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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人才是重点，创新是动力。福建省持续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加强新兴产业培育，

取得丰硕成果，但新动能的持续作用依托应用型人才在数量与质量上的补充。当前福建省应用型人才供需现状中出

现结构性失衡、人才分配区域不均等问题，新的人才需求呈现出需求总量提升、综合型能力需求明显、传统劳动力

转化旺盛等特征。福建省高校要围绕问题、把握特征，充分发挥自身职能，强化应用型人才培养，打造以高校为主

体的应用型人才生产基地和搭建应用型人才终生学习服务中心，使之助力于福建省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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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第四次

工业革命”方兴未艾，多重因素撼动旧局、推动变

局。新动能出现、旧动能升级，新旧动能将在一定

时间内共存，成为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的双引擎，共

同构成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推进新旧动能转换，

已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企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式。

地方高校必须持续深化教育供给侧改革，着力推进

应用型人才培养，使之能够适应新旧动能转换的需

求，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新旧动能视野下应用型人才培养研究综述

根据知网数据，自 2013 年起 “应用型人才培

养”研究进入上升期，每年发表的研究文章在 3 000

篇以上。其中有四成左右围绕本科层次应用型人才

培养展开研究，其余六成以研究中高职人才培养为

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研究。一是针对应用型人

才培养机制建设的研究与探讨。童桂等［1］从校企合

作的目标定位及现状、问题入手，提出从人才培养

方案、实训实习基地、双元型师资及长效运行机制

等方面构建 “深入融合，全程参与”的校企合作发

展模式，推进应用型人才培养创新; 祝媛媛等［2］以

湖北大学知行学院应用化学专业为例，以学生实习

实训工作的现状及问题为切入点，从政府、企业、

高校三个角度提出六个模式，推进校企合作、共育

人才、实现 “三赢”; 张洁［3］从校企合作办学现状

入手，提出政策机制、双导师制、资源共享机制、

文化环境引导机制等环节建设，为应用型人才培养

提供制度保障。二是围绕应用型专业人才培养的实

例展开研究。在 “应用型人才培养”主题下，研究

者切入到不同领域、不同行业、不同岗位的人才需

求之中，探求适应产业领域发展趋势的专业人才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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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方案及培养体系。宋占美等［4］通过对教学、研究、

产业、用户协同与集成化需求分析，提出学前教育

领域中“学研园用一体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并对

其内涵进行明确，提供可操作建议; 陈金山等［5］提

出复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设想，以交通工程技术人

才为培养目标，对递进式教学模式、高水平综合实

验平台和校外教学协同机制等改革内容进行实践与

探索; 杨玉芳［6］从机械类专业切入，探索应用型人

才培养供给侧改革与实践。除此之外，还有针对体

育类、商贸类、电子类等不同领域应用型人才培养

的专项研究。三是围绕地方高校实施应用型人才培

养具体工作环节展开研究。主要从学科专业设置、

课程设置、实训安排、师资建设以及自主选课、教

材编制、实训指导等多个角度进行研究。如吴玉

梅［7］从“一带一路”背景下人才需求的变化为切入

点，对江苏省应用型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中自我定位、

专业设置、教学方法、中外合作办学机制等方面进

行厘清，并针对性地提出相关建议; 江明芳等［8］围

绕应用型教材建设、高校选课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进行分析，探索进一步完善人才培养机制的方法与

路径; 郑水珠等［9］以福建江夏学院 “双师双能型”

教师队伍建设实践为例，探索应用型人才培养中的

瓶颈问题; 田宇等［10］针对本科高校应用型人才培养

质量影响因素展开研究，提出树立科学培养目标、

重构课程体系、拓宽资源渠道、优化资源配置等建

议; 邱容机等［11］以福建农林大学金山学院文学艺术

系产品设计专业为例，探索 “1234”实践教学体系

对应用技术型人才培养的作用。

2015年 10月 13日，李克强总理在北京主持召

开部分省 ( 区、市) 负责人经济形势座谈会中，对

当时中国经济进行初步判断: “我国经济正处在新

旧动能转换的艰难进程中”［12］。经由线上线下的应

用与传播， “新旧动能”逐步被研究者所周知。

2016年末“新旧动能转换”及相关概念频繁出现在

政府相关文件中，内涵逐渐丰富，所指日益完善。

2018年 1月，山东新旧动能转换综合试验区正式批

复。2019年 3月，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政府工作报

告中提出，坚持创新引领发展，培育壮大新动能。

所谓新动能，是指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形

成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动力。新旧动能转换意味着新

旧模式、新旧业态、新旧技术、新旧材料、新旧能

源的更替与变更，意味着新动能的形成，并推动支

柱产业及新兴产业向着质量增长型、内涵增长型、

知识密集型等升级转变。培育经济增长新动能，重

在培育 “三大发动机”，即推进制度变革改革、推

进结构优化转型、推进要素升级创新。

研究者们围绕 “新旧动能转换”积极展开研

究。于忠军等［13］以“产学研一体化”为切入点，研

究人才积聚、需求与培养问题，提出 “订单式”引

才策略; 丛琳［14］以潍坊人才培养现状为切入点，提

出高校人才培养中，能力创新、观念创新以及教学

更新的建议; 王学武等［15］围绕高校创新人才驱动
“转换”展开研究，提出传统学科创新建设、新型

专业培育推动作用、创新人才建设与 “互联网+”

融合的建议。此外，也有研究者从计算机类人才、

应用型体育人才、机械电子工程专业人才、会计人

才培养方向，围绕新旧动能转换与人才培养、专业

建设发展等进行深入探讨。但开展的研究中主要将
“应用型人才培养”界定在大学生为主体的培养上，

对于社会劳动力的应用型升级等研究不足; 研究过

程中普遍直接从宏观背景进入到教育教学实践中，

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跟踪分析、效果分析等不足; 对

人才培养中单一环节的针对性研究较多，系统化的

研究较少。

加快新旧动能转换，人才是重点，创新是动力，

应用型人才培养助力新旧动能转换已成为深度研究

的基础共识。但是新旧动能转换如何影响应用型人

才培养的逻辑仍需进一步明晰。宏观环境以及具体

的区域发展变迁，必然带来新的人才需求。新需求

的满足一部分来自企业内部的培养与提升，更主要

的补充来自劳动力市场。以福建省为例，了解区域内

劳动力市场的供需现状，结合区域新旧动能转换的具

体实际，前瞻性地分析应用型人才需求的新倾向、新

特点，并以之指导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各项工作。

二、福建省应用型人才供需现状及人才需求

分析
( 一) 福建省应用型人才供需现状
2018年 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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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要提升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着重培

养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人才是新动能的

基石之一，能够掌握新知识、新技能并拥有持续学

习能力，是转型升级中的重要因素。地方高校作为

区域人才的储备站，是劳动力的 “升级基地”，其

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质量、就业质量与区域发展休戚

相关。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产业结构调整，生产技

术服务升级迭代，要求应用型人才培养跟上时代，

甚至走在时代发展之前。2019 年国务院 《政府工作

报告》明确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就业

总量压力不减、结构性矛盾凸显，必须把就业摆在

更加突出的位置。

根据 2019年第一季度福建省劳动力市场数据显

示，本季度职业供求总量为 161. 17 万人次，求人倍

率为 1. 21，其中熟练工供求总量为 19. 08 万人次，

市场求人倍率为 1. 93，用人单位一线岗位需求超九

成; 市场营销类、计算机类、建筑施工类、房地产 /

物业类、电子商务类等应用型人才需求量居于前列，

多数岗位的应用型人才供不应求，但财会人员等少

数岗位则供大于求; 福建省应用型人才主要流向厦

门、福州、泉州、莆田等沿海地市，龙岩、三明、

宁德等地市呈现人才流出趋势且日益加重，47. 71%

求职者的工作目的地是福州，以厦门为求职目的地

占比 12. 71%。人口流向、求职意向影响人才流动，

进而影响人才供给，使应用型人才供给呈现明显的

区域差异［16］。

造成多数岗位供应不足、人才供需相对不平衡

的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一是人才供给的数量、质

量与经济结构转型升级中的人才需求之间存在明显

不对称，劳动力升级转化作用还未显露出来; 专业

设置存在部分雷同，造成部分岗位供大于求，加深

供求中的不平衡。二是人才培养基地的分布结构不

合理。省内应用型人才培养实施单位中，应用型本

科数量较少，而高职、中职学校则需要进一步加强;

现有院校主要集中在省会及沿海一线，经济发达地

市多，不发达地区、山区地市少; 从专业人才培养

角度来看，公办高校与民办高校教育教学水平存在

明显差距，国家级、省级示范校数量少，人才培养

的示范带动作用不明显。

( 二) 福建省应用型人才需求趋势分析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

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近年来福建省以加快

新旧动能转换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提质增效，实

现发展质量变革和效率变革，促进新产业成长、新

动能积聚，取得明显成效。全省高新技术企业从
2012年的 1 528 家增加到 2018 年的 3 800 多家; 全

省数字经济规模 2018 年达到 1. 42 万亿元，新旧动

能转换取得明显突破; 2019 年上半年全省平板玻璃

和原煤产量同比下降 7. 8%和 10. 1%; 截至 5月末全

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产成品库存 1 666. 07 亿元，比

上年末减少 76. 74亿元［17］。2019年福建省将“新动

能增强行动”融入到坚持高质量发展落实赶超之

中，新一代制造技术、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材

料、新能源、生物医药等全面发展，态势良好，推

动了多元产业的快速发展。

新旧动能转换意味着从传统工业到新兴产业的

转换，也意味着传统技术到现代信息技术的转换，

更意味着传统业态到新兴业态的转换。这些不同层

面上的转换，将会引致福建省对人才需求的全面提

升，应用型人才需求也将发生变化，呈现新特征。

一是应用型人才需求总量提升。福建省传统行业企

业的人才需求侧总量下降，而应用型人才需求量则

不断攀升，尤其是 “高精尖”人才、专业技能人才

的需求越来越高。企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对知识型、

技能型、创新型劳动力的要求也不断提升; 二是新

时代对综合型人才的需求量将进一步提升。企业发

展机遇和价值增长主要来源于产业结构调整、产业

组织方式转变等，这一系列变革对福建省企业的生

产者、管理者乃至一线的工作者都提出更高的要求。

跨专业人才、国际化人才、创新型人才将成为新旧

动能转换的动力源之一，这些人才不仅需要有专业

知识、专业技能，更需要有主动学习能力、持续学

习行动，以及根据需求不断提升自己的适应力; 三

是人才转型以及培养进修的需求量进一步加大。现

有的劳动力构成将因新旧动能的转换发生根本性变

化，不适应变化者或传统型劳动力将被淘汰，被淘

汰人群如果不经培训直接进入劳动力市场，将带来

不良的连锁反应，成为社会发展中的不安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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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福建省各方资源会对人才转型进行适当倾斜，

使更多的传统劳动力通过非学历教育等方式获得转

化，成为新的应用型人才。转型人才将成为新的供

给量，进入到以新动能发展需求为特征的劳动力市

场中。

当前，地方高校必需立足于 “机制活、产业

优、百姓富、生态美”的新福建，围绕生态环境高

颜值、经济发展高素质的发展目标，从新旧动能转

换带来的人才需求新变化入手，探求与之相适应的

人才培养体系。

三、新旧动能转换下福建省高校应用型人才培

养体系的建设途径
( 一) 打造以高校为主的应用型人才生产基地

在新的需求背景下，高校应成为区域内应用型

人才的主力生产基地，发挥主导作用，着力推进应

用型人才培养工作。

1. 释放办学治校活力。福建省高校应遵循以社

会需求为导向的人才培养逻辑，充分释放高校人才

培养的功能与潜力，进一步明确自身的办学定位，

找准发展方向，明确为新旧动能转换及区域经济发

展服务的目标。福建省内高校的根在地方，其茁壮

成长的基础是区域内政治经济的发展，脱离地方谈

办学，只会失去支持、失去方向，加剧应用型人才

供需“两张皮”的现象。高校要进一步改革优化校

内运行机制，结合新旧动能转换的要求，关注大中

企业和龙头企业的产业结构调整和人才实际需求;

强化人才培养导向，通过研讨、推演、筛选等，优

化专业布局和专业群建设，增加对口专业人才培养，

剔除过剩人才供给，培养出具有普适性、前瞻性的

技术技能人才; 构建适应应用型人才培养的管理机

制，建立健全衔接有序、特色凸显的应用型人才培

养供给体系，发挥优势，打造特色，为企业提供满

足需要的高素质人才。

2. 重构人才培养流程。培育适应于新旧动能转

换的复合型、创新型人才，同样要锁定应用型人才

培养的主线，将区域经济发展变革的趋势、企业人

才需求等融入到高校人才培养工作之中，重构人才

培养流程。福建省高校应坚持全方位育人和全过程

育人的人才培养理念，主动对接企业需求，将人才

的专业能力需求、创新思维需求以及管理沟通能力

等融入到专业规划、课程建设、教材研发中，进入

到课堂教育、实习实训的每一次学习任务中，逐步

构建以应用型培养为标准的人才培养体系，切入到

专业教育、通识教育、社团活动、社会实践与思想

教育等培养环节上，打通环节，聚集资源，形成体

系，形成合力，将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

人的任务落实到培养推进应用型人才的具体工作上。

3. 打造校企育人格局。福建省高校应展现应用

型的发展倾向，通过适时调研分析，预测区域经济

发展变革，深度融合政府政策支持、高校办学治学、

企业技术技能等资源，及时调整学校发展规划与战

略，全面释放校地合作共享人才、校企合作共育人

才的信号，围绕福建省新发展的重点产业、重点领

域，积极推进股份制、混合所有制、集团化等多元

办学模式。在人才培养中，加强高校与企业、学校

与市场之间的关联，积极吸纳行业精英、企业专家

参与人才培养，探索落实现代学徒制、二元制等人

才培养模式，推进应用型人才培养为导向的体系机

制的建立，构建供给方与需求方协同发力的融合育

人体系。校企双方要共同发力于专业方向调整、人

才培养方案制订等，共同培养应用型师资，共同打

造实习实训环境与平台，不断提高人才输出质量，

做到人才供给的增量增质，满足新旧动能转换中的

人力需求。

4. 壮大应用型师资队伍。经济发展的驱动器是

创新，人力资本质量、技术创新将成为经济增长的

首要要素。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要紧贴市场需求，打

造不同于传统理论型、封闭式的培养方式、课程内

容、实践体系，这对教师队伍的素质提出更高要求。

福建省高校应从人才吸纳、内部培养两个角度实现

应用型师资队伍的职业化、专业化，释放教育教学

管理一线的活力。一方面按照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

实施方案》的要求进行招募， “相关专业教师原则

上从具有 3 年以上企业工作经历并具有高职以上学

历的人员中公开招聘”，引导更多具有企业一线经

验的能工巧匠进入高校，传技带徒，培养更多的应

用型人才; 另一方面，要加强校内专任教师实践能

力的培养，提升其生产技能、研发水平、一线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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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及实践教学能力，使之能参与开发、承担理实

一体化课程。通过积极开展高层次人才 “双向挂

职”“百名教授进企业” “工匠大师进校园”等活

动，促进校内教师和企业专技导师双向流动，互动

交流，共同进步。

5. 拓展应用型实践基地。福建省高校应着力打

造区域新材料、新工艺、新技术等产业经济的孵化

基地，积极开展新材料、新技术等新动能要素的推

广工作，让在校学生能够更早接触新技术、新产业、

新业态、新模式，通过增强师生与企业互动，形成

高效、良性的学习模式; 高校师生还可以主动配合

地方农村振兴计划，开拓实习实践基地，进行实践

训练。积极参与农村脱贫攻坚和新农村建设，参与

乡村农产品、特色文创产品的开发，利用师生团体

支持农村电商、休闲旅游、民俗手工艺品制作销售

等新业态，帮助地方升级乡村产业，打造乡村振兴

示范村镇。

除此之外，福建省高校还应推进实施质量监测

体系，循环改进持续发展。通过实施内部评估、自

我完善机制，围绕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方方面面，不

断修正，将高校打造成为能够持续产出优质应用型

人才的培养基地。

( 二) 搭建应用型人才终生学习服务中心

新旧动能转换的着力点在于持续创新，数量众

多的应用型人才需求不能仅仅依靠校园内教育教学

的“产出”，还需要社会、企业的持续引导与协同，

以及对社会劳动力的全面升级。福建省高校应主动

出击，搭建应用型人才终生学习服务中心。

1. 构建不同层次应用教育的衔接体系。以服务

区域产业发展为导向，推进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教育

衔接。福建省高校应主动发挥作用，将本科、高职、

中职等区域内教育资源整合在一起，形成职业教育

集团或战略联盟，加强顶层设计，贯通各层次人才

培养方案，配合二元制、现代学徒制等育人模式，

在生源、师资、教材、实践体系等进行充分融合。

有效衔接教育体系，一方面为应用型人才提供学习

与提升的发展路径，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对不

同层次、不同规格专业人才的需求，另一方面也避

免教育资源与智力资源的浪费。

2. 打造服务企业人才升级系统。在新业态、新

技术、新能源、新材料不断激发行业革新的今天，

企业必须不断进行人才升级，才能保障自身的生存

与发展。这个 “升级”既包括团队成员在知识结

构、能力结构上的调整，也包括人员的学习与再教

育。福建省高校应加强与合作企业协作、沟通，提

供上门技术培训与技术测试等，帮助企业提高员工

技术能力和综合素养; 也可以利用校内资源，开展

专项培训与认证，开展创新项目的普及、推广及辅

导等，打造区域应用型人才培养进修基地。

3. 升级满足多元需求的终生学习系统。福建省

高校应发挥教育教学、科研服务的主导作用，构建

多元的学习、培训、实践平台，利用 “互联网 +”

技术，积极整合远程教育和大规模在线教育资源，

建立针对企业工人、农民工、下岗职工、退役军人、

新型职业农民等各类群体的教育平台，广泛开展以

行业产业技术升级和各类从业资格证考试为核心课

程的在线教育; 也可以针对个人 “考证” “考级”

或能力培养，组织相关专题培训班。通过终身学习

体系建设，串联起高校教育、企业教育、社会教育

等不同属性的学习阶段及学习内容，满足全民学习、

终生学习的需求，为主动追求进步的应用型人才提

供持续有效的学习保障。

综上所述，新旧动能转换提出新的人才需求，

福建省高校应以应用型人才培养为目标，将自身打

造成为区域应用型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以及终生学

习服务中心。福建省高校只有牢牢把握 “应用型”

的特质，并将之导入到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做到与

时代同发展，与地方政府、行业企业共进步，方能

实现多方共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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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on the Training System of Skilled Personnel
in Ｒeplacing Old Growth Drivers with New Ones

—A Case Study of Fujian Province

KANG Xishun

( Zha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Zhangzhou 363000，China)

Abstract: Talent is the key and innovation is the driving force in creating new areas of growth and replacing old
growth drivers with new ones. Fujian strengthened its efforts in replacing old growth drivers with new ones and
fostering emerging industries，and achieved fruitful results. However，the continuous role of the new drivers depends
on the quantity and quality of skilled personnel. At present，there is structural imbalance and regional inequality in
the supply and demand of skilled personnel in Fujian Province. The new demand for talents is characterized by the
improvement of total demand，obvious demand for comprehensive capabilities，and vigorous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labor forc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Fujian should focus on the problems，grasp the characteristics，
give full play to their functions，strengthen the training of skilled personnel，build a training system for skilled
personnel with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s the center and practical service center of lifelong learning，so as to help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Fujian Province.
Key words: replacing old growth drivers with new ones; skilled personnel; talent trai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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