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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域经济对高职教育发展的制约瓶颈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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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经济和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是高职教育产生和发展的直接动因  

    高职教育作为一种现代教育形式，它的兴起与发展从来都不是孤立的。在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教育是学

术化的，因为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生产、生活知识和技能可以通过师徒或父子关系获得传承。 随着工业生产的产生和发

展，社会才提出批量培养工业劳动力的需求，产生了工程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的分工。20世纪60—7O年代，由于产业结构

的调整、新兴工业向传统工业的挑战、生产方式的转型以及新的管理制度的引进等原因，促使生产一线迫切需要补充大批

既懂理论又具有实践技能的技术应用性人才，中专毕业的学生无法适应这一要求。而普通高校培养的学术型、工程型人才

也无法适应生产第一线实践技能的要求。为此，各国产业界强烈呼吁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培养高层次的职业人

才。这便是高职教育在世界发达国家迅速兴起、蓬勃发展的外部动力。  

    我国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移。全国各地、各条战线掀起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热潮。 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人才短缺成了突出的矛盾。因此，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在我国东南沿海及一些

经济较发达地区率先出现了一批由中心城市举办的新型地方性职业大学，这就是我国最早的高等职业学校 。随后越来越

多的高新技术进入了生产流程和工作现场， 使生产第一线技术岗位的智能成分不断提高，对技术和管理人员的文化知识

和技术水平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新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高潮中应运而生的高等职业技术教育迅速扩展。截止到2000年，全国

此类教育的各项数量指标占整个高等教育的比例超过50％以上，基本形成了每个市(地)至少设置一所高等职业院校的格

局， 成为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利益联系最直接、最密切的高等职业教育办学机构。可见，从最早的高职院校

的兴办，到如今高职教育与普通高等教育平分天下，高职教育发展的驱动力来自教育外部。具体来说，发展高职教育的原

动力来自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尤其是区域经济的快速发展引发的人才需求。因此，现代经济社会对高等技术应用性人

才的需求是高等职业教育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它为高等职业教育的存在和发展提供了可能性。    

  二、区域经济特征及其对高职教育的制约作用    

    区域之间因自然条件、经济基础、产业结构、技术结构以及区域在全国分工中条件的差异而形成各自的经济特征。区

域经济特征主要表现在区域差异和区域优势上。从全国看，我国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经济区域的差异十分明显。2002

年，三大区域发展差距之比又扩大到2.32：1：O.94。东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于中部的232％和西部的247％。这

一经济特征不仅是划分经济区域和规划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而且也是决定和规划经济区域内职业教育发展规模、层

次和类型的主要依据。具体地讲， 区域经济特征对高职教育的制约作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高职教育的规模和发展速度。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着区域公众的经济实力和居民

家庭的消费结构，也从根本上制约着家庭教育投资的增长水平。越是经济发达的地区，恩格尔系数越小，即居民家庭在食

品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越小；越是经济不发达的地区，恩格尔系数越大，即居民家庭在食品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重越

大。实证分析表明，食物消费所占比例与家庭教育消费所占比例之间呈显著负相关。统计分析结果揭示了国民对教育的投

资能力是受家庭消费结构严重制约的。同时，区域经济发展的水平还直接影响到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状况。高校毕业生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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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状况不仅直接影响到毕业生的预期收益，而且影响到家庭和个人对高等教育投资的积极性，进而影响到高等教育的发

展。这其中区域经济的发展水平将产生直接作用。因为，区域经济发展越好，对劳动力的需求就越大，大学生就业的前景

也就越好。  

   2、区域产业结构决定了高职教育的专业结构。不同地区的产业特点对劳动力的类型结构有不同的要求, 在农业占很大

比例的地区, 劳动力的类型必然以农民为主；在石油生产占很高比例的地区，劳动力的类型必然以石油工人为多。区域产

业结构变动和发展趋势及其对劳动力类型的需求结构对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有着直接的影响，劳动力需求结构反映了产业

结构对劳动力的需要，而高职院校培养人才的类型不仅反映了区域内劳动力的构成状况，也反映了区域内劳动力的供给结

构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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