下的示范带。 

4.3  冀中南经济区高职教育发展战略 

冀中南经济区主要系指石家庄、衡水、

邢台、邯郸四市。本区域拥有实力雄厚的省

会、京珠和大广两条高速公路主干线、中国

工业企业 500 强的冀中能源，这也是打造

区域经济增长的优势所在。与之相适应的高

职教育，也应做好教育规划，以“一中心、

两轴、三基地”为重点，制定出适合当地产

业需求的应用型人才。第一，提升省会高职

教育办学的多元化。石家庄是河北省政治、

经济、文化中心，全国重要的医药、纺织工

业中心城市，重要的现代服务业和生物产业

基地之一，并在全省高职教育发展中起着排

头兵的作用。作为省会城市，石家庄高职教

育办学既应突出区域经济发展，又应兼顾全

省整体经济需求，这就迫使省会高职教育必

须面对市场进行多元化办学，而且等级要不

断提高。第二，根据产业发展特点调整高职

教育办学形式。冀中南经济区主要是以邯郸

冀南新区、衡水滨湖新区、邢台新型产业园

区为重点，打造区域增长新优势。而高职教

育办学形式也应以三市的发展特色为基础，

打破传统专业设置的“一窝峰”现象，避免

教育资源的重复设置，并根据当前市场的信

息传递、反馈和未来市场走向，合理新增或

撤销部分专业。 

5．京津冀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高等职

业教育发展对策 

5.1  加大高职教育的投资力度 

尽管加大高职教育的投资力度是个老

生常谈的问题，但是由于高职教育具有振兴

地方经济发展的力量，因此必须加大对高职

教育的投入，增强其发展的物质基础，以积

累人力资本，推进技术进步，加快产业结构

的调整与升级。随着国家和地方财力的增

长，应逐年提高财政拨款的比例，保持与地

方经济增长态势的均衡性；政府、行业企业

和社会力量办学单位要确保高职院校有充

足的办学经费，改善办学条件，增强内涵建

设，扩大办学实力，着力支撑地方经济建设。 

5.2  建立灵活的专业调整机制 

教育行政部门对专业审批要放开，不要

人为地设置障碍，要给办学单位一定的专业

设置自主权，学校可根据地方经济需求灵活

设置和调整专业，坚决废除层层报批计划行

为。要积极鼓励高职院校兴办紧缺专业、新

专业，对于紧缺专业、新专业的举办，除加

大资金的注入外，还要在实习实训基地建

设、教师培训提高以及教师待遇上给予一定

的优惠政策。高职院校应根据地方发展规划

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加强与人才市场的联

系，紧紧围绕行业企业需要的人才类型灵活

设置专业，做到人才培养的科学性、针对性

和实用性。 

5.3  建立人才需求信息机制 

人才需求信息机制的建立无论对地方

政府、学校、行业企业以及毕业生本人都非

常重要，因此，教育行政管理部门要会同学

校、行业企业，牵头收集人才需求信息，并

定期向社会公布，保证用人单位和人才培养

单位及时沟通、交流和对接。尤其对一些新

职业、新岗位更要公开发布用人信息，尽量

降低高职院校与地方经济建设信息的偏差

度，力争缩小二者之间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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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加大校企合作力度 

校企合作必须建立在双赢的基础上，任

何一方利益受损，合作都不能达到目的。政

府要在事务管理中发挥巨大作用，对校企合

作的企业应实行优惠政策，可减免部分税收

并给予适当补贴等，以提高企业参与教育的

积极性和自觉性。另外，要建立高职专业课、

实习指导课教师定期参加企业实践的刚性

制度，邀请企业专家和技术人员到学校讲座

或教学，并根据工作需要可以晋升高校教学

系列职称，以提高他们参与学校管理及人才

培养的积极性，同时还能扩大兼职教师队

伍。 

5.5  加强高职院校科技产业工作 

高职院校要建立健全科技研究机构，并

配备专职研究人员和划拨一定比例的科研

经费。鼓励高职教师与地方行业企业开展横

向课题的研究，加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

组建与教学密切结合的科技产业园或教学

公司，以科研促进教学，促进高职院校校办

产业的发展。 

5.6  建立循环机制，实现资源整合与共享 

由于京津冀区域教育科技资源存在着

不平衡性，导致地区经济发展失衡，尤其是

河北与京津两地的经济差距较大，为此必须

建立区域内高职教育和人力资本良性循环

机制。建立京津冀高职教育信息网，运用网

络技术及其他高科技手段，搜集信息，使各

级政府、用人单位及求职者能及时、准确把

握京津冀区域内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动向，

了解最新的教学模式和高职人才现状等。 

5.7 组建高职教育集团，加大产学研力度 

组建高职教育集团，形成企业群、高职

院校群的联合办学，一方面发挥企业产业的

支撑作用，学校办学更贴近企业人才需要；

另一方面，高职院校实行教学、培训、终身

教育一体化发展，发挥职业教育的辐射功

能。集团以高职教育为主，同时还可为企业

职工进行职业培训，开展继续教育， 为城

市下岗工人、待业人员以及农村转移的劳动

力进行职业培训，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培

训农业技术人员。这种产学资源的集合群体

现已成为我国高职教育发展的一种趋势。 

5.8  建立长效合作机制， 打破体制性障碍 

由于区域教育合作涉及各级各类教育

范围内的合作，而高职教育与经济发展、产

业结构密切联系，京津冀地区可以以高职教

育为突破口，建立京津冀地区高等职业教育

合作组织，成员由政府人员、专家、教师、

企业管理人员等多方组成，同时赋予相应的

行政调控，负责政策制定、执行和监督。教

育合作组织必然需要冲破狭隘的地域观念，

坚持在政府推动下的市场运作，充分认识到

各地产业发展的差异性和比较优势，主动开

展互利合作，进一步整合区域教育资源，形

成合力，增强高职教育的经济服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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