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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高度关注教育体制革新、科技力量

发展、人才队伍建设问题，从国家战略层面

出发，对教育、科技、人才事业进行了政策引导，为科

教兴国、教育强国策略的落地推行奠定了坚实基础。党

的二十大报告中再次明确强调教育、科技、人才的重要

性，指出高职院校应当发挥育人阵地作用，强化对结果

导向理论的应用，不断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不断优化

人才区域布局，为国家建设事业提供助力。

高职院校加强教育科技人才

一体化协同发展的现状及问题

高职院校加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协同发展是时代

呼唤、使命号召，院校必须以民族复兴为己任，积极践

行科教兴国、人才强国战略，为科技成果的创新研发、

推广转换提供支持。但从实践状况看，很多高职院校并

未树立起该种意识理念，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协同发

展进程中主动性不足，科研投入不足等问题，仍需关注

和解决。

（一）科研投入不足

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协同发展格局的搭建主要是为

了促进科技发展、助推人才培育，但很多高职院校忽视

了科技作为协同目标、协同动力的作用，在科研部分投

入较少，科研制度体系不健全、不完善，很容易打击师

生从事科研的积极性，导致协同发展失衡。

（二）目标认知不足

教 育 科 技 人 才 一 体 化 协 同 发 展 战 略 服 务 于 办 学 实

践，高职院校必须明确发展方向，以“办好人民满意的

教育”为己任，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不断促进三要

素的融合渗透。但现有实践中，很多院校对协同发展目

标的认知不足，忽略了“立德树人”这一深层目标，很

容易导致办学方向偏差。

（三）校企合作不足

校 企 合 作 是 促 进 协 同 发 展 的 有 力 手 段 ， 通 过 企 业

实践，学生可以挖掘新的科研课题，锻炼实用技能，实

现科技素养、职业素养的双重提升。但很多院校对校企

合作的关注度不足，校企合作深度有限，形式化问题严

重，影响了协同发展效能。

（四）职业引导不足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着重强调了区域人才布局问题，

高职院校需要通过有效的职业引导实现人才引流，促进

人才在科技、生产行业的再分配，但从现状看该种引导

明显不足，就业指导课程数量少、质量堪忧，无法为协

同发展格局提供助力。

（五）科技反哺不够

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协同发展格局中，科技既是

发展目标，也是促进手段，但很多院校忽视了其反哺推

动能力，在教学管理、课程开设环节忽视科技重要性，

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和配置效率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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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协同发展是高职院校提高人才市场竞争力，为科技进

步、人才培育奠定基础的必然趋势。当前高职院校一体化协同发展过程中存在科研投入

不足、目标认知不足、校企合作不足、职业引导不足、科技反哺不够等问题，应从加大

科研投入、坚持立德树人、做好职业引导、加强校企合作等方面解决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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