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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时期福建独立学院定位培养应用型人才，服务福建经济建设及产业优化升级。通过构建福建独立

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评价体系，选取应用型人才培养评价指标，并遵循重要性、差异性、可测性等原则，结合德尔

菲法与灰色关联分析法评价福建独立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情况。结果发现，福建独立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整体不

佳，建议从制定“双师”标准，打通校企人才流通渠道; 立足市场需求，深化校企合作; 增强专业职业能力，以赛

促学，凭证就业这三方面进行加强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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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 月，教育部办公厅印发 《关于加快推

进独立学院转设工作的实施方案》，要求根据 《高

等教育法》与《民办教育促进法 ( 第三次修订版) 》
的规定，结合各地办学实际，加快推进独立学院转

设工作。自上世纪末我国第一所独立学院 “浙江大

学城市学院”正式成立，独立学院从初创时期的办

学混乱与迷茫，到根据 《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

变的指导意见》明确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目标的办

学定位，再到如今的转设大潮，为我国应用型本科

高校的发展建设与应用型人才输送起到重要作用。
这次转设大潮结束后，全国将新增二百多所本科高

校，高等教育即将迎来一次巨变与结构调整。福建

独立学院应牢牢把握这个充满机遇和挑战的新时期，

不仅是“公办”或是 “民办”办学性质的改变，还

有制度设计与课程体系设计的调整，更重要的是人

才培养模式制定等一系列发展战略性问题。因此，

客观评价福建独立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有针

对性地调整师资队伍、课程设计和制度规范，促进

转设后的独立学院良性发展、培养出更多高质量的

应用型人才具有重要意义。

一、文献回顾

( 一) 应用型人才的内涵界定

应用型人才起源于欧洲中世纪大学，是指能够

有效整合知识与实践，并将知识应用于实践的人才。
我国在 1987 年由冯铿林首次提出在专科阶段培育技

术性人才，此后一直到 2005 年萧成勇率先对应用型

人才的内涵进行了界定。他认为应用型人才是知识

和技能都有较高水平的高素质劳动者，即技师［1］。
此后有许多学者对应用型人才进行研究，研究的核

心内涵大多与欧洲中世纪大学时期的应用型人才内

涵一致，即应用型人才是能力与应用并重的一群人

( 朱 秋 月，2019; 申 怡 和 夏 建 国，2019; 蔡 志 奇，

2021) ，这一群体应具有良好的专业理论知识，同时

又具备较强的实际应用能力，此外还能够高效率地

为社会创造直接利益［2 － 4］。
( 二) 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体系

有研究认为，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方向需结合

区域经济的发展实际，按市场需求培养职业型人才，

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在提高课堂教学与实践教学有

效性的基础上 ( 张梁雨，2017 ) ，需加强与企业深

度合作，结合项目教学 ( 史金飞等，2020 ) ，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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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考评机制，构建 “理论 － 实际”一体化培养模

式 ( 周 震，2019; Renshan Liu，2020 ) ［5 － 8］。近 年

来，我国社会经济正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飞速发

展，具备创新创业能力的人才需求变得十分迫切，

因此不少学者尝试将 “双创”教育融合到实践教学

体系中 ( 胡燕静，2017; 王桂云和王明明，2019 ) ，

进而培养和输送更适应当前社会经济发展的应用型

人才［9 － 10］。
西方发达国家的高等教育自中世纪文艺复兴以

来也形成了适应各国国情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

如英国现代高等学徒制的层次化体系 ( 肖化移和刘

元，2018) 以及德国大学的 “双元制”模式 ( 蔡跃

等，2019) ，在包括课程设置、师资培养和教学评价

等方面与企业深度融合，贯彻整个应用型人才培养

过程［11 － 12］。
( 三) 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评价

周步昆［13］等认为，我国应用型高校受限于传统

理念、自身条件和资源分配等因素，虽然数量众多

( 据不完全统计有 800 多所) ，但其发展却逐渐同质

化，在治校办学上仍然继承着综合性高校 “申硕升

大”的发展路径。这一趋势也体现在人才培养上，

包括通识教育、实践教育以及师资建设。因此，跳

出综合性高校的发展框架，探索属于应用型高校的

人才培养评价模型已成为学者们的共识。在分析方

法方面，层次分析法和模糊综合评价法的运用都较

为广泛。在评价指标选取方面，有的学者偏重教学

环节，如师资力量和实践课程设计 ( 马小南和韩

萍，2016; 廖 敏 霞， 2016; 来 阳 和 姜 珊 珊，

2019) ［14 － 16］; 有的学者则偏重校企合作和建设绩效，

如企业 评 价、服 务 产 业 业 绩 和 成 果 转 化 ( 倪 羽，

2018; 周步昆等，2021) ［13］［17］。
( 四) 研究评述

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研究已经取得了丰富成果，

为后续的研究奠定了坚实基础。当前社会经济的发

展对应用型人才要求除了具有丰富的理论知识和夯

实的实践能力之外，还要求有足够适应市场的职业

性。现有福建独立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研究更多

侧重于某所高校或某个专业，将五所独立学院作为

整体的分析研究还比较少见。本文运用德尔菲法和

灰色关联分析，以福建五所独立学院应用型人才培

养数据作为评价指标，构建独立学院应用型人才培

养评价指标体系，分析影响福建独立学院应用型人

才培养的因素排序，提出对策建议，以期为新时期

独立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提供参考。
二、福建独立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评价的灰色

关联分析

( 一) 评价指标体系及其权重构建

根据应用型人才的内涵界定，应用型人才的核

心在于其“实践性”，因此本文围绕 “实践性”从

师资、课程、设施与经费投入、培养效果四个维度，

按照层次结构设计评价指标体系，如图 1 所示。

应用型师 B1

应用型课程 B2

应用型设施与经费投入 B3

应用型人才培养效果 B4

“双师双能型”教师占比 C1

实践类课程学分占比 C2

实习实践基地数量 C3

生均实验、 实习经费 C4

本科生创新技能竞赛获奖数 C5

本科生学科竞赛获奖数 C6

福建独立学院应用型

人才培养现状评价 A

图 1 福建独立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评价指标体系

Fig.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applied talents training in Fujian independent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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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型师资是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动力，师资力

量越强，人才培养的质量越有保证，故选择 “双师

双能型”教师占比作为衡量福建独立学院应用型人

才培养的评价指标。应用型课程即实验、实习课程，

是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根本，应用型课程占比越大，

学生得到的实验、实习机会越多，能够获得更多的

技能，因此将实践类课程学分占比纳入评价指标体

系。为了更科学合理地分析独立学院应用型人才培

养质量，结合以往研究，本文还考虑了应用型设施

与经费投入指标。该指标是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的

重要支撑，高校应用型设施与经费投入多寡与应用

型人才培养质量密切相关，具体表现为实习实践基

地数量以及生均实验、实习经费。应用型人才培养

效果则是检验高校应用型师资、课程、设施与经费

投入能够取得的具体效果，具体表现为学生的竞赛

结果以及考取的各类职业证书。考虑到数据的可测

性原则，本文选取学生竞赛获奖数作为衡量应用型

人才培养效果评价指标。
( 二) 指标权重确定

本文采用德尔菲法计算指标权重。由于我国高

等教育发展水平存在地域差异性，因此聘请 10 位福

建省内教育领域的专家以及福建独立学院在职教师

对应用型人才培养各项指标进行多轮调查，经过反

复征询、归纳，最后取逐步趋于一致的集体判断结

果作为指标体系中各指标的权重，结果见表 1。
表 1 福建独立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评价指标权重

Tab. 1 Weight of evaluation index of applied

talents training in Fujian independent colleges

目标层 A
准则层 B 指标层 C

一级指标
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指标
权重

福 建 独 立
学 院 应 用
型 人 才 培
养评价 A

应用型师资 B1 0. 26 “双 师 双 能 型”
教师占比 C1

0. 26

应用型课程 B2 0. 22 实践类课程学分
占比 C2

0. 22

应用型设施与经
费投入 B3

0. 44

实习实践基地数
量 C3

0. 18

生均实验、实习
经费 C4

0. 26

应用型人才培养
效果 B4

0. 08

本科生创新技能
竞赛获奖数 C5

0. 04

本科生学科竞赛
获奖数 C6

0. 04

在准则层 B 中，应 用 型 师 资 B1 的 权 重 值 为

0. 26，应用型课程 B2 的权重值为 0. 22，应用型设施

与经费投入 B3 的权重值为 0. 44，应用型人才培养

效果 B4 的权重值为 0. 08; 在指标层 C 中，影响福

建独立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分值最高的三项指标依

次为“双师双能型”教师占比 C1，生均实验、实习

经费 C4 和实践类课程学分占比 C2，这三项指标权

重总占比为 74% ，用以反映应用型师资、课程以及

经费投入对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所起的主导作用。
( 三) 灰色关联分析

灰色关联分析法是著名学者邓聚龙教授所创的

灰色系统理论的一个分支，旨在不完全的信息中，

通过对各个因素进行一定的数据处理，从而将它们

之间的关联度进行量化的一种分析方法。因素的关

联系数越大，对系统影响越大，关联系数越小，对

系统影响越小。此外，由于灰色关联分析法对样本

的要求和限制较少，不需要样本服从某个典型概率

分布，计算量不大，计算结果能与定性分析结果一

致，能够克服其他统计方法容易出现的缺陷。
灰色关联分析的基本计算步骤如下:

第一步，确定比较数列。假设由 m 个对象、n
个指标构成的评价问题，xij表示第 i 个对象第 j 个指

标的指标值，其中 i = 1，2，…，m; j = 1，2，…，n，

则 比 较 数 列 为 Xij， 原 始 评 价 矩 阵 为 Xij =

。本文被评价对象比较序列为福

建 5 所独立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最新指标数据构

成的数列。
第二步，确定参考数列。把 m 个评价对象中的

每一个评价指标的最优值作为各参考向量对应数值，

则 参 考 向 量 为 X0 = ( X01，X02，…，X0j，…，

X0n ) ，( 1≤j≤n) 。本文将艾瑞深校友会 2020 中国

应用型大学排名 20 强中上榜的福建地区非独立学院

本科高校 ( 公办大学: 福建中医药大学; 民办大

学: 福建外语外贸学院) 与 5 所独立学院的应用型

人才培养指标数据做比较，选取 7 所高校中各项指

标数据的最大值以构造参考数列 X0。
第三步，数据无量纲化处理，旨在消除指标量

纲不同造成的影响，并逐个计算每个被评价对象指

标序列 ( 比较序列) 与参考数列对应元素的绝对差

值，确定参考数列绝对差值中的最大值和最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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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计算关联系数 ρi。关联系数是比较数

列与参考数列在各个时刻的关联程度值，是二者关

联程度的数量表示。
第五步，计算关联度。关联度实质是曲线间几

个形状的差别程度，本文使用 Excel 中的描述统计，

来计算数据的关联度。
第六步，关联度排序。将各个被评价对象的关

联度由小到大排列起来便可以确定被评价对象的关

联度排序，再依据关联度排序得出综合评价结果。
( 四) 数据选取与计算

按照福建独立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评价指标构

造方法，经过汇总整理后得到原始指标数据 ( 见表

2) ，再对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 见表 3) 。依

据无 量 纲 化 处 理 后 的 数 据，依 据 绝 对 差 值 公 式

Δki = |Xk ( i) － X0 ( i) | ，计算极大值 M = 3. 794 1，极

小值 m =0. 200 2。各比较数列与参考数列间的相关

系数 ρi，按如下公式进行计算:

ρi( k) =
min
i
min
k Δ i ( k) + ρ maxi

max
k Δ i ( k)

Δ i ( k) + ρ maxi
max
k Δ i ( k)

，其中

ρ∈［0，1］，一般取 ρ = 0. 5。
表 2 原始指标数据

Tab. 2 Original index data

Xi1 Xi2 Xi3 Xi4 Xi5 Xi6

参考样本 X0

JG ( X1 )

ZC ( X2 )

XH ( X3 )

CY ( X4 )

JS ( X5 )

502

308

374

308

148

279

2 076. 02

183. 74

180. 51

49. 68

191. 74

522. 75

0. 73

0. 30

0. 29

0. 09

0. 17

0. 11

0. 44

0. 25

0. 36

0. 32

0. 23

0. 27

91

112

22

20

0

49

346

100

382

85

132

34

数据来源: 福建省普通本科高校办学条件监测报告、福

建省普通高校办学质量监测报告、福建省普通本科高校教学

评估报告

表 3 原始数据无量纲化处理结果

Tab. 3 Dimensionless processing results of original data

Xi1 Xi2 Xi3 Xi4 Xi5 Xi6

参考样本 X0

JG ( X1 )

ZC ( X2 )

XH ( X3 )

CY ( X4 )

JS ( X5 )

1. 569 6

0. 963 0

1. 169 4

0. 963 0

0. 462 7

0. 872 3

3. 887 1

0. 344 0

0. 338 0

0. 093 0

0. 359 0

0. 978 8

2. 591 7

1. 065 1

1. 029 6

0. 319 5

0. 603 6

0. 390 5

1. 411 8

0. 802 1

1. 155 1

1. 026 7

0. 738 0

0. 866 3

1. 857 1

2. 285 7

0. 449 0

0. 408 2

0

1. 000 0

1. 924 0

0. 556 1

2. 124 2

0. 472 7

0. 734 0

0. 189 1

通过计算得出各评价指标与参考数列的灰色关

联系数如表 4 所示。再运用 Excel 中的 “数据分析”
－ “描述统计”，置信度 = 95%，计算各评价对象

的灰色关联度。由于不同评价指标的权重不尽相同，

因此计算各评价对象的关联度时要考虑到各指标的

权重值，其计算公式如下: Pk =
1
n ∑

n
i = 1ωi·ρi ( k) ，

得出各评价对象的加权灰色关联度及其排序，如表

5 所示，P2 ＞ P1 = P3 ＞ P5 ＞ P4，其中 X1 与 X3 的加权

关联度相同，但由于 X1 的平均值为 0. 948 8，大于

X3 的平均值 0. 921 3，因此取 P1 排名为 2、P2 排名

为 3。
表 4 灰色关联系数

Tab. 4 Grey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Xi1 Xi2 Xi3 Xi4 Xi5 Xi6

JG ( X1 )

ZC ( X2 )

XH ( X3 )

CY ( X4 )

JS ( X5 )

0. 837 7

0. 912 9

0. 837 7

0. 698 2

0. 808 4

0. 385 5

0. 385 1

0. 368 5

0. 386 6

0. 436 4

0. 612 6

0. 606 3

0. 503 0

0. 539 8

0. 511 7

0. 836 7

0. 973 8

0. 919 0

0. 815 8

0. 858 6

0. 901 8

0. 634 5

0. 626 8

0. 558 6

0. 7615

0. 642 3

1. 000 0

0. 626 3

0. 679 4

0. 577 4

表 5 加权灰色关联度排序

Tab. 5 Ranking of weighted grey correlation degree

评价对象 ZC ( X2 ) JG ( X1 ) XH ( X3 ) JS ( X5 ) CY ( X4 )

关联度 PK 0. 237 4 0. 217 8 0. 217 8 0. 210 2 0. 181 5

排名 1 2 3 4 5

( 五) 数据结论分析

上述结论表明，福建独立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

整体水平不高，由高到低可以分成三个发展方阵:

ZC 学院位于第一方阵，其应用型人才培养目前是福

建独立学院中最好的; JG 学院、XH 学院、JS 学院

位于第二方阵，整体水平仅次于第一方阵，且差距

不大; CY 学院位于第三方阵，与第二方阵存在差距

较大。而福建独立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水平的影响

因素主要有:

第一， “双师双能型”教师较少。 “双师双能

型”教师队伍是高质量实践教学的必备条件之一。
目前福建独立学院的 “双师双能型”教师占比平均

为 28%，“学术派”依然是主流，“实践派”仅占一

小部分，无法满足实践教学的需求。一方面是因为

国家并未规定应用型高校的教师必须为 “双师双能

型”，导致实践型师资队伍质量参差不齐; 另一方

982021 年第 5 期 周 莹: 新时期福建独立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评价研究



面是因为“双师双能型”教师评定标准还未建立，

各校标准各异，阻碍了省内应用型高校间的人才流

通，也阻碍了一部分企业的工程师进入高校。
第二，经费投入不足导致实践教学环节质量无

法保证。从以上数据来看，福建独立学院生均实验、
实习经费还不到省内一流公办应用型大学 ( 福建中

医药大学) 的 10%，巨大的经费投入差距直接表现

在学生没有足够的实践活动，使得独立学院实践教

学质量整体不高。
第三，学生创新技能与实践技能较弱。近年来，

福建独立学院学生参与各类技能竞赛的获奖数虽有

在缓慢增加，但整体数量较少，相较省内其他优秀

的应用型高校来说，无论是数量还是质量都有较大

差距。
三、提升福建独立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的

对策建议

( 一) 制定 “双师”标准，打通校企人才流通

渠道

目前我国应用型高校都存在 “双师”资格标准

不明确的问题。福建独立学院可以联合省内其他应

用型高校制定 “双师”资格标准，如拥有 “双职

称”即同时具备中级以上教师系列职称和工程技术

系列职称即可认定为具备 “双师”资格。此外，福

建独立学院应根据 “双师”的特点，单独制定聘

用、晋 升、考 核、奖 励 等 办 法，建 立 多 元 化 “双

师”培养机制、教师职称证书与技术职业证书互认

机制，鼓励教学型教师向 “双师”转型。这一系列

举措有利于扩大独立学院的 “双师”队伍，有利于

建设“校 － 企”间人才双向流通渠道，健全独立学

院人力资源科学管理体系。
( 二) 立足市场需求，深化校企合作

立足福建区域经济发展需求，以校企双方的需

求为导向深化校企合作，是解决福建独立学院经费

投入不足所导致的实践教学环节质量不佳的有效

手段。
英国现代高等学徒制和德国应用技术大学校企

深度合作的成功经验值得参考借鉴。结合福建独立

学院的实际情况，校企深度合作可以表现为在实践

教学中树立企业的主体地位，具体表现在以下三点:

( 1) 企业不仅是学生的实践场所，还应负责学生在

企业实践课程的考核工作; ( 2 ) 企业提供现实项

目，在教学中采用 “项目教学法”，提升学生分析

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 ( 3) 毕业设计的题目应有

一定比例来源于企业，由校企双方共同对学生的毕

业成果进行审核评定。
英国现代高等学徒制是以项目的形式存在的，

类似于我国高等教育中的委托培养，即 A 公司和 B
校的学徒制项目培养出的学生未来的就业方向是 A
公司。作为以服务当地经济发展为办学宗旨的福建

独立学院可以结合自身条件，与当地企业试点委托

培养，建立人才培养项目，建立全方位人才培养、
输送一站式服务。此举一方面充实了企业的人力资

源，另一方面也为福建独立学院毕业生就业多提供

一种选择。
( 三) 增 强 专 业 职 业 能 力，以 赛 促 学，凭 证

就业

增强福建独立学院学生的专业职业能力应该实

行“两手抓”，一手是各类大学生竞赛，一手是职

业证书。在鼓励师生积极参与各类大学生竞赛方面，

除了加大宣传力度，福建独立学院还应制定有效的

激励机制，如采取减免工作量或奖励津贴的方式对

指导学生参与技能竞赛的教师给予激励，动员教师

积极参与到学生竞赛中，根据学生参与各类竞赛的

表现和成绩，建立分级学分抵扣政策，充分调动学

生参赛的积极性。
英国有着相对完善健全的职业证书体系，许多

学徒制项目培养方案都是根据这个体系来制定的，

学生必须获得其专业的职业证书才可以毕业。我国

也有自己的职业证书体系，其中不乏高含金量的职

业证书，例如监理工程师、建造师、注册安全工程

师、高级社会工作师、注册会计师等。但我国的职

业证书体系与高等教育基本是割裂开的两个独立运

作系统，二者之间的关联很少。如果福建独立学院

将职业证书体系融入专业教育和实践教育中，建立

职业证书抵扣学分的机制，鼓励学生积极考取职业

证书，这不但有利于提高学生的专业职业能力，还

有利于毕业生获得更广泛的社会认可度。
四、结语

转设期间，福建独立学院在建设应用型本科高

校的发展道路上，应更加重视培养应用型人才的制

度设计，联合政 － 校 － 企多方合作，多渠道综合提

升办学实力与竞争力，以期在即将到来的新时期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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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内涵质量建设，全面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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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the Evaluation of Applied Talents Training
in Fujian Independent Colleges in the New Period

ZHOU Ying
( Academic Affairs Office，Fuzhou University Zhicheng College，Fuzhou 350002，China)

Abstract: Fujian independent colleges in the new era aim to cultivate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s to serve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ing of Fujian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structure. Combined with Delphi method and grey
correlation analysis method，this paper evaluates the cultivation of applied talents in Fujian independent colleges by
constructing an evaluation system of applied talents cultivation in Fujian independent colleges based on the OBE
concept，selecting the evaluation index of application-oriented talent training，and following the principles of
importance，variability and measurability.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verall training of applied talents in Fujian
independent colleges is not promising. It is suggested to establish the“double-ability”teachers'( teachers with two
professional titles) standard to open up the talent circulation channels between colleges and enterprises，deepen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colleges and enterprises based on market demand，strengthen professional ability and obtain
employment through competitions and professional certificates.
Key words: applied talents; independent colleges; Delphi method; Grey Relational Analysis; evalu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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