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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高职院校作

为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重要基地，其专业设置与区域产业结构的适应性研究具有重

要意义。

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需要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支撑，而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直接影响

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数量。因此，研究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与区域产业结构的适应性，有助于

促进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推动高职教育内涵式发展

高职教育内涵式发展要求高职院校紧密对接区域产业发展需求，优化专业布局，提高人才

培养质量。研究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与区域产业结构的适应性，有助于推动高职教育内涵式

发展。

研究背景与意义



研究目的和问题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通过分析高职院校专业设

置与区域产业结构的适应性，提出优

化专业布局、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对

策和建议，为高职教育改革和发展提

供参考。

研究问题

本研究主要探讨以下问题：高职院校

专业设置与区域产业结构的适应性如

何？存在哪些问题？如何优化专业布

局，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本研究采用文献研究、实证分析和案例研究等方法，综合运用定性和定量分析方法，对高职院校专业设置与区域

产业结构的适应性进行深入探讨。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全国范围内的高职院校为研究对象，重点分析其与所在区域产业结构的适应性。同时，结合典型案例进

行深入剖析，提出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和建议。

研究范围

研究方法和范围



供给侧改革背景下高职院校专业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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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涵盖了工、农、

医、文、理等多个领域，旨在培养适

应社会和经济发展需要的高素质技术

技能人才。

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以市场需求为导

向，注重实践性和应用性，强调专业

与产业的对接。

高职院校专业设置概述

专业设置特点

专业设置种类



产业结构变化
供给侧改革推动了产业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对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提出了新的要求。

人才需求变化
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市场对人才的需求也发生了变化，要求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更加符合市场需求。

供给侧改革对高职院校专业设置的影响



    

高职院校专业设置的现状与问题

专业设置重复

部分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存在重复现

象，导致资源浪费和人才培养的同质

化。

专业设置滞后

一些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未能及时跟

上市场和产业的发展变化，导致人才

培养与市场需求脱节。

实践教学不足

部分高职院校在专业设置中过于注重

理论教学，而实践教学环节相对薄弱，

影响了学生的实践能力和职业素养的

培养。



区域产业结构现状及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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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S

区域产业结构是指一个地区内各类产业

之间的比例关系及其相互关联、相互作

用的方式。它反映了一个地区的经济发

展水平、资源配置效率以及未来经济发

展潜力。

区域产业结构的重要性

区域产业结构是地区经济发展的核心和基

础，它决定了地区经济的增长速度、质量

和效益。合理的区域产业结构能够促进资

源优化配置，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

推动地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区域产业结构定义

区域产业结构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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