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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形势下职业院校专业与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发展

的耦合研究
何玉佩 何苏月 何茜灵 蒋潇函

泸州职业技术学院，四川泸州，646000；

摘要：新形势下，职业院校专业设置与区域产业发展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教育质量至关重要，需加强二者耦合

协调。本文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评估成渝地区职业院校专业群与就业群的协调关系，研究发现：职业院校在某些

领域与产业需求匹配度高，但新兴产业和绿色产业专业设置滞后；机械制造、电子信息等专业耦合度高，现代农

业技术、旅游管理耦合度低；产学研合作和师资建设对提升匹配度至关重要。提出对策建议：在职业院校专业设

置上，优化调整专业设置方案，增设新兴产业相关专业；在产学研合作方面，职业院校与企业建立稳定合作机制，

强化实习实训工作，增强实践教学效果；政策保障方面，加强政府政策支持与引导，多方协同推进职业教育保障

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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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2020 年初，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第六次会

议上指出，要大力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
[1]
。由

此，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教育协

同发展成为核心内容。2021年出台的《成渝地区双城经

济圈教育协同发展行动计划》中提出了优化提升教育功

能布局、加快职业教育融合发展、推动高等教育内涵发

展等五大板块的行动计划，旨在通过高起点、高标准和

高质量的教育协同发展，加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教

育实力，推动该地区成为教育改革创新和协同发展的典

范
[2]
。随着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深入开展，地区

产业结构升级与高职教育发展加快，许多高职院校专业

设置与地区产业结构之间耦合协调度不高，使得高职院

校人才与产业人才出现了供需矛盾
[3]
。在此背景下，成

渝地区双城经济圈高职院校要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

产业结构需求为导向进行专业设置，提升高校教育资源

的供给能力，使人才培养适应产业结构发展与升级，形

成高职院校人才培养和产业人才需求的平衡。

1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发展与职业院校专

业现状分析

1.1 区域产业发展现状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作为中国西部地区的重要经

济增长极，主要覆盖重庆市和四川省成都市及周边地区，

是中国西部地区的重要经济增长极，其产业发展对区域

经济的协同和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4]
。据 2023年数

据统计，该区域内主要产业包括制造业、信息技术、金

融服务、旅游业和农业。其中，制造业是支柱产业之一，

涵盖汽车制造、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子行业。近年来，

随着产业升级和技术创新的推动，区域内制造业向智能

制造和高端制造方向发展；电子信息产业发展较快，成

都和重庆分别建立了多个国家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吸引大量信息技术企业落户；金融服务业在区域内发展

迅猛，尤其在西部金融中心成都集聚了大量金融机构和

人才；凭借丰富的自然人文景观，成渝地区的旅游业发

展态势良好，旅游收入逐年增加；农业主要集中在成都

平原和重庆农业产业带，重点发展现代农业和农业科技
[5]
。

为深入了解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发展对专业

人才的需求，本文针对成渝地区五大主要产业相关企业，

发放问卷 500 份。据表 1结果显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的各类产业对不同层次专业人才的需求总体上存在

明显差异。其中，制造业对高技能人才与中级技能人才

需求最大；金融服务行业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相对较少；

农业对初级技能人才的需求最大。

表 1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产业对专业人才的需求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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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职业院校专业设置情况

据 2023 年成渝地区职业院校相关数据统计，排名

前五的专业为机械制造、电子信息、金融管理、旅游管

理和现代农业技术专业
[6]
。五大专业在职业院校中的设

置情况如图1所示，机械制造专业比例最高，现代农业

技术专业比例较低。

成渝地区职业院校专业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

区域经济发展的需要，在某些领域仍存在比例偏低问题，

有待进一步优化调整，以满足不同产业发展的需求。

图 1 专业设置总体情况

2 职业院校专业与区域产业发展的耦合分析

2.1 耦合关系评价指标体系

2.1.1耦合关系的评价指标与权重

为科学评估职业院校专业设置与区域经济发展的

耦合关系，本文构建评价指标体系，涵盖就业率、供需

匹配度等多个方面，赋予每个指标权重。如表8所示。

表 8 耦合关系的评价指标与权重

2.1.2指标体系的构建与说明

各指标具体说明如下：专业就业率指毕业生在毕业

后一定时间内实现就业的比例，是衡量专业设置与市场

需求匹配度的重要指标；专业人才供需匹配度指职业院

校培养的人才数量和质量与区域产业对专业人才需求

的吻合程度；毕业生创业率指毕业生中自主创业的比例，

反映职业院校培养学生创新能力和创业精神的效果；专

业设置与产业结构匹配度指标衡量职业院校的专业设

置是否与区域内主导产业和新兴产业的发展方向相一

致；企业满意度指用人单位对职业院校毕业生的综合评

价，包括专业能力、工作态度和适应性等方面；学生实

践能力指毕业生在实际操作技能和问题解决能力
[7]
。

2.2 耦合关系实证分析

2.2.1研究设计与模型构建

（1）研究设计

为科学有效分析职业院校专业与区域经济发展的

耦合关系，本文综合采用多种研究方法。第一，抽样发

放问卷，旨在调查职业院校专业设置情况、毕业生就业

数据、企业满意度等信息，问卷覆盖成渝地区双城经济

圈 20所职业院校和 50家企业。第二，深入访谈职业院

校管理者、教师及企业负责人，了解专业设置与毕业生

素质的看法。第三，收集学术文献、政府报告及统计数

据，掌握成渝地区产业结构、经济趋势及职教现状。

研究发放 500 份问卷，剔除无效问卷 30 份后，回

收有效问卷470 份。数据经分类整理，形成结构化数据

集，并分别建立专业设置、毕业生就业、企业满意度三

个数据表。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确保可比性，并按

统一标准转换不同学校及企业的反馈数据。

（2）模型构建

耦合模式理论（Coupled Mode Theory, CMT）是一

种用于分析振动系统（如机械、光学、电气等）耦合的

数学方法，核心思想是分析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及其结果

[8]。本文利用耦合协调模型，科学合理地分析职业院

校专业设置与区域经济产业发展间的耦合程度，通过评

估两大系统间的相互作用与协调度来衡量其耦合关系。

①构建单个系统的综合评价指体系

分别设 1U 、 2U 为职业院校专业系统、区域经济产

业系统的综合评价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 iX 和 iY 分别代表职业院校专业系统、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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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产业系统各评价指标， iw 和 jw 为相应的权重，n
和m 为指标数量。

②构建耦合度函数（Coupling Degree）

耦合度用于衡量两个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强度，计

算公式如下：

其中，C为二者耦合度，取值范围为 [0, 1]，耦合

度越高，表示两个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越强。

③构建耦合协调度函数（Coordination Degree）

接着计算职业院校专业系统、区域经济产业系统二

者之间的综合匹配得分，即匹配协调指数 T，为不降低

T值范围，采用算数加权方法计算，计算公式如下：

其中， 为职业院校专业系统影响因子，  为区

域经济产业系统影响因子，本文认为二者同等重要，因

此两个参数均取值为 0.5。

为进一步评估两个系统之间的协调程度 D，引入协

调度计算公式，综合考虑了综合评价指数和耦合度，计

算公式如下：

④耦合协调度综合评价

本文综合耦合度与协调度，对职业院校专业设置与

区域经济产业发展的耦合关系进行评价，评价标准如下：

0≤D<0.2：严重失调

0.2≤D<0.4：中度失调

0.4≤D<0.6：轻度失调

0.6≤D<0.8：基本协调

0.8≤D≤1：高度协调

该模型能系统评估职业院校专业设置与区域经济

发展的耦合关系，识别关键影响因素，为优化职教结构、

促进区域经济发展提供科学指导。

2.3 耦合关系实证分析

2.3.1职业院校专业设置情况

研究发现，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20 所职业院校的

专业设置差异显著，具体分布参见表 9。

表 9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职业院校专业设置情况

表 9显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职业院校中，机械

制造和电子信息专业设置比例高，反映该地区制造业人

才需求大；金融管理和旅游管理设置较均衡，约占20%，

表明重视相关人才培养；现代农业技术设置比例低，仅

占 10%左右，需加强农业科技人才培养。此外，各院校

还设有多元化专业如物流管理、健康护理等，但比例较

小，体现职业院校专业设置的多元化趋势。

2.3.2毕业生就业情况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20 所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情

况展现了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的耦合关系，数据分析有

助于理解专业设置对就业的影响。

表 10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情况

表 10 显示：①成渝地区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率普

遍高，多超 80%，个别达 90%，集中在制造业、电子信

息、金融旅游等领域，反映产业结构需求，专业设置合

理。②毕业生平均薪资 4800-5300 元/月，显示专业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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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助就业增收。高就业率高薪学校耦合度好，供需匹配。

③部分院校虽就业率高但薪资略低，需提升教学质量，

增强竞争力。

2.3.3耦合协调度结论分析

通过对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20 所职业院校的专业

设置、毕业生就业数据和企业满意度等进行分析，利用

耦合协调度模型量化评估了职业院校专业设置与区域

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具体结果参见表11。

表 11 耦合协调度计算结果

表 11显示：第一，多数职业院校耦合协调度在 4.4

至 4.7 间，与区域经济发展耦合紧密，满足人才需求。

第二，序号 2、8、18 耦合协调度最高（4.67），专业

就业、供需匹配、企业满意度佳，高度符合区域需求。

第三，部分院校耦合协调度低，需优化专业设置，加强

实践能力和就业匹配度。

表 12 实证分析结果：第一，机械制造与制造业耦

合度0.85，电子信息与信息技术产业0.80，匹配度高，

专业设置合理。第二，金融管理与金融服务业 0.75，旅

游管理与旅游业 0.60，匹配度较好，可优化。第三，现

代农业技术与农业0.55，匹配度低，亟需改进。

表 12 耦合关系的实证分析结果

3 耦合优化策略与对策建议

3.1 优化职业院校专业设置

一方面，优化专业设置：定期评估专业情况，分析

就业率、薪资等指标，识别市场新热点；重点发展支柱

产业相关专业，优化资源配置；整合就业率低的专业，

发展需求旺盛的专业。另一方面，增设新兴产业专业：

包括智能制造、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新能源开发等，引

入前沿课程，开展实践项目，提升创新能力，支持区域

经济可持续发展和绿色转型。

3.2 加强产学研融合发展

一方面，创新院企合作，建立稳定关系，明确权责，

引入企业专家参与教学，鼓励教师企业实践，提升教育

质量。另一方面，强化实习实训，制定管理制度，引入

真实项目和案例教学，建立评价与反馈机制，提升学生

实践能力与企业满意度。

3.3 政策支持与保障措施

一方面，政府应加强政策引导，出台支持职业院校

与企业合作的政策，明确合作要求和专项资金投入，完

善法律法规保护双方权益，提升职业教育质量和针对性。

另一方面，设立专业协调机构，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定

期评估政策效果，收集反馈意见，优化政策措施，确保

职业教育与区域经济发展的耦合性持续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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