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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下技师学院竞争力评价与实证

李　 科

(广州市轻工技师学院ꎬ广东广州　 ５１０２２０)

　 　 [摘　 要]本研究基于高质量发展战略导向ꎬ聚焦技师学院竞争力评价体系构建问题ꎬ采用

改良德尔菲法与层次分析法(ＡＨＰ)相结合的研究路径ꎬ构建了包含 ５ 个准则层、１３ 个子准则层

及 ３２ 个指标层的多维度评价模型ꎮ 准则层涵盖人才培育质量、师资结构优化、专业集群建设、教
学模式革新、社会服务效能等核心维度ꎬ通过两轮专家论证确保指标信效度ꎮ 实证研究选取广

东省 １０ 所技师学院进行竞争力指数测算ꎬ验证指标体系的应用价值和科学性ꎬ并从五个关键维

度提出提升学院竞争力的建议ꎬ为技师学院发展提供参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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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ꎬ人的全面

发展、社会的全面进步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潮流ꎮ 构

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加快技能人才培养是实现高

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ꎮ 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

和技能人才工作ꎬ强调要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

心和创新高地ꎬ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
工巧匠和大国工匠ꎮ 技师学院是培育现代高素质

职业技能人才与推动技工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融

合的主阵地之一ꎮ 根据«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

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ꎬ技师学院深入工学一体化

的融合ꎬ探索创新校企合作模式ꎬ以适应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需要ꎬ持续优化高技能人才队伍总量、结
构、素质ꎬ实现社会的高质量发展ꎮ 因此ꎬ对技师学

院竞争力的评价ꎬ尤为重要ꎮ 郭广军等对高职院校

产教融合质量评价指标体系的价值导向、构建方法

和指标内涵开展实证研究ꎬ促进职业院校的高质量

发展ꎮ 黄明俊与张美茹就高质量发展视域下对中

国职业教育评价体系构建展开研究ꎮ 郑复铭构建

了中职学校“一主线四主体八维度四清单”办学质

量评价体系对中职教育进行研究ꎮ 技师学院不仅

开展新生劳动力技能人才培训ꎬ而且承担在职员工

的高技能继续教育培训任务ꎮ 本研究创新性地将

德尔菲法与层次分析法相结合ꎬ构建了全面且具有

可操作性的技师学院竞争力评价体系ꎬ并通过实证

分析验证其有效性ꎬ为技师学院的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新的视角和方法ꎮ
一、技师学院竞争力评价指标构建

只有构建科学、规范的技师学院竞争力评价体

系ꎬ才能更好地引导技师学院的建设方向ꎮ 客观评

价竞争力水平ꎬ正确诊断发展中存在的问题ꎬ实现

以评促建ꎬ保证技师学院高质量发展ꎮ
(一)构建原则

竞争力评价指标构建要遵循可比性、可靠性、
全面性的原则ꎮ 可比性ꎬ在对技师学院竞争力目标

定性分析的基础上ꎬ将表征评价项目的数量指标、
质量指标、效益指标等转化为具有可比性的定量评

价结果ꎬ充分发挥定量评价中的赋能作用ꎬ确保评

价结果客观可信ꎮ 可靠性ꎬ选取具有稳态、可靠数

据进行测量与跟踪ꎬ构建技师学院竞争力核心绩效

指标的“数据指标池”ꎮ 全面性ꎬ聚焦评价环节的核

心要素ꎬ遴选涵盖整体特质的核心要素并合理确定

各评价指标的权重ꎬ以实际成效数据为依据ꎬ设计

一个均衡且有层次的评价体系ꎬ全面反映技师学院

竞争力的综合实力和发展潜力ꎮ
(二)评价指标筛选与权重确定

根据技师学院竞争力评价指标构建原则ꎬ本研

究借鉴广东省高水平技师学院建设经验ꎬ结合广东

省高水平技师学院建设成果ꎮ 参考沈绮云等专家

０７



２０２５ 年第 ６ 期(总第 １８ 期)第 ２ 卷 教育科学文献 ＩＳＳＮ: ２９５８－２８９Ｘ

利用德尔菲法和层次分析法做评价指标体系的研

究ꎬ本文利用德尔菲法与层次分析法将高水平技师

学院竞争力评价问题分解为不同的评价组成因素ꎬ
确定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专业建设、教学改

革、社会服务产出 ５ 个一级指标ꎮ 依据竞争力建设

的目标链和标准链ꎬ搭建人才层面、教师层面、专业

层面、教育改革层面、社会服务产出层面二级评价

指标 １３ 个ꎬ三级指标 ３２ 个ꎮ 根据李永生等人的研

究ꎬ新时代职业教育评价应包含教育行政部门、职
业院校教师与学生、社会相关人士等多元参与评

价ꎮ 本研究以职业教育在校学生 １０ 名、职业教师

１０ 名、企业高管 １０ 名、职业教育专家 １５ 名组成评

价小组通过专题会议的形式推敲各指标项与权重

值(见表 １)ꎮ

表 １　 技师学院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及权重值

二级指标

及权重值
三级指标 权重值

人才培养

０.３２７

培养数量

０.１９２

培养质量

０.３３２

技能大

赛获奖

情况

０.１８１

满意度

０.２９５

学制教育学生数(人) ０.６８５

职业技能培训数(人) ０.３１５

毕业率(％) ０.３５５

初次就业率(％) ０.３０８

初次就业平均薪酬(元) ０.３３７

世界级(项) ０.５０５

国家级(项) ０.３８２

省级(项) ０.１１３

毕业生满意率(％) ０.３７３

学生家长满意率(％) ０.３０５

用人单位满意率(％) ０.３２２

师资队

伍建设

０.１５２２

教室队

伍水平

０.６７５

教学名师

０.３２５

师生比(％) ０.２９６

高级职称占比(％) ０.１８３

研究生以上

学历占比(％)
０.２８９

兼职教师占比(％) ０.２３２

全国技术能手(名) ０.６４７

省级技术能手(名) ０.３５３

专业建设

０.１０５５

专业数量(个) ０.３５６

对接战略性产业占比(％) ０.６４４

　 　 续表 １

一级指标

及权重值

二级指标

及权重值
三级指标 权重值

教学改革

０.３０３

工学一体化

０.４１８

课程建设

０.２９９

教学实训

环境建设

０.２８３

工学一体化

专业建设数量(个)
０.４７２

合作企业数量(个) ０.３２２

校企共建实习基地(个) ０.２０６

思想政治课开设(门) ０.５

一体化课程数(门) ０.５

建筑面积(平方米) ０.２８５

实训工位数(个) ０.３０８

生均实训价值(元 /人) ０.４０７

社会服

务产出

０.１１２３

社会效益

服务产出

０.５９３

知识成果

产出

０.４０７

职业工种

等级认定数(个)
０.２４７

技能扶贫或

对口帮扶数量(个)
０.３４４

国际及港澳台

合作交流项目(个)
０.４０９

正式出版

教材与图书(本)
０.４２９

专利、教科研成果(项) ０.５７１

基于技师学院竞争力评价指标体系ꎬ运用以下

公式计算技师学院竞争力评价得分 Ｓꎮ

Ｓ ＝ １００ × ∑１

ｉ ＝ １
Ｐ( ｉ × ∑ｍｉ

ｊ ＝ １
Ｐ( ｉｊ × ∑ｋｉｊ

ｌ ＝ １
Ｐｉｊｌ × ｆ(

ｘｉｊｌ

ｘｉｊｌ
)))

公式中 Ｐ ｉ 表示第 ｉ 个一级指标的权重ꎬ Ｐ ｉｊ 表示第 ｉ
个一级指标下第 ｊ 个二级指标的权重ꎬ Ｐ ｉｊｌ 表示第 ｉｊ

个二级下第 ｌ 个三级指标的权重ꎬ函数 ｆ (
ｘｉｊｌ

ｘｉｊｌ
) ＝

ｘｉｊｌ

ｘｉｊｌ
ꎬ当ｘｉｊｌ < ｘｉｊｌ

１ꎬ当ｘｉｊｌ ≥ ｘｉｊｌ

ì

î

í

ï
ï

ïï

ꎬ其中 ｘｉｊｌ 为第 Ｐ ｉｊｌ 个指标的真实值ꎬ

ｘｉｊｌ 为第 Ｐ ｉｊｌ 个指标的均值ꎮ
二、广东省 １０ 所技师学院竞争力评价实证分析

(一)１０ 所技师学院建设情况

为贯彻落实质量强国战略ꎬ推动技工教育高质

量发展ꎬ遴选广东省 １０ 所技师进行学院竞争力评价

实证分析ꎮ
１０ 所技师学院情况ꎬ人才培养方面ꎬ学制教育

１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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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数均值为 １０１３８ 人ꎬ职业技能培训数均值为

８８７２ 人ꎬ就业率均值 ９９％ꎬ学生家长满意率均值

９７％ꎬ用人单位满意率均值 ９９％ꎻ师资队伍建设方

面ꎬ师生比约为 １:１７ꎬ研究生以上学历占比约为

２９.５％ꎻ专业建设方面ꎬ包括数控加工、模具制造、机
电一体化、电子技术应用、汽车电气设备维修与检

测、服装制作与营销、电子商务与现代物流、建筑施

工与装饰、工业机器人等 ８５ 个专业ꎬ承接战略性产

业占比 ９８％ꎻ教学改革方面ꎬ各学院均开设具有技

工教育特色的思政课程 ９ 门ꎬ持续深入开展工学一

体化教学改革ꎬ继续加大对技工教育的投入ꎬ优化

教学实训环境建设ꎬ其中生均实训价值约 ７５００ 元ꎻ
社会服务方面ꎬ积极参与技能扶贫项目ꎬ专利、教科

研成果等均值累计约 ８００ 项ꎮ １０ 所技师学院建设

与广东省经济高质量发展布局高度匹配ꎬ为广东省

“制造业当家”提供强有力的高素质技能人才支撑ꎮ
(二)１０ 所技师学院竞争力评价综合分析

为持续创新办学理念ꎬ改善办学条件ꎬ提升综

合办学实力ꎬ努力打造全国技师学院高质量发展典

范ꎬ以广东省 １０ 所技师学院的基础数据作竞争力评

价指标实证分析ꎮ 依据技师学院竞争力评价指标

体系ꎬ对 １０ 所技师学院均值作为标杆以及选取其中

４ 所技师学院进行竞争力综合评价ꎬ计算出其评价

体系中一级指标中人才培养、师资队伍建设、专业

建设、教学改革和社会服务产出的得分、排名ꎬ以及

专业竞争力评价总得分、总排名ꎬ见表 ２ꎮ

表 ２　 广东省 ４ 所技师学院竞争力评价排名

技师学院 Ａ 院校 Ｂ 院校 Ｃ 院校 Ｄ 院校

人才培养 ０.３２１１ ０.３２０７ ０.２９３０ ０.２９０１

排名 １ ２ ３ ４

师资队伍建设 ０.１５１０ ０.１３２７ ０.１２８１ ０.１２７２

排名 １ ２ ３ ４

专业建设 ０.０８３６ ０.１０５５ ０.１０５４ ０.０８４３

排名 ４ １ ２ ３

教学改革 ０.２６９２ ０.２８６２ ０.２５７５ ０.２２８２

排名 ２ １ ３ ４

社会服务产出 ０.０８６７ ０.０８９４ ０.１１２３ ０.０４３３

排名 ３ ２ １ ４

总体得分 ０.９１１７ ０.９３４４ ０.８９６４ ０.７７３２

排名 ２ １ ３ ４

　 　 数据来源:各校公布 ２０１８—２０２３ 年质量年报(下同)ꎮ

　 　 结果显示ꎬＢ 院校与 Ａ 院校获得总分前两名ꎬ其
中 Ｂ 院校各项均位居前列ꎬＡ 院校在专业建设方面ꎬ
仍具有较大发展潜力ꎮ Ｃ 院校在社会服务产出方面

优势较突出ꎬ在于服务社会工种、参与技能扶贫项

目、国际合作项目和知识产权贡献较大ꎻ但人才培养

方面ꎬ在世界级、国家级技能大赛获奖方面有待提

高ꎻ教学改革方面ꎬ与企业合作共建实训基地仍有待

开发ꎮ Ｄ 院校ꎬ在人才培养方面ꎬ毕业率与学生家长

满意率最低ꎬ毕业生月均收入与用人单位满意率最

高ꎻ师资队伍建设方面ꎬ教师研究生以上学历占比最

低ꎻ专业建设方面ꎬ专业建设数量与承接当地战略性

产业占比仍有待增加ꎻ社会服务产出方面ꎬ服务社会

工种、参与技能扶贫项目、国际合作项目和知识产权

贡献均较弱ꎮ
(三)１０ 所技师学院竞争力评价分析维度

１.广东省 １０ 所技师学院人才培养情况分析

１０ 所技师学院在人才培养方面ꎬ学制教育学生

规模差异较大ꎬ主要受限于部分学院占地面积较小ꎻ
职业技能培训数差异ꎬ则与当地经济结构与学院专

业设置结构、专业水平有关ꎮ 学生毕业率均在 ９５％
以上ꎬ毕业生初次就业率较高ꎬ初次就业平均薪酬适

中ꎬ用人单位满意度均在 ９５％以上(见表 ３)ꎬ这些数

据表明广东省 １０ 所技师学院在人才培养方面取得

了显著成效ꎬ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具有较高的竞争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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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和满意度ꎮ 技能大赛获奖情况ꎬ学院间的差异显 著ꎬ与学院定位、发展水平有关ꎮ

表 ３　 人才培养情况统计描述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人才

培养

培养

数量

培养

质量

技能大赛

获奖情况

满意度

学制教育学生数(人) ８０１５ １４０１１ １０１３８ ２２０４

职业技能培训数(人) ６６０２ １３８７８ ９８６５ ２６４４

毕业率(％) ９５.５ ９９.６４ ９８.１５ ２.０６

初次就业率(％) ９７.１７ ９９.６７ ９９.０８ １

初次就业平均薪酬(元) ４３９５ ５３０８ ４８４９ ４６７

世界级(项) ０ １３ ３.２ ２.９８

国家级(项) ３１ ３８７ ２１７ １０１

省级(项) ４３４ ７５７ ５９８ １１６

毕业生满意率(％) ９５ ９９.６８ ９７.８５ １

学生家长满意率(％) ９２.３７ ９９.９１ ９７.６３ ４

用人单位满意率(％) ９５.４１ ９９.９３ ９８.４１ １.７８

　 　 广东省发布«广东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十四

五”规划»中以高端制造业当家ꎬ发展新质生产力ꎬ
对高技能人才需求日益迫切ꎮ 技师学院既为高端制

造业提供蓝领工人ꎬ又为高端制造业培育攻坚克难

的高技能人才ꎮ 结合当地经济发展需要合理控制学

制教育学生数ꎬ充分发挥技师学院在职业技能培训

方面的优势ꎬ为广东省高质量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

障ꎮ 在立足于经济发展需要的基础上ꎬ学院找准定

位、积极创新ꎬ通过以赛促教ꎬ以赛带动专业发展ꎬ不
断提升专业水平ꎬ培育更多能工巧匠、大国工匠ꎬ促

进高质量发展ꎮ
２.广东省 １０ 所技师学院师资队伍建设情况

分析

１０ 所技师学院在师资队伍建设方面ꎬ师生比约

１:１７ꎬ差异较小ꎻ教师中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占比、兼
职教师占比的差异较大ꎮ 经济发达地区研究生及以

上学历占比高达 ６６.６７％ꎬ兼职教师占比 ３２.３％ꎬ经
济相对较弱地区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与兼职教师占比

较低(见表 ４)ꎮ 各院校教学名师与学院规模相当ꎮ

表 ４　 师资队伍建设统计描述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师资队

伍建设

教师队

伍水平

教学名师

师生比(％) １:１５.８ １:１７.９ １:１７ ０.００２

高级职称占比(％) １９.５２ ３７.２８ ２７.２３ ７.３８

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占比(％) ２３.９ ６６.６７ ３４.５ １７.５２

兼职教师占比(％) ４.６８ ３２.３ １８.８６ １４.５

全国技术能手(名) １２ ２３ １７ ５.５６

省级技术能手(名) ２９ ４５ ３５ ４.５４

　 　 学院不断优化师资结构ꎬ提升教师专业水平ꎮ
积极引进优秀高层次人才和高技能人才ꎬ建设

“学院＋基地”师资培训平台ꎬ培养认定一批省级教

学能手ꎬ并推动教师主动适应新质生产力变革需要ꎬ
持续开展一体化师资专项培训ꎮ 鼓励、支持学院师

生与国(境)外先进教育机构联合开展师生交流、课

３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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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开发、证书引进等合作ꎬ提升教师的国际视野和教

学水平ꎮ 持续推进一体化教师建设ꎬ落实校企人才

“双向流通”机制ꎬ促进教师与企业之间的交流合

作ꎬ组织教师企业挂职锻炼与培训ꎬ提升教师的专业

实践能力ꎮ
３.广东省 １０ 所技师学院专业建设情况分析

１０ 所技师学院在专业建设方面ꎬ专业数量与对

接战略性产业占比差异较大(见表 ５)ꎮ

表 ５　 专业建设统计描述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专业建设
专业数量(个) ３１ ５４ ３９ ８.２

对接战略性产业占比(％) ５３ ９２ ７１ ２０.１

　 　 在当前全球经济格局深刻调整和科技革命迅猛

发展的背景下ꎬ新质生产力作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

的核心动力ꎮ 技师学院的高质量发展ꎬ要求院校各

专业更好地适应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趋势、提高专业

竞争力与创新能力ꎮ 以科技创新为主导ꎬ融合了人

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新要素ꎬ对产业结构、产业

组织、产业布局等方面产生重大影响ꎮ 在此背景下ꎬ
技师院校作为人才培养的主阵地ꎬ亟需适应新质生

产力的发展需求ꎬ通过专业动态调整ꎬ培养符合时代

要求的高素质技能人才ꎮ

４.广东省 １０ 所技师学院教学改革情况分析

１０ 所技师学院在教学改革方面ꎬ工学一体化专

业建设数量、一体化课程数均存在较大差异ꎬ经深入

访谈与学院实施工学一体化推进程度相关ꎻ合作企

业数量差异明显ꎬ校企共建实训基地数量差异较小ꎬ
经了解部分院校积极采取多企业联合共建或者采取

行业共建的方式建设校企实习基地ꎻ教学实训环境

建设中ꎬ实训工位受学院建筑面积影响ꎬ生均实训价

值受专业影响较大(见表 ６)ꎮ

表 ６　 教学改革统计描述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教学

改革

工学

一体化

课程

建设

教学实训

环境建设

工学一体化专业建设数量(个) ２２ ４８ ３２ ７.１

合作企业数量(个) １５０ ６３１ ４８６ １４１

校企共建实习基地(个) １１２ １８１ １３５ １６

思想政治课开设(门) ８ １７ １１ ４.５

一体化课程数(门) ９２ ３５２ ２２０ ９９.７

建筑面积(平方米) １２９８０９ ４０９０００ ２５１４４０ １１９６１３

实训工位数(个) ７０６１ ２０７９５ １１７０８ ６２３０

生均实训价值(元) ５７６０ １０７７０ ７９４０ ２０５４

　 　 国家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出台了«推进技工院

校工学一体化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实施方案»ꎬ为技工

院校推进工学一体化培养模式提供了政策支持和具

体实施方案ꎮ 技师学院通过思想政治课引导学生树

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ꎬ弘扬劳模精神、劳
动精神和工匠精神ꎮ 通过工学一体化教学改革ꎬ建
设与教学班级规模相匹配、符合工作任务实施要求

的软硬件教学设备ꎬ致力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高技能人才ꎬ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高素

质技能人才支撑ꎬ实现高质量发展ꎮ
５.广东省 １０ 所技师学院社会服务产出情况

分析

１０ 所技师学院在社会服务方面ꎬ职业工种等级

认定数、技能扶贫或对口帮扶数量、国际及港澳台合

作交流项目等社会效益服务产出与正式出版教材与

４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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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专利、教科研成果等知识成果产出均存在显著 差异(见表 ７)ꎮ

表 ７　 社会服务产出情况统计描述表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最小值 最大值 均值 标准差

社会

服务

产出

社会效益

服务产出

知识成

果产出

职业工种等级认定数(个) ２０ ４６ ３３ ９.２８

技能扶贫或对口帮扶数量(个) ３ ２０ ９ ７.８

国际及港澳台合作交流项目(个) １ ２５ １２ １１.８３

正式出版教材与图书(本) ２９ １５３ ８６ ５０

专利、教科研成果(项) ４１１ １０８８ ７８２ ３１０

　 　 技师学院要抓住战略机遇ꎬ加快构建现代职业

工种建设体系ꎬ通过政校行企联动机制ꎬ校企协同攻

关ꎬ助力关键技术升级ꎬ提升行业职业技术水平ꎻ结
合区域产业发展与专业特色ꎬ积极与国际及港澳台

先进技术行业或企业开展合作ꎬ搭建开放性区域产

教融合实践平台与技术技能创新平台ꎬ优化技术技能

服务供给模式ꎬ增强技术创新的有效性ꎮ 技师学院通

过激励政策鼓励师生在实践中形成知识成果输出ꎬ同
时需要确保知识成果的质量ꎬ遴选出具有产业化前景

的高质量专利进行推广应用ꎬ提高技术专利和著作的

转化率ꎬ促进创新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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