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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 21 世纪以来， 经济社会呈现出新的发展态

势与特征，以互联网产业化、工业智能化以及工业一

体化为中心，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无人

控制技术广泛渗透，人类进入以数字化、平台化、智能

化技术应用为标志的工业 4.0 时代。 面对前所未有的

变革，高职院校要以改造传统产业为契机，进一步深

化产教融合、优化人才培养模式、强化新技术应用对

于高职教育的推动作用，主动作为、积极应对，将新技

术应用人才的优势凸显出来，为国家培养高端技能型

人才提供人力资源保障。
一、新技术应用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变革的战略

定位

“中国制造 2025”是我国政府面对新的国际环境

和产业变革趋势，将中国由传统的“制造大国”转向

“制造强国”，推动经济社会技术产业跨越式发展的重

大战略规划。 为实现这个宏伟蓝图，国家产业调整需

要通过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引领和带动整个制

造业升级， 以实现高端产业与产业高端的技术目标。
在这个过程中，高职院校不仅承担了高端技术人才的

培养、培训任务，也承担了以人才优势引领技术优势、
以新技术人力资源充分保障产业更新与技术创新的

重要使命。 新技术应用、推广与创新需要高素质技术

人才的参与，高职院校必须依托人才战略规划，推进

综合改革力度，通过引导技术人才创新，圆满完成我

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中的人力资源保障任务。
1. 高职院校新技术应用人才定位， 能够深化产

教融合，实现从“产业跟随”到“产业互动”直至“产业

领跑”的阶段性目标。 技术创新是推动产业革命的核

心动力，对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具有颠覆性

的影响，特别是随着人工智能产业在工业领域的广泛

应用，传统制造业的人才需求和技术岗位都受到严重

威胁。然而，从另一个角度说，随着产业革命的逐层深

入，我国制造业也在科学、技术、工程等领域实现了新

的突破， 产生了新的领域和与之相匹配的新技术，同

时催生出新的技术岗位。如在计算机与工程技术的交

叉领域，工业机器人（新技术产品）主导着该领域的技

术主线和技术操作难题，需要掌握新技术、具有新思

维的高端技术人才才能胜任。 在其他行业，如智能制

造业，也迫切需要同时精通电子工程、信息技术、工业

设计的复合型人才和具有学科交叉背景、能够跨领域

合作并掌握大数据思维的高端管理人才。面对当前市

场对技术性和个性化的人才需求，高等教育（包括高

职教育）对于不同人才的分类与功能定位也需要更加

准确，能够使高端的知识人才和高水平的技术应用人

才培养在高校职能战略调整与综合改革中的角色凸

显出来，以发挥不同人才的优势，从而胜任市场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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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和技能等配套工作。
高职院校新技术应用教育在本质上是以新技术

为核心的专业化、高层次的高等职业教育，从高校职

能分工来看，它承担着对高智能和高水平技术人才的

培养工作。 人才结构理论将社会人才分成四种类型：
“学术型人才，主要从事发现、研究事物发展的客观规

律和基础原理的工作；工程型人才，包括设计型、规划

型、决策型人才，主要从事与直接产生社会利益相关

的设计、规划及决策工作；技术型人才，包括工艺型、
执行型、中间型人才，主要在生产一线或者工作现场

从事依赖特定、专门技术或者工艺的相关工作；技能

型人才，包括记忆型和操作型人才，主要依靠操作机

器、机械或者掌握某种直接用于生产的技能完成相关

工作”［1］。 面对市场不断涌现的新技术，高职院校需要

将具有新技术应用能力的人才资源挖掘、 培养出来，
从而对应国家对不同类型高素质人才的个性化需求。
按照国家高端人才的结构分类， 新技术应用人才，不

是对于新技术的研发与创造等高端知识人才的定位，
而是对原有的传统技术进行改造与创新的高端技术

人才的定位，这也正是高等职业教育区别于其他普通

高等院校教育的突出特征。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

的出台预示着高等职业教育必须聚集行业、企业和社

会机构的广泛资源，完善校企协同育人机制，充分发

挥企业对于高职教育教学工作的参与和指导作用。应

根植区域产业布局优势，以培养关键设备和技术的专

业研发及应用型人才为核心，打造集专业教学、实践

实训、素质培养、技能提升、技术研发、市场洞悉和社

会服务于一体的产教深度融合高地，实现从“产业跟

随”到“产业互动”直至“产业领跑”，将高职院校和企

业的技术创新及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推动企业技

术进步和产业转型升级。
2. 高职院校新技术应用人才培养， 能够实现校

企协同共育英才。 高职院校新技术应用教育，是培养

产业变革中具有新思维、新技术的新型技术人员的统

称， 其核心是新技术的应用和对原有技术的改良改

造。 新技术应用人才培养定位，能够满足高职院校专

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共同要求，将新技术理念融入专

业教学、创新创业教育和生产实践之中，使学生能够

站在技术前沿看知识， 将专业知识与创新能力相融

合，开发新技术应用的思维和品质。 在国家产业调整

与发展的内驱动上，高职院校对于新技术应用人才的

培养需要改变传统以高校为主导的校企合作机制，引

企入校，把产教融合作为学校建设的主线，形成多主

体育人机制，依照行业发展趋势进行专业建设和课程

设置，整合行业、企业和社会机构的新技术资源，推动

高职院校的转型与发展。
打造新技术应用人才培养高地，能够迅速对接企

业需求，提升高职院校学生的岗位适应能力，缩短专

业人才培养周期，使学校人才培养目标与企业新需求

无缝对接，增强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目标的针对性和适

应性，从而以更先进的技术引领行业发展。 随着技术

创新和产业升级，各行各业对新技术应用人才的需求

量越来越大，向高校要人才、向高校要质量成为国家

和企业当前对高职院校人力资源供给提出的显性要

求。当技术含量低的传统制造业被新兴的科技业态所

覆盖，产业价值链末端的产品被高溢出效应的商品所

取代，粗放型生产被精益化制造所替代，国家的支柱

型产业相继面临着产品与技术更新换代的时代挑战。
社会产业的变革亟需高智能的技术研发人才和技术

创新人才作支撑，亟待大量的数据分析、产品营销和

企业管理等复合型人才做辅助，亟望新技术被广泛应

用和推广的同时能够不断进行技术更新、 升级与创

造。以上这些都预示着新技术人才的“含金量”和对未

来产业的发展潜能。 因此，高职院校在新技术的起点

上，肩负重任且任重道远。在人才战略规划上，需要根

据学生的智力特点和职业发展目标进行深入的学情

分析，让专业融入行情，让技术引领市场，面向成果转

化、技术改进、流程再造、管理提升、服务升级等生产

一线，为企业培养各领域新的技术应用型人才。
3. 高职院校新技术应用教育实践改革， 能够使

人才最大限度贴合本土经济产业，将职业院校传统的

人才聚集优势转化为新技术人力资源优势。高职院校

新技术应用教育实践改革，能够在技术人才培养上精

耕细作，依托创新创业教育，提升人才社会服务与创

新能力，利用人才优势为产业输出新技术应用“最后

一公里”的技术源。要达到这个目标，高职院校的专业

设置必须立足于地方和区域经济发展的特点和产业

文化的特色，凝练出地方高职院校办学特色和专业特

色，在此基础上，联合区域行业机构、地方社会组织、
地方龙头企业和相对应的新技术研究机构等，共同组

建“全产业链式”新技术应用与创新实践平台。在高职

院校创新创业教育引导下，创设高品质的技术创新生

态园，建立有规模、有特色、有文化的“创客空间”，使

创业文化渗入校园，让企业文化影响学生，将校园文

化建设与企业家精神相对接，用“产学研创”一体化创

业模式打造新技术产业精品，建立高职院校与企业共

创的校园文化氛围，从而影响、辐射地方产业发展，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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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产品快速升级。
当前，企业发展需要人才作为有力支撑，职业教

育发展也需要企业做坚实后盾。企业与高职院校之间

是利益相连、荣辱共生的发展共同体。因此，学校与企

业的“贴合度”直接影响了新技术的应用、开发与改

造，双方只有相互融合才能实现“双赢”。 从企业与学

校双方的优势上来说， 企业具备的是新技术优势，而

学校具备的是人才聚集的优势，高职院校要实现深度

的产教融合，必须从“新技术”应用人才开发入手，打

造会使用新技术、会反思新技术、会改造新技术的“高

智能”技术人才，将高职院校的人才聚集优势演变为

人力资源优势， 从而成为企业发展的强有力支撑，引

领行业发展。 依托地方丰富的人力资源，融合区域经

济特点打造“立地式”产品经济文化，才能真正增强高

职院校服务地方产业发展的水平和能力，从而使高职

院校成为国家产业发展与技术革命的生力军。
二、理念创新与观念指引：高职院校新技术应用

教育的理论指导

新技术应用教育是高职院校以新技术人才为标

准，综合分析产业行情和学生学情，为培养新时期具

有新技术应用能力的创新创业人才而量身定做的技

术智库工程，是集产业新技术推广、转化、创新为一体

的技术开发与成果转化的人才培养工程。依据产业升

级和新工业革命的特点，高职院校需要对人才的专业

知识、新技术应用能力、创新素质、市场行情分析等综

合能力进行开发，同时，还需将新技术应用的创新理

念全程融入专业建设与课程改革之中，打破原有技术

人才发展的单一路径，把行业、企业和市场资源整合

起来，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和商业文化，实现跨学科交

流、行业跨界合作。
1. 可持续发展： 新技术应用人才培养的发展理

念。 可 持 续 发 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是 1987
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

中提出的关于人类未来发展的理念和行动目标。其基

本内涵为：“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

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2］3 可持续发展，
指明了当前人类社会发展的困境和未来发展的方向。
这个报告站在人类发展的制高点上对人的发展问题

提 出 了 深 入 性 的 思 考 与 建 议， 报 告 指 出，“世 界 各

国———发达国家或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国家或计划

经济国家，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必须根据可持续

性的原则加以确定。 解释可以不一，但必须有一些共

同的特点，必须从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概念上和实现可

持续发展的大战略上的共同认识出发”［2］6。

可持续发展是高职院校树立科学的发展观、进行

新技术人力资源可持续开发与创新发展的重要理念。
在经济发展领域，可持续发展注重“经济和社会循序

渐进的变革”。 在此基础上，高职教育人才发展目标，
需要以“新技术”为变革的动力，将专业设置与市场经

济发展趋势相吻合，以市场经济发展为导向，对职业

技术人才进行开发与转型升级。从职业院校自身发展

的角度，可持续发展也需要作为学校自身发展的行动

纲领，注重职业教育发展的规律，在历史、现实与未来

相互衔接的战略规划背景下，着眼于职业教育未来人

才的发展与高职院校未来生存的能力，将自身的传统

经验、现实困境和未来出路统一起来，从而找到自身

发展的优势与发展前景，以突破现实的瓶颈，寻找未

来可行性发展的出路。
可持续发展是高职院校用新技术理念推动学校

综合改革与内涵发展的核心理念，也是高职院校人才

发展的目标和理论依据。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的目的

在于高职院校经过不断反思、适应和调整自身发展规

划，充分把握现实社会的机遇与挑战，不断寻找高职

院校得以在社会与经济变革中生存与发展的办学特

色，提升人才发展的竞争力，从而促进新技术人力资

源的可持续增长。
2. 技术创新方法理论： 新技术应用人才培养的

创新理念。 技术创新方法（TRIZ）理论是由苏联学者

阿利赫舒列尔（G. S. Altshuller）于 1946 年创立的，又

译 为 “ 发 明 问 题 解 决 理 论 ” （Theory of Inventive
Problem Solving， TRIZ），阐释的是关于技术进化的原

理。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创新能力是企业在激烈

的市场竞争中得以生存的唯一法则。 按照 TRIZ 理

论，“所有的工程系统服从相同的发展规则。这一规则

可以用来研究创造发明问题的有效解，也可用来评价

与预测如何求解一个工程系统（包括新产品与新服务

系统）的解决方案”，同时，“像社会系统一样，工程系

统也可以通过解决冲突（Conflicts）得到发展”［3］ 3。 实

践证明，“运用 TRIZ 理论，可大大加快人们创造发明

的进程而且能得到高质量的创新产品。它能够帮助我

们系统地分析问题情境， 快速发现问题本质或者矛

盾；它能够准确确定问题探索方向，突破思维障碍，打

破思维定势，以新的视觉分析问题，进行系统思维创

新；能根据技术进化规律预测未来发展趋势，帮助我

们开发富有竞争力的新产品”［3］6。
技术创新方法（TRIZ）理论为高职院校新技术应

用人才培养提供了有效的指导方法。新技术应用，“不

仅意味着上一阶段掌握的专业技能的产出能够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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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下一阶段，也体现了新技术的提升和相互之间的促

进，从短期来看是改善资源的分配，从长期来看是适

应组织的新技术和形式”［4］。 因此，新技术应用在本质

上是将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方法作为推动新技术产业

发展的内动力，从而实现技术传递与技术创新的指导

性理论。 “TRIZ 作为解决技术问题或发明问题的强有

力的方法，重点是建立解决问题的模型及致命问题解

决策略的探索方向，为人们创造性解决问题提供科学

的方法和规则”［3］12。 在此基础上，将 TRIZ 理论与现代

职业教育教学相结合，运用 TRIZ 理论培养学生创新

思维和创造性解决技术难题的能力，启发他们不断地

在技术应用中解决各种技术矛盾，最终形成技术反思

能力，以推动产业发展与技术升级。
3. 内创业理论： 新技术应用人才培养的实践理

念。 内创业理论（intrapreneurship），最早由美国学者

Pinchot 在其著作《创新者与企业革命》中提出，它被

定义为：“能够在现行公司体制内，发挥创业精神和革

新能力，敢冒风险来促成公司新事物的产生，从而使

公司获得利益的管理者。 ”［5］在这个定义中，管理者不

仅包含企业创办人，更包括在企业内部与企业共同承

担风险的企业执行人。 “内创业”概念被提出后，立刻

在管理界产生共鸣，有学者指出，“内创业是指组织内

部成员不顾当前控制的资源而去努力追求创业机会

的过程。 ”［6］Carrier［7］、Herriot［8］、Hisrich & Peter［9］等学

者更进一步认为，“内创业是目标驱动下去创造新事

物的过程，是公司创业精神的一种体现”。综合上述概

念，“内创业”主要指的是创业者自我实施岗位创业的

一种精神和能力。 在人的发展中，“内创业”活动贯穿

一个人整个的创新发展的全过程，它具有个体性和群

体性特征。 个体性，指的是创业主体是由单个人组成

的，每个人都在不同的岗位进行着自我创新、创业活

动；在主体的分类上，无论是企业管理者还是技术操

作者，都经历了内创业的过程，它主要表现为创业主

体以什么样的心态和能力去创造未来。 换句话说，内

创业是从个体“创建事业”的高度进行自我完善、自我

创造和自我发展的过程。 内创业的群体性特征，主要

体现在创业成果上，其成果是可以积累的，它亦具有

鲜明的群体性。
在当前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背景下，促进

大众进行内创业，就是激发每个人自我超越和自我创

新的热情与动力。高职院校新技术应用人才培养实践

必须树立“内创业”的教育理念，以“新技术应用创新”
为导向，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创业能力，深入开展

“引企入教”改革，建立学校、政府、社会三位一体的协

同创新机制，通过校企联合的技术项目实践，激发学

生内创业的热情和动力，教会学生运用创新方法改革

实践。
三、产学研创：高职院校以新技术应用为主线，分

阶段实施校企合作，深化产教融合的实践策略

相对于颠覆性的发明创造，新技术应用更加贴合

高职教育人才培养的定位， 在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
实施创新战略过程中，高职教育人才培养从传统的操

作性技术工人转变为对新技术领悟力快、操作能力精

和创新思维强的高智能技术应用人才。 因此，需要高

职院校主动适应行业变化和企业需求，优化人才培养

方案，真正实现专业设置与地方产业需求、课程内容

与行业标准、实践实训过程与生产过程的对接，进而

推进“产学研创”协同发展。
1. 第一阶段：通过“产业跟随”建立新技术应用

人才培养联动机制，推动校企互通，实现产学结合。在

高职院校新技术人才培养的第一阶段，需要将知识与

实践紧密相连，以“产”助学，推进校企政等多方合作，
树立高职教育与区域经济互动、与企业行业共赢的理

念，打造产教融合的新高地。 在与企业进行融通的过

程中，首先，高职院校需要冷静分析 “企业主导”下职

业教育的专业发展与人才定位， 真正体现 “产学结

合”，针对以往出现的“企业冷、学校热”的校企合作难

题，着眼于新技术革新的产业转型与发展，构建校企

共赢、持续性深度合作制度，使企业的新技术产品深

入学校课程与创新实践，让企业全方位参与、指导学

校的专业建设和课程规划。 其次，高职院校需要建立

畅通的合作途径，通过开展校政、校企合作育人，实现

“政府搭台，企业表演，学校唱戏”的同台串联模式，打

通产业链、营造生态圈，培养具有高职教育特质的创

新创业人才。 依托地方产业特点与行业特征，高职院

校需要以专业发展与行业发展无缝衔接为出发点，在

专业设置与课程建设方面，充分整合企业、行业和学

校的技术资源和优势，建立立地式、立体化的新技术

应用型人才培养项目质量评价体系，以实现新技术推

广与专业建设发展同步、新技术应用与创新创业项目

对接顺利、新技术改造与产业升级同步、新技术创新

与技术变革一致的产学深入结合，实现“产教融合”纵

深发展。通过开展校企合作育人，实现由顶岗实习、订

单培养、 现代学徒制到校企研发中心的合作递进，构

建高校、企业、学生、社会多赢共进的良好局面。
2. 第二阶段：通过“新技术应用人才培养创新孵

化平台建设，促进“产业互助”，实现产学研结合。与产

学结合相比，推进产学研相结合需要将“研”融入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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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以企业研发需求为主导，将技术实践与产业发展

相结合，把“求新”“求变”作为高职院校专业课程的改

革思路和方向。
在实践平台建设上， 应以新技术应用为导向，积

极引进世界 500 强企业的新技术资源， 依托研发平

台，对接创业团队，打造智能化、信息化、数字化项目，
为企业、行业提供全过程孵化服务。 在新技术应用的

教学方式上，可以采用“导师+项目+团队”的师生共

创模式，采用“企业出题、学校监考、学生论证、教师解

答”的思路，探索“师研生随、师导生创、师生共创”的

项目实施路径。在以新技术为导向的创新创业实践机

制上，需要搭建不同层次、类别和形式的“众创空间”，
引发学生对新技术应用的理性思考，激发他们对新技

术应用的实践兴趣，引导他们掌握对新技术改造创新

的方法，通过理论与实践融合互动的项目平台，打造

以技术项目为基础、研发为动力、创新创业为导向的

“学训研创”一体的实践教学体系。
在将新技术应用与高校创新创业改革相融合的

过程中，高职院校还可以通过专业建设与创业教育的

融合，提升专业与市场的贴合度，积极创设有吸引力

的“创客空间”，充分满足企业对于发展空间、技术研

发、人力资源、市场开拓等方面的个性化需求。 同时，
在项目支持上， 要坚持面向区域经济发展的原则，与

地方政府、行业企业联合共建孵化器和创新创业公共

服务平台，采取“创投+孵化”的发展模式，将师生共

创成果与相关企业对接、合作、转化为可供实施的项

目，形成构建团队、发掘项目、对接投资、支撑后续的

循环体系。
3. 第三阶段： 通过树立新技术应用人才培养引

领创新创业目标，实现“产业领跑”，凸显产学研创的

优势。 作为产教融合的第三个阶段，产学研创需要高

职院校发展方向与区域特色、支柱产业的转型需求深

度对接，将学以致用、用以创新的理念贯穿专业建设

和人才培养方案改革始终，根植于区域经济特点和文

化特色，整合优势技术资源，利用创新人才培养及输

出彻底实现“产业跟随”向“产业领跑”的转变。
在此基础上，以“坚持立地研发，促进新技术应

用”目标为驱动，谋划与省市乃至国家重大发展战略

相契合的产教协同发展布局，鼓励高职院校在特色小

镇、科技城建立创业学院；以省市重大产业战略为导

向，使办学布局具有前瞻性、引领性；与科研院所共建

协同创新中心，服务行业关键技术；与行业协会共建

企业研发中心，服务民营企业；打破原有职称评审规

则，实现“发明专利、专利转让与论文等同，横向课题

与纵向课题等同，行业技术难题与科研项目等同”；引

导教师从课堂走向企业，夯实产学研基础，服务教师

专业化成长，为教师解决行业与企业难题提供人、财、
物支持。 通过“立地式”技术应用与区域发展双向互

动、与教师发展双向互动、与人才培养双向互动，使高

职教育人才培养目标与服务产业能力的目标相一致。
实现“产学研创”协同发展，还需要根据产业设专

业，依托专业建立平台，通过开展创新创业活动，孵化

科技型小微企业，进一步推动相关产业发展。 即有什

么样的产业就建设什么样的专业，有什么样的企业难

题就建立什么样的平台，每一个平台，对接大学生创

新创业团队，实现以平台促进创新创业，以创新创业

推动企业孵化，以孵化企业提升产业发展。 在新技术

人才可持续发展路径上，向“做中创”“创中创”进行纵

深， 以获取行业的技术话语权为人才培养的最终目

标，将人力资本转化为技术资本，将人才优势升级为

技术优势，实现以高职院校新技术应用型人才输出为

中心的区域产业结构布局的优化与调整。
（谢志远，温州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教授，浙江温

州 325000；刘燕楠，通讯作者，温州医科大学教育理

论研究所所长、教授，浙江温州 325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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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ixed ownership is a complex problem worth exploring in the reform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o achieve the mixed ownership reform mode breakthrough in public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t can use the
management policy of asset to explore secondary colleges of mixed ownership mode reform, property management
for the college of Asset Management Co, and the social capital mixed with the qualification of independent legal
person ownership company, Trusteeship of the secondary college, makes full use of industrial resources and
market advantages of social capital with the endogenous power, commonweal and profit level to achieve a
breakthrough. When the time is ripe, the secondary independent college has become a mixed ownership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mixed ownership reform mode explores a new path for public vocational colleges.

Key words: public vocational colleges; asset management; mixed owne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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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requirements to industry upgrading and technological advance, the strategy of new
technology application personnel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s not only the new demand and new direction, but
also the multi-level innovation in practice for driving reformation i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reinforcing for
serving local economy and reforming training model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new technology and new industry,
it is not only the inevitable trend for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but also the necessary choice of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nnovation at operating. I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re eager for outstanding at
structural competi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dustry transformation, technical personnel need to deeply
integrate with new technology application, promotion and innovatio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should focus on
cultivating new talents depending on new technology, in order to construct modern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based on new technology application personnel.

Key words: industry -education integration; new technology application; personnel cultivating strategy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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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Vocational Education

———Strategic thinking on development of new technology application personnel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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