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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质人才作为新质生产力中最为活跃且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推动科技、生产资料及劳动工具创新的

关键力量。现阶段，应用型本科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主要构成部分之一，理应主动适应新质生产

力的新发展质态，为新质生产力提供坚实人才支撑。本文在深入调研新质生产力和新质人才时代内涵、

广西经济产业发展现状、高等教育发展与产业人才需求情况、应用型本科院校新质人才培养面临的困境

的基础上，提出强化我区新质人才培养的突破口和路径。研究建议，加强高水平院校和优势特色专业建

设，完善协同育人和产教融合顶层设计，精准赋能产业发展和新质人才培养，扩大与高等教育资源发达

省份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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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ew quality talents, the most active and crucial compon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re the key 
force driving innovation in technology, means of production, and labor tools. Presently, application-
oriented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are one of the main components of China’s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Therefore, application-oriented undergraduate universities should actively adapt to the 
new development status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provide solid talent support for industrial 
upgrading and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in-depth research on the connotation of the era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and new quality talent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economic and industrial de-
velopment in Guangxi,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demand for industrial talents, 
and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application-orient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in cultivating new quality 
talents, this article proposes breakthroughs and paths to strengthen the cultivation of new quality 
talents in our region. This study suggests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level universities 
and advantageous characteristic majors, improving the top-level design of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and industry education integration, accurately empowering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new qual-
ity talent cultivation, and expanding cooperation with provinces with developed higher education 
resour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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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质生产力是一种全新的生产力形态，具有高科技、高效能和高质量等特征[1]。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离不开现代科学技术，离不开掌握科技的专门人才，归根结底，离不开高等教育[2]。党的二十届三中全

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提出：“教育、科技、人才是

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新质生产力理论认为，“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

化组合的跃升为基本内涵”[3]，人才是其中最为能动的要素，无论是科技创新还是产业创新，无论是推

动绿色低碳转型还是构建与新质生产力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都离不开人才的驱动和影响。 
高校是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源头活水，是新质生产力发展的重要参与者、创造者、赋能者和贡献

者[4]。发展新质生产力，不仅需要能够创造新质生产力的战略人才，他们引领世界科技前沿、创新创造

新型生产工具，包括在颠覆性科学认识和技术创造方面作出重大突破的顶尖科技人才，在基础研究和关

键核心技术领域作出突出贡献的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青年科技人才；也需要能够熟练掌握新质生产资料

的应用型人才，他们具备多维知识结构、熟练掌握新型生产工具，包括以卓越工程师为代表的工程技术

人才和以大国工匠为代表的技术工人。 
应用型本科院校肩负着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使命，是亟需通过锚

定新质生产力进行逻辑重塑和内涵升级的高等教育关键主体，其转型升级不仅关系到国家的创新能力和

竞争力，也直接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和产业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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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调整不断深化，应用型本科院校在高等教育体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本文调研了广西高等教

育与区域经济产业发展态势、产业人才需求现状，指出了我区应用型本科院校新质人才培养面临的困境，

并提出了解决路径，以期为广西应用型本科院校新质人才培养提供有益参考。 

2. 新质人才与应用型本科院校的时代意蕴 

2.1. 新质人才与新质生产力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将新质生产力定义为“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

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而催生的当代先进生产力，它以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及其优化组合的

质变为基本内涵，以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为核心标志”。发展新质生产力，需要与之适配的高素质劳动者，

即新质人才。新质人才不仅包括拔尖人才，也包括各行各业不同层次的专业技术劳动者；不仅需要科学

研究型人才，也需要专业型人才和操作型人才[5]。新质人才不同于以简单重复性体力劳动为主的普通型

人才，是能够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体现数智时代富技术特质的创新恒常型人才，是能够主动关注复杂

的自然与社会生态系统、自觉融入社会综合变革体系并建立了主体责任的生态营造型人才，是能够充分

利用现代技术、适应现代高端先进设备、具有知识快速迭代能力的技术具身型人才。新质人才是新模式

的创造者、新产业的引领者、新业态的塑造者、新领域的开拓者、新赛道的竞跑者、新动能的提供者，也

是新优势的建设者。 

2.2. 新质人才培养与应用型本科院校 

2015 年教育部等三部委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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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指出，应

用型本科教育是高等教育的一种类型，要求试点高校“确立应用型的类型定位和培养应用型技术技能型

人才的职责使命。”2017 年教育部在《关于“十三五”时期高等学校设置工作的意见》中，以三类人才

培养目标定位为基础，将我国高等学校分为研究型、应用型和职业技能型三大类型。现阶段，应用型本

科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体系的主要构成部分之一。应用型本科院校是以满足社会需求为办学目标，以培

养适应经济社会各领域、各行业生产、管理、组织的高等应用技术型人才为办学定位，而不是以培养学

术型、研究型人才为办学定位的普通本科院校。作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应用型本科院校是经济

社会技术人才培养的主要力量，对于满足新时代对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需求起到了积极作用。高等教育

新质人才培养对于高校适应和服务经济新常态，助力创新创业、产业转型和国家一系列重大经济战略的

实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3. 广西产业发展态势与面临的挑战 

3.1. 广西经济产业发展态势 

2023 年，广西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工业增速恢复增长，财政实力维持稳定。实现名义 GDP 27202.39
亿元(全国排名第 19 位)，同比增速 4.10%，人均 GDP 54,005 元，同比增速 3.53% [6]。工业端，广西制造

业转型升级顺利，已形成特色化产业集群，工业增速恢复至 6.60%。初步统计，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

4.1%，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4.7%、3.2%、4.4%，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 6.6%。有色金属、

电力产业产值分别突破 3000 亿元、2000 亿元[6]。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高到 33.4%，工业利润总额

增长 14.9%。自 2021 年全面启动工业振兴三年行动的决策部署以来，广西工业跑出加速度，目前已形成

10 个千亿元产业，其中食品、冶金、汽车三个产业产值超过 2000 亿元[7]。值得注意的是，广西的汽车

产业和以制糖为主的食品工业在过去几年取得迅猛发展。2022 年，广西食品加工规模以上企业有 900 家，

实现工业产值 3080 亿元，成为全区工业产值突破 3000 亿元的大产业；汽车产业本身为广西的传统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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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2022 年广西全区汽车产量为 177 万辆，在全国各省份中降序排名第六，未来将继续作为重点产业

带动全区工业增长[8]。 

3.2. 广西产业发展面临的挑战 

2023 年地区生产总值增速未达预期，稳增长压力加大。全区支柱产业数量不多，体量不大，链条不

长；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较为突出；产业转型升级、经济增长动能转化明显偏慢；传统产业支撑能力弱，

新兴增长点不足；附加值低的问题突出，高新技术制造业利润提升空间较大；产业链多处于中低端环节，

缺乏精深加工产品、终端产品、高端产品，双百双新项目中高端项目不多；三次产业结构不优，尤其工

业是产业中最大的弱项，轻重工业比例失衡，重工业占比高达 80%；汽车等关键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性和

竞争力不足，产业体系不完整。2023 年，广西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R&D 经费)投入总量虽突破 200
亿元[9]，全国 R&D 经费投入达 3.33 万亿元[10]，但比重仅占全国 1/60，且以政府资金引导为主，创新投

入不足。创新平台缺乏，产出绩效不高，对于优质人才的吸引力较低；创新人才严重不足，每年人口净

流出超 600 万[11]。广西对东盟贸易虽具有区位优势，但相较于珠三角等成熟港口群，建设层次低，高能

级外向平台打造进度较慢。以上挑战对于广西构建产业发展生态链和实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都产生重要

影响。 

4. 广西高等教育发展与产业人才需求情况 

4.1. 广西高等教育发展情况 

目前，广西高等学校数量为 89 所，其中普通本科高校共有 36 所(不含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高校) 
[12]。在学校类型上，普通高校 29 所，7 所独立学院；在办学性质上，公办本科院校 25 所，民办本科院

校 11 所；在区域分布上，南宁 15 所，桂林 9 所，柳州、百色各 2 所，北海、崇左、河池、玉林、梧州、

来宾、钦州、贺州各 1 所，南宁和桂林院校相对较多。对照《2023 年版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发

现，国家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有 93 个，广西高校涵盖了 85 个，尚有 8 个专业类没有布点，理学 3
个(天文学类、大气科学类、地球物理学类)、工学 3 个(兵器类、核工程类、农业工程类)、农学 1 个(草学

类)、医学 1 个(基础医学类)；国家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有 816 个，广西高校布点了 338 个，广西尚有

478 个专业未布点[13]。广西高校在专业设置方面，填补专业空白的空间很大，尤其是在专业类都空白的

领域。广西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 2012 年 24%上升到 2022 年 53.4%，10 年间约增长 1.23 倍，但与全国平

均水平仍有一定差距[14]。 

4.2. 广西产业人才需求情况 

2023 年，广西人才网中的毕业生总体需求呈现出回暖迹象，需求人数为 59,357 人，增长 2.66% [15]。
生产制造/工厂管理类的毕业生需求人数超过 1 万人，为 11479 人，在本年度毕业生需求人才数中占比

19.34%；技工类职位毕业生需求人数位列第二，为 7890 人，占比 13.29%。用人单位主要集中在第二、

第三产业中，其中第三产业的用人单位占比最大，为 55.10%；制造业、建筑业的用人单位数量最多，均

超过 1 千家，分别为 1273 家和 1024，占比分别为 20.03%和 16.11%。《2023 年广西重点产业急需紧缺人

才目录》确定了 10 个重点产业、203 个急需紧缺岗位。重点产业中，战略新兴产业、文旅体育与大健康

产业、海洋经济产业的急需紧缺岗位占比分别排名前三。急需紧缺岗位中，专业技术类人才需求最为迫

切，其岗位占比高达 63.55%；其次为管理类岗位，占比为 18.72%；高技能类岗位占比为 14.78%。急需

紧缺岗位所需人才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最大，高达 45.32%。整体而言，社会对人才的能力及学历、专业

要求在不断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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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广西应用型本科院校新质人才培养面临的困境 

5.1. 区内高等教育发展和专业建设不充分 

目前，全国普通高校 2868 所，广西 89 所，排名第 16 位。此外，根据 2020 年国家第七次人口普查

数据，广西本科及以上教育人口比例为 4.75% (本科学历 4.46%、硕士研究生学历 0.26%、博士研究生学

历 0.03%)，在全国 31 个省份中排名垫底[16]。目前，广西仅有一所“211”高校(广西大学)，“双一流”

大学(广西大学)和“双一流”建设学科(广西大学土木工程)各 1 个，与全国其他省市相比差距较大。2024
年最新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增设了国家战略和区域发展急需的 24 种新专业。例如，立

足服务国家战略需要，设置大功率半导体科学与工程、生物育种技术等专业；聚焦科学前沿和关键技术

领域，设置电子信息材料、智能视觉工程、智能海洋装备等专业；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设置中国古典学等专业；聚焦服务健康中国战略需求，落实体育强国建设部署，设置健康

科学与技术、体育康养、足球运动等专业。特别需要注意的是，2024 年教育部新增设专业在我区所有高

校中都没有设置。 

5.2. 传统产业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不匹配 

随着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及新兴产业的快速发展，尤其是以数字技术为代表的新兴产业，例如人工

智能、大数据、智能驾驶等前沿技术领域，对创新能力、实践操作技能、自主学习能力等复合型人才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未来新兴产业对专业技术类人才需求将持续提升，区内人才供给结构与产业结构的适

配性还有待提升。2023 年广西人才网数据显示，技术类和生产制造/工厂管理类职位毕业生人才缺口明

显，供求比仅为 0.11 和 0.15，人才缺口分别达 7034 人和 9808 人[15]。“应用型高等教育在价值取向上

主张突出高等教育的应用性，为人的发展服务，为社会的发展服务。”[17]应用型本科院校在专业设置、

人才培养方案及课程体系、课程设置上往往停留在传统模式，例如人工智能已在各领域的广泛应用，高

校相关专业及课程，如计算机科学、软件开发等教学内容仍停留在基础理论和编程技能的讲授，缺乏对

大数据分析、人机交互、智能决策等核心技术的引入和教学，导致人才培养与行业发展脱节，毕业生素

质不能满足行业企业需求。单一学科领域的知识和工程实践，无法满足行业的进步，旧的知识结构体系

已无法适应技术进步的需求，新质人才培养和产业转型升级必须要进行跨学科的交叉融合。 

5.3. 现有人才培养目标和培养模式不科学 

2017 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中指出：“大力支持应用型本科和行业特

色类高校建设，紧密围绕产业需求，强化实践教学，完善以应用型人才为主的培养体系”。《广西工业和

信息化高质量“十四五”规划》提到要重点打造“765”现代产业体系，即“做优 7 大传统产业、做大 6
大新兴产业、做实 5 大特色产业”。2023 年 12 月 15 日习近平在广西视察时指出，“推动广西高质量发

展，必须做好强产业的文章，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把科技创新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深化教育科

技人才综合改革，加强科教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大技术改造和产品升级力

度。”新经济和新业态快速发展迫切需要新质人才支撑，需要高校面向未来布局学科和专业建设，探索

更加多样化和个性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在这种形势下，应用型本科院校传统人才培养目标和模式已经完

全不能满足对高水平应用型人才的要求，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严重脱节的现象必须改变，教育教学方法

亟待调整。 

5.4. 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开展不深入 

新时代的经济社会形势，从教育主体、教育客体、教育内容、教育评价等四个方面，对行业特色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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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深化“产教融合”培养创新型产业人才、行业人才提出了新要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在科教创新

领域要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持续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但在实

践中，无论是产教融合人才培养，还是产教融合科研和成果转化，还没有形成普遍的、顺畅的良性循环。

主要体现在：高校人才培养中缺少产业界的常态化参与、反馈和动态更新机制，技术变革和产业变革的

前沿内容难以及时充实到教学内容中；高校师资力量普遍缺乏企业实践经验，校外导师或行业产业专家

的实际作用发挥不够；产教融合的要素参与和分配机制还不够健全，开展联合科研攻关的积极性和持续

性不高；校企之间还存在着对接困难、协同效率低、沟通成本高等问题。高校培养出来的人才与企业的

实际需求之间存在差异，校企育人“双主体”的多元育人模式尚未有效形成。 

6. 强化区内新质人才培养的突破口和路径 

6.1. 加大投入，加强高水平院校和优势特色专业建设 

根据广西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以及广西高等教育后发展的现状，优化区内高等教育资源配置，科学

合理规划广西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新格局，促进 “优化全区高等教育区域、层次和学科布局结构，推进

百所高校建设计划，实现本科院校全面覆盖设区市。树立“资源跟着高校走，高校跟着产业走”的高等

教育发展规划理念，资源和政策要向百色、玉林、贺州、贵港等高等教育发展滞后但产业聚集的地区和

城市倾斜，缩小 14 个城市间高等教育差距，实现广西高等教育提质扩容与区域均衡协调发展。充分发挥

各市高等教育比较优势，不断增强广西高等教育发展的整体性。调动多方资源，多措并举，形成合力，

加快完善广西高等教育发展机制，加大教育经费投入，积极支持广西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积极支

持高水平应用型高校建设。加大高等教育改革与创新力度，激发高等教育发展活力和内生动力，优化学

科专业结构和人才培养方案，打造特色专业和优势专业集群，全面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质量，充分发挥高

校人才培养和科研成果对区域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的重要推动作用。 

6.2. 建章立制，完善协同育人和产教融合顶层设计 

加快我区创新驱动发展步伐，要持续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探索创新产学研深度融合模式，

大力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充分发挥政府引导服务作用，持续加强相关政策支持，完

善相关配套服务措施，破除产学研协作壁垒，推动政策、资金、信息、人才等创新资源要素系统布局，厚

植产学研融合发展土壤。加大产学研深度融合政策支持，完善相关政策法规，进一步规范和约束产学研

合作行为。设立产学研合作发展专项资金，鼓励引导社会资本以股权投资、项目投资等方式支持产学研

融合项目。加强对产学研创新联合体及合作项目运行情况的监督与评估，积极促进产学研各方由阶段性、

偶发性合作状态转变为长期、稳定的深度融合关系。强化产学研深度融合服务保障。利用互联网信息技

术，搭建集需求发布、信息查询、政策咨询、在线交流、宣传展示等功能为一体的产学研对接信息网络

平台，为产学研深度融合提供一站式服务。坚持线上线下共同发力，通过专家会诊、现场解难、技术交

流会、成果对接会、应用场景创设等形式，搭建产学研精准对接平台，为产学研深度融合提供保障。 

6.3. 教育改革，精准赋能产业发展和新质人才培养 

学科跟着产业走，专业围着市场转。深化应用型本科高校教育改革，做到以产定教、以教促产、产

教融合，实现教师进企业、学生进项目、案例进课堂、教学进现场。企业全程参与培养过程，从需求侧对

人才培养提出意见和建议；学校根据企业实际需求，从供给侧满足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的全方位对接和

全周期联动。按照“学科交叉、强化实践、产教融合、工学交替”思路，学校层面成立专门的工作领导小

组、全面统筹推进产教融合；创新专业方向、改革课程体系、完善培养方案、强化政策保障，统筹推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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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培养改革。依托高校教师发展中心平台，在开展教师培训、教学督导等教师培养环节中，科学有效融

入“产教融合”培养要求与内容，提升教师产教融合的意识与能力。创立高校与行业和企业联合培养人

才的新机制，定期进行教学质量、学生管理、教学计划实施等方面的研讨，聚焦产教融合，引导学院与

教师深度参与产教融合模式改革。建立开放共享的机制，将校内实践教学基地、虚拟仿真中心等实践教

学资源进行共享，强强联合、开放共赢地开展产教融合。 

6.4. 引智入桂，扩大与高等教育资源发达省份合作 

根据广西重点打造“765”现代产业体系的战略布局，持续扩大高等教育对外开放合作的力度、深度

和广度。积极引进国内高水平院校和高端研究团队进行“传、帮、带”，通过人才引进、设立分校或研究

分所等方式，实现高层次人才、特别是高水平科研团队的跨区域流动；利用广西的人力和特色产业资源

和粤港澳大湾区的优质教育资源，优势互补，共建特色技术学院，为广西产业高质量发展培养急需的高

水平应用型人才和紧缺专业技术人才。近年来，自治区教育厅先后与四川大学、武汉理工大学、中国人

民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等知名高校签署合作协议，旨在充分发挥国内高水平大学在人才培养、科教融

合等方面的优势，共同期望在产业发展、技术创新、人才培养等方面开展深入交流合作。通过政策措施

和激励机制，吸引优质科教资源，在高层次人才引进、高水平科研团队建设、一流和特色学科建设、人

才联合培养、科技创新平台搭建、关键核心技术和行业共性技术难题攻关等方面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

促进广西高等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和产业新质人才培养。 

7. 总结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广西经济产业和高等教育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但

是区内区域发展不平衡、产业价值链水平不高，工业生产效率普遍较低，科技投入内生动力不足等问题

仍然存在。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培养大批高质量新质人才，为我区应用型本科院校教育改革和发

展指明了方向。应用型本科院校要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方向，选择对接点，找准切入点，办学定位

要与地方发展对接，人才培养要与地方人才需求对接，科技研发要与行业企业技术需求对接，专业设置

要与各地产业布局对接，课程内容要与岗位发展对接，教学过程要与生产过程对接。要咬定学科专业与

新兴产业的契合度，增强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的融合度，提高院校发展对地方发展的贡献度。通过“加

大投入”、“建章立制”、“教育改革”、“引智入桂”等措施，培养更多新质人才，高效赋能我区新质

生产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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