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职院校专业设置预警机制研究

——以湖北省高职院校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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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等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各项工

作中，担负着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保障的重要使命。通过对湖北省高职院校专

业设置的分析与专业结构与区域产业匹配度分析，提出了构建湖北省高职院校专业

预警机制，实现高职教育与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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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 20 年来，湖北省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迅速，在办学规模和人才培养质量方面

都取得了长足进步，为湖北省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高职教育专业

设置也出现了“同质化”的问题，高职院校专业结构与区域产业结构匹配度偏离现

象越来越严重，造成部分毕业生就业困难。本文将以湖北省为例，分析高职教育专

业设置现状，探索构建高职教育专业设置预警机制。

一、湖北省高职院校专业设置分析

为了加强对高职教育专业设置的宏观管理与指导，引导高职院校及时根据经济

社会发展和市场需求设置、调整专业，使高职院校培养的人才能更好地适应湖北省

经济社会发展。2013 年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受湖北省教育厅的委托，委派刘晓欢教授

负责的项目组对湖北省高职院校专业设置进行了系统的调查，了解湖北省高职院校

专业结构及在校生数的基本情况。

( 一) 专业结构

目前，湖北省有独立设置的高职院校 56 所( 包括已合并到黄冈师范学院的鄂



东职业技术学院) ，国家教育部核定准予 2013 年招生的高职专业 362 个，专业点

1674 个，覆盖了国家教育部《高职高专教育指导性专业目录( 试行) 》中 19 大类

中的 18 个、78 个二级类中的 68 个。在 56 所独立设置的高职院校中，有 53 所

院校 2013 年填报了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的专业设置表，本文就是以此进行统计

汇总。统计结果显示，这 53 所院校 2013 年有全日制高职在校生 403591 人，其

中，2012 级 136364 人，2011 级 141477人，2010 级 125750 人。

( 二) 专业点

排在专业点数前 5 位的专业大类分别是: 电子信息、制造、财经、土建、文化

教育，分别占专业点总数的 14. 76% 、14. 10% 、13. 68% 、10. 10% 、9. 80% 。这

5个大类专业的专业点占专业点总数的 62. 44%。排在专业点总数量前 10 位的专

业分别是: 计算机应用技术、计算机网络技术、酒店管理、物流管理、电子商务、

商务英语、机电一体化、市场营销、旅游管理、应用电子技术，均设有 29 个以上



的专业点( 表 1) 。

( 三) 在校生专业分布

财经大类、制造大类、土建大类、医药卫生大类、电子信息大类和文化教育大

类的在校生数较多，分别占在校生总数的 20. 10%、15. 69%、12. 70%、10. 01% 、

9. 76% 和 7. 06% 。这六大类专业的在校生共占在校生总数的 75. 29%，具体情况

见表 2。

在校生排名前 10 位的专业分别是护理、会计、机电一体化技术、建筑工程技

术、物流管理、工程造价、会计电算化、市场营销、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计算机

应用技术。这 10 个专业的在校生数达 143645 人，占在校生总数的 35. 59%，

具体情况见表 3。



二、专业结构与区域产业匹配度分析

在正常情况下，高职教育应当以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导向，实现专业结构

与区域产业结构相匹配。近年来，湖北省高职教育进入“质量、结构、规模、效益”

协调发展阶段，各高职院校以市场为导向，主动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本

着服务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对人才需求来设置或调整专业。例如，黄冈职业技术学院

根据黄冈市近期产业发展的重点——现代制造业、现代农业和现代服务业，学校及

时开发出相应的专业，实施学校十个重点专业对接区域十大重点产业，使学校专业

设置与区域产业无缝对接。同时，各高职院校还根据社会需求和就业市场的总体趋

势，不断调整已有专业，撤销用人市场需求环境恶劣的专业。2011—2013 年，湖北

省高职院校分别增设了 79、86、84 个专业，撤销了 24、28、13 个专业。目前，

湖北省高职教育基本形成了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协调发展，高职教育为湖北经济社

会发展提供了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

从调查结果也可以看出，随着湖北省大力发展汽车、钢铁、石化、电子信息、



纺织、食品、装备制造七大产业，湖北省的高职院校设置这些产业急需的石化、食

品、节能环保、新能源、新材料、生物制药、物联网、工业设计、动漫等专业数、

专业点数和在校生数，均不能满足产业发展的需要。另一方面，面向第三产业的

财经、文化教育、医药卫生专业布点数、在校生数过多，这些专业严重供大于求，

未来的就业形势严峻，有些高职院校也已经意识到其专业设置存在的问题，虽然也

在调整本校的专业设置，但是，总体来看，专业设置调整的步伐还不够快，措施不

够得力。

三、构建湖北省高职院校专业预警机制

通过对湖北省高职教育专业设置现状分析，发现湖北省高职院校存在着办学功

能单一、人才培养目标特色不够鲜明、办学定位不够清晰，一些高职院校在设置专

业时，没有经过认真的市场调研和科学论证，造成专业人才供需不平衡。因此，当

前急需在全省层面建立健全高职院校专业设置预警机制。

( 一) 监测机制

如何建立及时、准确、科学的高职院校专业设置预警监测体系，是保障培养专

业人才结构、满足就业市场人才需求协调和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依据。在高职

院校专业设置监测方面，湖北省教育厅已做了大量的工作，2008 年湖北省教育厅出

台了《省教育厅关于做好高等学校高职高专专业设置管理工作的通知》，要求已有

一届毕业生的高职教育专业必须建立专业点设置预警，开始对省内高职院校专业设

置实施审批制度。之后，国家教育部为了加强对高职院校办学质量进行监控，先后

出台了《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采集平台》和《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

度报告》制度，各校每年也开展人才社会需求与培养质量剖析活动，通过这些平台

和措施构建起专业人才培养的预警体系。

( 二) 评估机制

预警监测体系能够反映出高职教育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质量与社会需求的偏离

问题。但是，对于区域高职教育专业设置通过预警监测体系数据定量反映出一个地

区、一所学校的问题，目前还缺乏可操作评价模型或方法，在实施过程中，高职院

校专业设置与其办学历史、师资条件、办学设备等办学资源直接相关; 近年来，中

国经济发展、产业升级和技术进步步伐加快，经济结构与增长方式出现较大变化，



而高职院校专业设置则需要相对固定一段时间; 此外，区域高职院校布局也影响到

专业设置。这些因素决定了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的深度对接还要加强预警

研究，建立科学的专业预警监测体系，组建专业设置预警专家咨询委员会，定期召

开会议，引导高职院校建立专业动态调整机制，形成与区域产业布局形态相适应的

高职专业结构。

( 三) 反应机制

政府教育主管机关应该创新高职院校专业设置制度，建立专业预警监测体系，

定期发布专业预警，发挥其引导高职院校合理设置专业、优化专业布局的职能。

建立完善的专业设置预警发布机制，需要教育行政部门、行业主管部门、人力

资源部门等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在专业设置中的引导作用。特别是教育行政主管部门

应定期收集、统计、分析、发布区域内高职教育专业信息; 行业主管部门应定期收

集、统计、分析、发布区域范围内各行业发展趋势和人才需求信息; 人力资源主管

部门应定期收集、统计、分析、发布区域范围内人才市场供需信息。

建立学校专业设置与调整机制，需要各高职院校建立本校的专业设置预警机制，

把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趋势，深入分析区域内主导产业发展对专业人才需求态势，

建立学校重点专业( 或专业群) 对接区域重点产业群，立足本校办学定位与专业特

色优势，建立动态的专业预警与调整机制，停办区域产业需求量少、社会认同度低

的专业，改造区域产业有需求、特色不够鲜明的专业，开发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转

方式、调结构、促升级”急需的专业，使高职院校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质量更符合

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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