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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基于经济学范式构建包含数字赋能、跨学科融合、创新创业能力、高阶思维和可持续发展能力5个
一级指标的新质人才测量体系，通过结构方程模型(SEM)分析550份高职教育问卷数据。结果显示：数字

赋能(相关系数0.763)与可持续发展能力(0.486)对新质人才培养影响最显著；跨学科融合(0.421)通过促

进高阶思维间接驱动创新能力提升(间接效应0.342)。模型验证表明，数字赋能为核心驱动力，直接推动

跨学科融合与高阶思维发展，并协同强化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议职业教育改革聚焦三方面：一是深化数

字技术教育，夯实人才数字化素养；二是推进跨学科课程整合，构建复合型知识结构；三是完善“双创”

实践生态，强化高阶思维与可持续发展理念渗透，为产业升级提供高质量技术技能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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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constructs a new-quality talent measurement system based on an economic paradig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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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compassing five primary indicators: digital empowerment,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innova-
tion-entrepreneurship capability, higher-order thinking,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apacity. 
Us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we analyzed 550 vocational education questionnaires. 
Key findings include: Digital empowerment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r = 0.763) and sustainable de-
velopment capacity (r = 0.486) exhibit the most significant impacts on new-quality talent cultiva-
tion;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r = 0.421) indirectly enhances innovation capability through 
higher-order thinking (indirect effect β = 0.342). Model validation confirms digital empowerment 
as the core driver, directly promoting interdisciplinary integration and higher-order thinking while 
synergistically strengthen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apacity. Recommendations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reform focus on: Deepening digital technology education to solidify talent’s digital liter-
acy; Advancing interdisciplinary curriculum integration to build composite knowledge structures; 
Optimizing the “innovation-entrepreneurship” practice ecosystem to embed higher-order thinking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concepts, thereby supplying high-quality technical talent for indus-
trial upgra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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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快速发展，高效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的创新型高质量生产力(创
新性生产力)开始重塑经济结构和增长动力，逐渐成为引领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创新性生产力的核心

在于以科技创新为驱动，要实现有效的形成，迭代和应用，还是要依赖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队伍——即

“新质人才”来实现。新质人才可以看作是创新性生产力在人力资源层面的具象化表征，其特质表现为：

不仅具备精深的专业技能与前沿的技术素养，更需拥有强烈的创新意识与解决问题的能力、突出的跨领

域协作与知识整合能力、以及对新技术、新业态的快速适应与持续学习能力。新质人才内涵的演变，对

中国的职业教育体系提出了深刻的转型要求。 
截至 2023 年底，中国中等职业学校约 1.1 万所，在校生 2685 万人；高职院校 1486 所，在校生超

1500 万人)，在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中，一线新增从业人员 70%以上源自职业教育

学校，输送了大量的技术技能人才基础[1] [2]。中国已经形成了庞大的职业教育网络。然而，传统职业教

育人才培养模式与创新性高生产力对“新质人才”的需求之间有明显差异。 
首先，评价机制滞后。传统的主导性评价方式过于偏重对理论知识的考核，对决定实际工作效能与

未来发展潜力的关键新质要素评估不足，如实践能力、创新能力、协作能力、问题解决能力等。这种评

价方式单一且无法精准绘制学生的综合能力图谱，从而抑制了学生多元化才能的发掘与发展，久而久之，

成为职业教育质量跃升的瓶颈[3]。其次，培养模式适配性不足。传统课程内容更新滞后于技术迭代速度，

教学方式无法充分激发创新思维和跨学科实践能力，影响了产教融合的深度与广度的拓展，从而难以系

统性地培育具备创新驱动能力的新质人才。 
因此，推进职业教育体系深刻变革，加速向适应、服务并引领创新性生产力发展的方向转型，是国

家战略布局的关键一环(如《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规划建设 100 所左右高水平高职院校、1500 个高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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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专业群，聚焦智能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等领域[4])。这要求职教体系必须：更新教育理念，重构课程

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协同，强化实践教学与创新孵化，为学生提供对接产业前沿的真实环境与挑战。

建构一套科学、多维、动态的新质人才测量评价体系，就成为连接新质生产力需求与高质量职业教育供

给的核心枢纽，具有深远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在理论层面，测量体系需适配新质人才的内核。这就要求

新质测量体系超越单维度的评价，全面涵盖知识深度、技术技能、创新思维、问题解决、跨界协作、终身

学习等多维素养，精准量化“新质”特质。测量体系是诊断传统模式缺陷、引导教育教学改革方向、评估

新质人才培养成效的理论工具与指挥棒，其构建本身即是对新质人才理论框架的操作化与实证支撑。 
驱动系统变革引擎，还需服务于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和制造强国建设，为提升国家人力资源竞争

力、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提供实证基础和政策依据[5]。在实践层面，需要优化育人方向，赋能个体发展，

服务对接产业以及支撑政策制定。这就要求测量体系必须引导学校调整培养方案，强化对学生创新实践

能力的塑造；为学生提供全面、精准的能力画像，助力其进行个性化职业规划和持续成长，赋能个体发

展；助力人才供需信息的精准匹配，提升劳动力市场的配置效率，(《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正

是强化此连接的举措实例[6])，并且能够支撑政府制定，为政府及相关管理部门(如教育、人社、工信等部

门)提供关于新质人才结构与趋势的实时、精准数据，为宏观教育投入结构调整、产业政策优化及重大科

技项目布局提供实证决策依据。 
全球范围内，先进职业教育体系正积极探索多元、复合的测量方法。技术赋能应用虚拟现实(VR)、

增强现实(AR)、人工智能(AI)等技术创设复杂问题情境，模拟真实工作场景，评估学生在动态挑战中的反

应、决策和创新表现；多源数据融合结合心理测验(如批判性思维、创造力问卷)、结构化行为面试、长期

项目评估、实习表现追踪、同伴/导师互评等多种手段，形成立体化评价证据链；高级统计建模，运用结

构方程模型(SEM)等先进统计工具(如美国部分高校用于评估软技能[7])，能够同时处理大量显性观测变量

(问卷、测试成绩、行为记录等)与潜在构念(如创新能力、学习适应力、协作效能等)之间的复杂关系，揭

示新质人才能力结构的深层次关联与生成机制。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国研究者对此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

索[8]。 
上述国际经验表明，构建新质人才测量体系是一个需要融合技术、心理学、教育学、统计学等多学

科的创新工程。中国应立足国情与产业实际，借鉴国际前沿方法，加速研发具有中国特色的、精准有效

的新质人才综合测量与评价模型，为职业教育深度融入新质生产力发展新格局、培育大国工匠与创新型

人才提供坚实的理论保障和操作指南。 
本文拟通过引入结构方程模型，对新质人才进行更加科学化、系统化的测量，进而更有效地支持学

生的职业成长与发展。 

2. 研究假设与模型的确定 

2.1. 影响因素的提炼及关系假设 

新质人才的培养在高等职业教育中占据着核心地位。作为培养新质人才的重要基地，高等职业教育

需要紧密结合行业需求和社会发展，不断更新教育内容和方法。通过培养数字赋能人才、跨学科融合人

才、创新创业人才、高阶思维人才和可持续发展人才，为社会提供具备新时代关键能力的人才，推动社

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 
在高等职业教育中，培养数字赋能人才是适应数字化时代的关键。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数

字技术已成为推动产业升级的重要力量。深职院利用最新的 5G 技术构建了一个智能互联的校园环境，

包括 ICT 公共实训中心及 9 个分中心[9]。学生不仅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中学习先进的信息技术知识，还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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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到实际的项目开发中，如智能交通系统的设计与实现。这使学生能够掌握前沿的数字技术，并将其

应用于解决实际问题，从而成为具备强大数字能力的人才。 
通过鼓励跨学科学习，高等职业教育能够整合不同学科知识的人才。宁波职业技术学院与宁波石

化产业园区合作双方共建了数字孪生教学实践平台，形成了“院园深度融合”的育人模式。该项目结

合了化学工程、机械制造、信息科技等多个领域的知识，让学生能够在真实的工作环境中学习并应用

跨学科的知识和技术。这种方式提高了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促进了他们对于不同学科之间联系的理

解。 
在培养创新创业人才方面，虽然清华大学不是高职院校，但其 x-lab 项目为学生提供了从创意到商业

化全过程的支持[10]。类似地，许多高职院校也开始设立类似的创业孵化中心，提供场地、资金以及导师

资源，帮助有志于创业的学生将想法转化为现实。例如，有高职院校的毕业生团队成功开发了一款基于

物联网技术的智能家居控制系统，并通过学校的支持获得了初步的投资，展示了良好的创业潜力。 
学生高阶思维能力是高等职业教育需要重视的维度。如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的批判性思维课程：

[11]该校开设了一系列旨在培养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的课程，如逻辑学、哲学导论等。这些课程鼓励学生

独立思考，提出质疑，并通过辩论等方式锻炼他们的分析能力和判断力。此外，学校还会组织学生参与

各种学术竞赛和社会实践活动，以增强他们在复杂情境下的决策能力。 
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融入课程和教学中，是高等职业教育培养学生环境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应有之

义。中国绿色大学联盟由多所高校组成，致力于推动高等教育领域内的可持续发展教育[11]。成员学校通

过共享资源、举办研讨会等形式，共同探讨如何在课程设置、校园管理等方面融入环保理念。有高职院

校实施了“零废弃”计划，鼓励师生减少使用一次性产品，并设置了专门的回收站，以实际行动践行可

持续发展理念。 
因此，通过将数字赋能、跨学科融合、创新创业、高阶思维和可持续发展等元素有机结合起来，高

等职业教育可以有效地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培养出符合新时代要求的新质人才。这些人才不仅拥有扎实

的专业技能，还具备广泛的知识面、创新能力、批判性思维以及社会责任感，能够更好地适应未来社会

的发展需求。据此，本研究认为，高等职业教育中的新质人才集中体现为数字赋能人才、跨学科融合人

才、创新创业人才、高阶思维人才和可持续发展人才的融合，这种融合不仅反映了当前社会对技能型人

才的需求变化，也体现了教育体系在培养模式上的创新与改革。研究将高等职业院校中新质人才的测量

因素集中为：数字技术的应用，跨学科的融合，创新创业能力，高阶思维能力以及可持续发展能力，并

做出如下假设： 
潜在变量的关系假设 
假设 1 (P1)：数字技术是新质人才的正向要素。 
假设 2 (P2)：跨学科融合对新质人才有正向影响。 
假设 3 (P3)：创新创业能力会正面影响人才的新质性。 
假设 4 (P4)：高阶思维能力是新质人才的正向核心要素。 
假设 5 (P5)：可持续发展能力是决定人才新质性的正向核心要素。 

2.2. 各因素间关系假设的确定 

霍华德·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提出，个体在语言、逻辑数学、空间、肢体运动、音乐、人际、内省

等多个智能领域中表现出不同的优势和潜能[12]数字赋能通过提供多样化的技术工具和平台，能够针对

这些不同的智能领域进行定制化的支持和发展。例如，通过模拟软件和虚拟现实技术，可以增强个体的

空间智能；通过在线协作和交流平台，可以提升人际智能和内省智能。这种智能化的支持不仅促进了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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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在各自强项领域的发展，也为跨学科团队中的成员提供了展示和交流各自专长的机会，从而促进了不

同学科知识的融合和创新。因此，提出假设： 
假设 6 (P6)：数字赋能对跨学科融合有直接的正向要素。 
依据瑞士心理学家让·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跨学科融合对创新创业能力具有直接的正向影响。

皮亚杰的理论强调个体通过同化和顺应过程适应环境，其中同化是指将新信息融入现有的认知结构，

而顺应则涉及改变认知结构以适应新的信息[13]在跨学科融合的过程中，个体不断地将不同学科的知识

和方法同化到自己的知识体系中，同时，为了整合这些异质性知识，他们必须顺应，调整或重建自己的

认知结构。这种认知上的灵活性和适应性是创新创业能力的关键要素，因为它促进了创新思维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跨学科融合通过促使个体在认知上的同化和顺应，增强了他们对复杂问题的理解和处理

能力，这对于识别和把握创业机会至关重要。同时，这种融合还鼓励个体发展出更加综合和创新的解

决方案，这是创新创业成功的关键。因此，跨学科融合通过促进个体认知结构的发展和变化，直接增强

了创新创业能力，体现了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在高等教育和职业发展领域的应用价值。因此，提出假

设： 
假设 7 (P7)：跨学科融合对创新创业能力有直接的正向要素。 
创新创业对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罗默美国经济学家保罗·罗默的内生增长理论认为，

知识作为一种生产要素在经济增长中扮演着核心角色，特别是创新活动对于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至关重

要[14]创新创业通过创造和传播新知识、推动技术进步、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开辟新市场和就业机会，以

及培养个体和组织的适应性与灵活性，增强了经济的包容性和韧性，有助于实现经济活动的长期稳定和

环境的可持续性。因此，创新创业不仅促进了经济的增长，也支持了可持续发展的长期目标，这与罗默

关于知识、创新和经济增长相互关联的核心观点相呼应。因此，提出假设： 
假设 8 (P8)：创新创业对可持续发展能力有正向的影响。 
美国教育心理学家莫里斯·比格认为个体的主观能动性是人的发展的内在动力，而创新创业正是激发

这种主观能动性的有效途径，它使个体在主动探索和实践中释放内在效能，优化习得成果，从而实现了

对高阶思维能力的有效培养[15]创新创业对高阶思维能力的培养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创新创业活动要求

个体在面对复杂、多变的问题时，能够运用创新思维提出解决方案，这一过程不仅锻炼了个体的创新能力，

还促进了其问题求解、自主分析、批判性思维和决策能力等高阶思维技能的发展。因此，提出假设： 
假设 9 (P9)：创新创业对高阶思维能力的培养有正向影响。 
高阶思维能力对可持续发展能力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罗伯特·斯特恩伯格的三元智能理论强调了分

析性智能、创造性智能和实践性智能的重要性，这些智能共同构成了个体适应环境、解决问题和创新的

关键能力[16]分析性智能使个体能够理性地识别问题、评估解决方案，并做出明智的决策，这对于识别和

解决可持续发展问题至关重要。创造性智能赋予个体产生新思想和创新解决方案的能力，推动超越传统

思维，开发新的方法和技术以应对环境和社会挑战。实践性智能则涉及个体适应环境、在社会背景中有

效行动的能力，这对于将知识和技能应用于实际情境、促进社会和环境的积极变化至关重要。因此，高

阶思维能力通过增强这三种智能，对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正向影响得以体现，使个体能够更有效地识别和

解决可持续性问题，创造和实施创新解决方案，并在实践中促进环境和社会的长期福祉。因此，提出以

下假设： 
假设 10 (P10)：高阶思维能力对可持续发展能力有正向影响。 

2.3. 假设模型的确定 

基于以上，建立了新质人才测量因素的关系假设模型(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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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gure 1. Hypothetical model of factors influencing new-quality talent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图 1. 职业教育新质人才影响因素的关系假设模型 

3. 测量变量和数据获取 

3.1. 研究方法的选取 

结构方程模型可以很好的分析多元数据变量的方法，这种统计方法可以很好的体现各变量之间的相

互作用，测量各变量的信度，分析因子的路径负荷，寻找各变量对目标的影响以及各因素之间相互的相

互作用。 
在结构方程模型(SEM)中，测量模型(Measurement Model)用于描述内在变量(潜变量)和外在变量(观

测变量)之间的关系。通过映射观测变量与潜变量之间的内在关联，我们可以得到新质人才要素的结构模

型，来分析潜变量之间的内在关联。本研究通过构建结构方式的测量模型和结构模型，分别来映现测量

变量和潜在变量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潜在变量之间的联系。 

3.2. 测量变量的设计 

项目问卷以四川开放大学以及其高等职业教育院校近三年(2022~2024)国际大学生创新大赛项目、相

关专业人才培养方案的文本分析，参考国家专业教学标准的基础上，结合创新性高质量生产力需求人才

的文献，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总结归纳出职业院校人才培养规格的内容维度：

数字赋能，跨学科融合，创新创业能力，高阶思维，可持续发展。这些指标无法通过测量直接得到数据，

我们将其列为潜在变量(一级指标)，并选择合适的观测变量(二级指标)来反映这些潜在变量的变化情况。 
新质人才并非是某一行业专有的特殊群体，是在一定社会环境，教育平台，产业领域中适时适势而

动态化发展的。新质人才的培育是一项多方合力的综合性工程，其效应在初期的显现性不高，从投入和

产出的角度来看，随着社会的发展新质人才培育模式回逐渐成熟而呈现出投入增加，但边际效益呈现递

减的效应。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呈现出边际效应增长缓慢的特征。因此，本研究在大量研究样本和调

查的基础上，采用经济学范式来设计测量变量。对于数字技术赋能，跨学科融合，创新创业能力，可持

续发展能力和高阶思维能力等无法直接得到量化的指标，确定为潜在变量，并选取对应的测量变量支撑

其内在的变化趋势。具体量表如表 1。 

3.3. 数据获取 

本研究面向四川开放大学以及其高等职业教育院校总计发放问卷。问卷总共分为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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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Potential measurable variables 
表 1. 潜在的测量变量 

潜变量(一级指标) 观测变量(二级指标) 

P1 数字技术赋能 技术与教学融合度高
(imp1.0.812) 人机协(imp2) 运用数字技术解决复

杂问题能力(imp3) 

科技和数据

分析能力
(imp4, 0.834) 

 

P2 跨学科融合 不同学科知识之间的内

在关联(imp5, 0.609) 
学科资源丰富

(imp60.594    

P3 创新创业能力 专业教学与创新创业课

程融合度高(imp7) 
知识成果转化度高

(imp8) 
学科知识与生活经验

相关联(imp9)   

P4 可持续发展能力 整合社会发展最新知识
(imp10) 

提出新观点(imp11) 会分析解决复杂问题
(imp12) 

创造性思维
(imp13) 

好奇心
(imp14) 

P5 高阶思维能力 人类共同体意识(imp15) 内驱力与自我意识
(imp16) 

跨文化智慧(imp17)   

 
第一部分主要采集被调查人的基本信息，包括性别、年龄，专业等基本信息；参与本次问卷调查的

学生主要有计算机网络技术(网络管理方向)、大数据技术、水利水电智能管理、数控技术、机电一体化技

术等专业，占比超过 50%；其次参与调查的大数据与会计、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建筑工程技术、新

能源汽车技术专业学生占比达到 20%。以上占比较大的专业为工程技术学院的新工科专业体系下重点建

设专业，以 22 级、23 级招生学生为主，样本符合问卷调查需求，数据来源真实有效。 
第二部分设计 5 个层次 17 个测量指标，并以此为基础开发试测调查问卷。此部分采用语义差别法来

反映被调查对象与所测题项的符合程度。在本项研究中，将能表述变量的双极形容词随机排列后置于“新

质性”的下方，让被调查者应答者从相反描述的数字“1”至数字“7”中选出最能代表新质性在该项目特

征上的程度的一个数。语义差别量表的记分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将两陈述或两形容词间的七小段横线或

七数字从一端到另一端分别记 1 到 7 分；另一种则是分别记为−3，−2，−1，0，+l，+2，+3 分。本研究

前一种记分方式。为了提高填答的质量，在量表设计时将量表两端肯定的形容词与否定的形容词进行了

随机编排，为了保证计分方向的一致性，在数据采集分析时，将肯定形容词居左的条目进行计分方式转

换，即若填答者在此类条目上选“1”，记为“7”；选“2”，记为“6”；选“3”，记为“5”；选“4”，

记为“4”；选“5”，记为“3”；选“6”，记为“2”；选“7”，记为“1”。 
调查共发放 640 份调查问卷，实际回收调查 584 份，回收率为 78.39%；其中有效问卷 550 份，有效

率为 96.7%。调查中，对问卷填答缺失率超过 20%的，或者作答模糊的均视为无效答卷进行删除，共删

除 34 份。问卷设计含以学生的新质性为中心，共包含 5 个一级指标共 17 个显性指标测量题项，高等职

业教育对人才培养规格重要性和满意度评价的主要内容。问卷先进行小范围的测试，修改完善后形成最

终问卷。根据结构方程模式的基本原理，研究选取样本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与验证性因素分析，为了保

证结果的准确性，对样本进行处理，最后得到不同因素分析的有效总数，目标量为 500~600。样本数据既

可以进行量表项目质量、信度与内容效度检验，也可用于结构效度检验。 

4. 研究过程和结果 

4.1. 数据有效性评价 

在本项研究中，我们采用了克隆巴赫信度系数(Cronbach’s α)作为核心工具，对问卷量表进行了系统

的信度评估。评估的核心目的在于验证一级指标的内部一致性，即细致分析并确认各潜在变量观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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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相关性(举例来说，就是测量 P1 指标时，imp1 与 imp4 之间的相关性程度)，并据此原则性地剔除那

些未达到显著性标准的题项。我们依据新质人才评价量表中各题项的临界比率值(CR)作为严格的筛选依

据，其中，CR 值越接近 1，则表明潜在变量的内部一致性越高，反之则越低。在本研究的实际操作中，

因子 1 至因子 5 的 CR 值均未达到理想的 1，具体表现为因子 1 的 CR 值为 0.439，因子 2 的 CR 值为

0.179，这提示我们部分潜在变量的内部一致性尚需进一步优化。 
根据 Nunnally 在 1978 年提出的权威标准，Cronbach’s α系数是衡量量表内在一致性的关键指标，其

理想值应高于 0.7。从我们的内部一致性分析结果来看，新质人才测量量表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均位

于 0.7260 至 0.8930 的区间内，显示出良好的内部一致性水平。而总量表的信度系数更是高达 0.8440，远

超推荐的信度阈值，这充分证明了量表题项设计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表 2 详细列出了新质人才五个维度的各维度间的相关系数。通过对这些数据的深入分析，我们发现

这五个维度之间存在着中等程度的相关性，这进一步揭示了“数字赋能”、“跨学科融合”、“创新创

业能力”、“高阶思维”以及“可持续发展能力”之间形成了一个相互关联、相互促进的有机整体。这

一发现不仅增强了量表的理论深度，也为后续的实践应用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证支持。 
 

Table 2.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various indicators and the new-quality characteristics of talents 
表 2. 各指标与人才新质性的相关性分析 

因子相关系数系数 数字赋能 跨学科融合 创新创业能力 高阶思维 可持续发展能力 

数字赋能 1 0.421 0.469 0.486 0.763 

跨学科融合 0.421 1 0.526 0.534 0.421 

创新创业能力 0.469 0.526 1 0.582 0.193 

高阶思维 0.486 0.534 0.582 1 0.486 

可持续发展能力 0.763 0.421 0.193 0.486 1 

 
根据表 2 所呈现的数据，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数字赋能、跨学科融合、创新创业能力、高阶思维和

可持续发展能力与人才的新质性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性，这一发现有力地验证了我们之前的假设是准

确无误的。在影响新质性的诸多因素中，数字赋能、高阶思维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相关度位居前三，这

与当前创新性高质量生产力对人才需求的内在逻辑是完全一致的。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数字赋能的特征

根在五个要素中居于首位，这进一步印证了目前数字技术在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加速演进、

促进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以及实现高质量发展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因此，全面推动职业教育数字化，围绕创新性高质量生产力布局“新”专业、培育“新”工匠、强化“新”

科研、提供“新”服务，成为了在创新性高质量生产力发展中彰显职业教育办学水平和担当的首要任务。 

4.2. 各指标与人才新质性的相关性分析 

关联性分析对各变量之间的相关程度和方向，研究使用 SPASS26.0 软件，对变量和人才的新质性进

行回归检验分析。通过软件分析结果可知，残值符合整正态分布，检验值 2.26，残差满足独立性，方差

膨胀因子 7.14，因此本研究的各个变量具有一定程度的相关性，研究可以对其相互作用的关联程度进行

深入分析。 
在高等职业教育中，新质人才的培养与多个关键指标紧密相关，这些指标不仅涵盖了数字技术教育、

跨学科课程设计、创新创业教育、高阶思维能力培养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培养，而且通过 SPSS 26.0 软件进

行的回归检验分析进一步证实了这些指标与人才新质性之间的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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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数字技术的发展为教育评价改革提供了新的动力。利用大数据技术可以全面展现学生的知识

结构和内在潜能，为每个学生提供“数字画像”。这表明数字技术教育不仅能够提升学生的技术水平，

还能够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与新质人才的培养密切相关。跨学科学习强调学科间的整合与共融，通过

寻求各个学科之间的交叉点，强调学科之间的整合。这种跨学科的综合能力是新质人才的重要特征，有

助于学生在真实的问题情境中综合运用各种知识，以解决现实问题。创新创业教育的研究热点与国家政

策关注焦点具有一定相关性，与创新创业教育在我国发展阶段相适应，符合现阶段发展要求。这表明创

新创业教育对于培养能够适应快速变化市场环境的新质人才至关重要。高阶思维能力的培养是高等教育

发展的重要方向，物理化学课程内容的开放性和应用性可以提升学生的高阶思维能力高阶思维能力与学

生的学业成绩呈现显著正相关关系，这强调了在教育过程中重视高阶思维能力培养的重要性。可持续发

展能力的培养要求系统能值产出收益要高，要求系统能值产出给人类带来的利益，即系统能值产出率与

其能值交换率的乘积要高。这与新质人才的培养目标相吻合，即在保证适度的社会经济增长与结构优化

的同时，保证资源的永续利用和生态环境的优化。 
这些指标与新质人才的培养紧密相关，通过相关性分析和回归检验分析，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这

些指标如何影响新质人才的培养，并据此优化教育策略，以培养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新质人才。 

4.3. 新质人才影响变量间路径分析 

研究在上述的结构方程模型的基础上，利用 AMOSS25 对前述假设进行验证，通过计算得到各变量

结构方程模型(图 2)，各路径系数和假设检验结果(表 3)。 
 

 
Figure 2.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SEM) of various variables 
图 2. 各变量结构方程模型 

 
通过计算模型的拟合指数，可以得到该模型的卡方自由度比为 2.641；渐进残差均方和平方根的值为

0.0712；规范拟合指数 0.954，增量拟合指数的值为 0.957，拟合优度是 0.937，说明模型与观测变量的适

配度合适，模型的结构效度良好。 
基于结构方程模型，研究用 AMOSS 对假设 P6~P10 进行分析，得到结构方程模型。表 3 对各路径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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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和假设检验结果进行细化。由计算结果可知，假设成立，即数字赋能对跨学科融合有直接的正向要素。 
 

Table 3. Standardized effects of first-level indicators on second-level indicators 
表 3. 一级指标对二级指标的效应标准化 

二级指标 
一级指标及其负荷 

总效应 数字技术

赋能 
跨学科 
融合 

创新创业

能力 
可持续 
发展能力 

高阶 
思维能力 

技术与教学融合度高(imp1) 0.812 - - - - 0.812 

人机协同(imp2) 0.719 - - - - 0.719 

运用数字技术解决复杂问题能力(imp3) 0.694 - - - - 0.694 

科技和数据分析能力(imp4) 0.834 - - - - 0.834 

不同学科知识之间的内在关联(imp5) - 0.609 - - - 0.609 

学科资源丰富(imp6) - 0.594 - - - 0.594 

专业教学与创新创业课程融合度高(imp7) 0 0.627 -  - 0.627 

知识成果转化度高(imp8) - - 0.593 - - 0.593 

学科知识与生活经验相关联(imp9) - - 0.607 - - 0.607 

整合社会发展最新知识(imp10) - - - 0.603 - 0.603 

提出新观点(imp11) - - - 0.676 - 0.676 

会分析解决复杂问题(imp12) - - - 0.712 - 0.712 

创造性思维(imp13) - - - 0.696 - 0.693 

好奇心(imp14) - - - - 0.596 0.596 

人类共同体意识(imp15) - - - - 0.620 0.620 

内驱力与自我意识(imp16) - - - - 0.714 0.714 

跨文化智慧(imp17) - - - - 0.730 0.730 

数字赋能–跨学科整合  0.421    0.421 

跨学科整合–创新创业能力   0.526   0.526 

创新创业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    0.193  
0.193 (直接) 
+ 0.149 (间
接) = 0.342 

创新创业能力–高阶思维能力     0.582 0.582 

高阶思维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    0.486  0.486 

 
假设 7 (P7)：跨学科融合对创新创业能力有直接的正向要素。 
假设 8 (P8)：创新创业对可持续发展能力有正向的影响。 
假设 9 (P9)：创新创业对高阶思维能力的培养有正向影响。 
假设 10 (P10)：高阶思维能力对可持续发展能力有正向影响。 
因此可知，职业教育中新质人才的影响因素是相互作用，并不是各自孤立的，他们共同形成合力对

职业教育中培育新质人才发挥作用。人才新质性各影响因素间的影响如图所示。由图 2 可知，数字赋能

对其他的四个一级变量产生影响，其他因素对自身并不产生影响。因此，本研究略出数字赋能的影响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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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利用 SPASS26.0 探索性因子进行分析，数据显示，KMO 值为 0.823，Bartlett’s 球状检验的显著性水

平(sig. = 0.000)小于 0.05，数据结果显示这些数据适合做因子分析。本研究选用主轴法对一级指标进行萃

取，利用主成分正交最大旋转法来突显二级指标与一级指标之间的关系，以此来分析调查者的评分。依

照以下标准，即变量特征根大于 1，变相符合量为 0.4，对变量进行萃取。经过探索分析，得到了新质人

才评价量表的五因素结构，这五个因素的特征根度大于 1，累计方差解释率 71.094%，各个因素在相应的

因子吻合度较高，在 0.5~0.8 之间。各一级变量对应观测变量的作用效应如表 3 所示。从表中可以观测出

各因素在培育人中不容易显性的作用，能更直观的观测出各潜变量对应观测变量的作用效应，进而发现

更加细致的联系。例如技术与教学高度融合，人机协同，用用数字技术解决复杂问题和具备科技和数据

的分析能力对数字赋能实践教与学的影响比较大，均高于 0.5；不同学科知识之间的内在关联，丰富的学

科资源以及专业教学与双创课程的融合对跨学科融合的影响在有一个比加大的影响系数。 

5. 结果分析与建议 

5.1. 结论 

以上研究表明，数据赋能，跨学科融合，创新创业能力，高阶思维和可持续发展能力都是影响人才

新质性的因素，且从指标来看数据赋能(0.763)和可持续发展(0.617)是当下职业教育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 数字赋能(P1)的重要性： 

研究数据显示，数字技术赋能与人才新质性的相关性最强，相关系数高达 0.763。随着数字技术的

飞速发展，其在赋能过程中的作用与人才新质性的提升之间已经形成了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种关系

不仅在实践中得到了验证，而且与当前的技术发展趋势高度契合。具体而言，数据中心作为数字技术

的核心载体，其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提升关键在于技术进步，如服务器芯片能力的提升以及全闪存储价

值优势的充分发挥。这些技术进步不仅推动了数据中心的高效运行，也为人才新质性的提升提供了有

力支撑。 
• 跨学科融合(P2)的效应： 

跨学科融合与新质性的相关性也较高，相关系数为 0.421。这一发现不仅揭示了跨学科融合在促进学

生新质性发展中的独特价值，而且与当前社会对高水平劳动素养和先进劳动意识的需求相呼应。《中国

创新性高质量生产力发展水平测度与区域差异分析》报告指出，创新性高质量生产力理论框架下的劳动

者需具备高水平的劳动素养和更为先进的劳动意识，而跨学科融合正是培养这些素养和意识的有效途径。

因此，在职业教育中整合不同学科知识，对于提升学生的新质性具有重要意义。 
• 创新创业能力(P3)的影响： 

创新创业能力虽然在直接影响人才新质性的程度上相对较小，但其与数字赋能和跨学科融合之间的

密切关联性却不容忽视。这种关联性得到了量化数据的支持，即创新创业能力与数字赋能、跨学科融合

之间的相关系数均呈现出正相关趋势。尽管具体数值可能因研究方法和样本差异而有所不同，但这一发

现仍然表明，创新创业能力在形成可持续发展能力和高阶思维能力方面扮演着初阶能力的角色。因此，

加强创新创业能力的培养，不仅有助于提升学生的整体素质和能力，还能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推动社

会经济的持续发展。 
• 高阶思维与可持续发展能力(P4 和 P5)： 

高阶思维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分别位居影响新质性的第三和第四位，相关系数分别为 0.486 和 0.501。
这一发现揭示了高阶思维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在提升人才新质性中的重要作用。在数字化时代背景下，终

身学习体系对于应对新技能挑战和提升个人能力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而高阶思维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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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正是终身学习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不仅有助于个人在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中保持竞争力，更

是推动社会整体进步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力量[13]高度重视高阶思维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培养，方能为

人才的全面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创新性高质量生产力的核心特征职业便是数字技术和生产要素的融合。创新性高质量生产力背景下，

职业教育所培养的学生首先需要具备科技和数据分析能力，熟练运用数字孪生，人工智能、大数据、云

计算、物联网、区块链等数字技术实现知识技能的更新，让知识转化为驾驭创新性高质量生产力生产工

具设备的能力，掌握新质职业的竞争优势。可持续发展能力对新质人才的影响位排第三，原因在于可持

续发展能力是其他四个要素的综合体量和凝练。创新创业能力的影响较小，但是受制于数字赋能，跨学

科融合的影响，也是形成可持续发展和高阶思维能力的必要的初阶能力。而且跨学科融合，创新创业能

力，高阶思维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均直接受数字赋能的影响，这些影响最终将集中反映到对新质人才

的影响上，当然培养学生的成长心态、内驱力与自我意识、好奇心与终身学习等，以提升其可持续发展

能力也是必修内容。 

5.2. 建议 

本研究通过对高等职业教育中新质人才的测量和实证研究，深入剖析了数字赋能、跨学科融合、创

新创业能力、高阶思维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关键要素对人才新质性的影响。通过建立结构方程模型，我

们验证了这些潜在变量之间的关系，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数字赋能作为新时代职业教育的核心要素，与人才新质性的相关性最强。随着数字技术的飞

速发展，职业教育机构必须加强对学生的数字技术教育，提升他们的数字素养和数据分析能力，以适应

未来职场的需求。这不仅有助于学生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也是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力量。 
第二，跨学科融合在新质人才培养中同样占据重要地位。通过设计跨学科课程，鼓励学生探索不同

学科间的联系，可以有效提升学生的综合能力和创新能力。这种跨学科的学习模式有助于学生在面对复

杂问题时，能够灵活运用多学科知识，提出创新的解决方案。 
第三，创新创业能力、高阶思维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也是新质人才不可或缺的重要素质。通过激发学

生的创新创业精神，强化高阶思维能力的培养，以及融入可持续发展理念，可以全面提升学生的综合素

质和竞争力。这些能力的培养不仅有助于学生的个人发展，也有助于推动社会的可持续进步。 
第四，高阶思维能力作为新时代人才的核心素养之一，在本研究中展现出了对新质性人才培养的重

要价值。它不仅反映了个体在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创新思维方面的能力，更是推动个体适应复杂多变

社会环境的关键。通过培养高阶思维能力，职业教育能够更好地帮助学生形成独立思考、批判性分析和

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这对于他们未来的职业发展和社会贡献具有重要意义。同时，高阶思维能力与

可持续发展能力之间形成了紧密的关联，共同构成了新质性人才培养的重要基石。 
第五，可持续发展能力作为新时代人才必备的素质，不仅要求个体具备对环境的敏感性和社会责任

感，更强调其能够在保证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生态环境的优化。在本研究中，可持

续发展能力被证实为新质性人才培养的关键因素之一。通过加强实践教学、更新课程内容以及结合最新

的科技进展和产业需求，职业教育可以有效地提升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使他们能够更好地适应未来

社会的发展需求。 
综上所述，高等职业教育在新质人才培养方面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为了培养出更多符合

新时代要求的新质人才，职业教育需要不断更新教育理念，加强与行业企业的合作，构建更加科学合理

的人才培养体系。同时，我们也期待在未来的研究中能够进一步探讨和完善新质性人才培养的理论体系

和实践路径，为职业教育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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