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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医药产业向智能化、绿色化、全链条化转型升级，传统职业教育药品生产人才培养存在定位泛华，

校企资源匹配、课程体系不合理和评价体系缺等一些列问题。本文基于全产业链视角，聚焦生产、质控、

流通与管理等核心环节，立足重庆地区药品生产产业链岗位能力需求，明确各专业的培养目标、规格和

方向，构建专业群“三进三化”人才培养模式，实现职教本科教育专业培养和岗位需求的紧密对接；在

此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校企重构“共平台、分模块、群互选”的专业群课程体系，在提高学生

实践能力的同时提高学生的基础理论基础，解决专科课程体系理论基础浅显、实训内容陈旧、普通本科

的课程体系理论课比重大，实践教育缺乏等问题；最后构建多元主体参与、全过程动态监测、成果导向

反馈的专业群教学质量评价体系，形成校企合作、全程监控，动态诊改的专业群教学评价机制，实现专

业群的全方位评价，为药品生产职教本科的职教本科教育探索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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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the pharmaceutical industry towards intelligence, green-
ness, and full chain, there are a series of problems in the traditional vocational education of drug pro-
duction talent cultivation, such as the positioning of pan China, the matching of school enterprise re-
sources, the unreasonable curriculum system, and the lack of evaluation system.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the entire industry chain, focusing on core links such as production, quality con-
trol, circulation, and management. Based on the job capacity needs of the pharmaceutical production 
industry chain in Chongqing, the training objectives, specifications, and directions of each major are 
clarified, and a “three in three” talent training model for professional groups is constructed to achieve 
close integration between vocational education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professional training and 
job requirements; On this basis, further deepen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reconstruct 
the professional group course system of “common platform, modular division, and group mutual se-
lection” between schools and enterprises, improve students’ practical ability while enhancing their 
basic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solve the problems of shallow theoretical foundation in the voca-
tional course system, outdated practical training content, heavy theoretical course ratio in the un-
dergraduate course system, and lack of practical education; Finally, a professional group teaching 
quality evaluation system with diverse subject participation, dynamic monitoring throughout the 
entire process, and outcome oriented feedback will be constructed, forming a professional group 
teaching evaluation mechanism with school enterprise cooperation, full process monitoring, and 
dynamic diagnosis and improvement. This will achiev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professional 
groups and explore new ways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n pharmaceutical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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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

进就业创业的重要途径。高等职业教育是职业教育中十分重要的一环，肩负着为实施创新发展战略和应

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培养的具有高素质技术技能的复合型人才的伟大历史使命[1]-[3]。传统的职业教育

主要集中在中职和高等教育专科层次的培养，已经不适应当前科技发展的需求。为此，2019 年和 2020 年

国家相继发布《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

见》(简称“双高计划”)和《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2 年~2023 年)》，明确提出把本科职业教育

作为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关键一环，培养高素质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

法修订草案(征询意见稿)》中则以法律形式明确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框架，提出建立本科层次职业高等学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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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职教本科建设的实施，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也提出的新要求：2022 年 10 月，教育部办公厅等五

部门发布关于实施职业教育现场工程师专项培养计划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其中提出：建设一批现

场工程师学院，培养一大批具备工匠精神，精操作、懂工艺、会管理、善协作、能创新的现场工程师。由

此可见，培养符合新时代发展的现场工程师将是职教本科建设的主要目标之一。 
现场工程师是面向工程一线的技术实践者、工艺设计者、技术难题解决者和工程组织协同管理者，

是能够适应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高素质工程技术人才，其培养对象范围更为广泛，既有职业院校

在校生，也包括了企业准员工、员工等欲从事或正在从事现场一线工作的应用技术型工程人才[4]。显然

相较于原来的专科层次的高职教育，职教本科对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在过去的三、四十年的

职业教育发展中，我国职业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具有“一技之长”的专业性技能技术人才。人才培养

模式则是参照英国的 BTEC 模式、澳大利亚的 TAFE 模式、美国和加拿大的 CBE 模式、德国的双元制模

式、新加坡的“教学工厂”模式而建立起来的，涌现出了“订单式”、“现代学徒制”等一系列较为先进

的人才培养模式[5]-[10]，但随着职教本科人才培养规格和要求的提高，大部分传统的人才培养模式已经

不能完全适应职教本科的建设要求。而普通本科教育的主要培养目标为培养具备较高学术素养、良好的

职业道德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人才，相对职业本科而言，其重视理论教育，但常常会忽略实践能力的培

养。其人才培养模式也不适合职教本科的教育。因此，寻找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适合专业群发展，满足

行业产业链发展需求和企业岗位人才需求的人才培养模式必将成为此后高等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的重点方

向。 
在国内，已经有较多的学者对职教本科的人才培养模式开展了一些列的研究，扬州大学的硕士研究

生张杰[11]在总结Ｎ大学职业本科专业建设的经验的基础上，对Ｎ大学专业建设各个子系统进行拆解，发

现Ｎ大学在职业本科建设过程中虽然取得了一定的经验，但是也存在着育人目标定位泛化、课程体系动

态调整机制不健全、教学评价体系不够完善、教师管理机制尚待更新和学生实习实训条件受限等问题。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董俊华在教育信息化论坛中对机械设计与制造的职教本科培养模式进行了探讨[12]；
刘攀等提出了软件工程的职教本科的协同育人模式[13]；刘焱基于 PGSD 模型对全媒体电商运营专业的

课程体系进行了研究[14]；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均未彻底解决职教本科定位泛化，校企资源匹配、

课程体系不合理和评价体系缺失等一些问题[15]。并且，这些研究大部分是围绕专业进行，针对职业本科

专业群建设的研究更是少见。为此，笔者在调研重庆市药品生产产业链岗位需求的基础上，对职业本科

药品生产技术专业群课程体系和人才培养模式进行了构建和探索。 

2. 重庆地区药品生产产业链的岗位需求调查 

2.1. 重庆地区药品生产产业规模与发展趋势 

近年来，重庆市药品生产产业规模持续扩大。2022 年，全市医药工业实现总产值 632.9 亿元，占全

国工业总产值的 2.1%。全市共有药品生产企业 180 余家，涵盖化学药、中成药、生物药等多个细分领域。

从企业规模来看，既有像太极集团这样的大型企业集团，也有众多中小型药品生产企业。在产业发展趋

势方面，随着生物技术、信息技术等前沿技术与医药产业的深度融合，创新药研发、高端制剂生产以及

智能化生产成为重庆市药品生产产业的发展方向。例如，一些企业加大在创新药研发方面的投入，积极

开展与高校、科研机构的合作，推动创新药物的研发进程；部分企业引入先进的自动化生产设备与信息

化管理系统，提升生产效率与质量控制水平。同时，在政策推动下，重庆市着力打造生物医药产业集群，

如重庆国际生物城、两江新区高端医药和医疗器械产业园等产业集聚区不断发展壮大，产业集聚效应逐

渐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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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重庆地区药品生产产业链岗位需求分析 

重庆市药品生产产业链较为完善，涵盖了从原材料供应、药品研发、生产制造到药品销售与流通的

完整环节。 
在原材料供应环节，重庆市在中药材种植、原料药生产和药用辅料上产上均具有较好的基础，重庆

市目前拥有国内外的道地药材 35 种，规范化种植面积突破 250 万亩；此外，重庆的福安药业、圣华曦药

业等企业在化学原料药生产方面具有较强实力，其生产的部分原料药在国内市场占据较高份额。 
在药品研发环节，重庆市拥有一批科研实力较强的高校与科研机构，如重庆医科大学、陆军军医大

学等，为药品研发提供了智力支持。此外，部分企业也建立了自己的研发中心，加大在新药研发方面的

投入。在研发方向上，除了传统的化学药研发外，生物药研发成为新的热点，如一些企业在抗体药物、

疫苗等领域取得了一定进展。 
在生产制造环节，重庆市药品生产企业在化学药制剂、中成药、生物制品等多个领域具备生产能力。

在化学药制剂方面，企业能够生产片剂、胶囊剂、注射剂等多种剂型；在中成药生产方面，依托丰富的

中药材资源，形成了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中成药产品；在生物制品领域，部分企业在血液制品、重组蛋

白药物等方面实现了产业化生产。 
在药品销售与流通环节，重庆市拥有较为完善的药品销售与流通网络，包括大型医药商业企业、连

锁药店以及医疗机构等。例如，重庆医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内知名的医药流通企业，在药品配送、

销售等方面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同时，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药品电商也逐渐兴起，为药品销售

与流通提供了新的渠道。 

3. 基于全产业链的药品生产专业群职教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探究 

3.1. 聚焦产业链与技术创新双维度，重构专业群专业设置，满足全产业链岗位需求 

 
Figure 1. Logical diagram of industrial chain, job cluster, certificate cluster and professional cluster 
图 1. 产业链、岗位群、证书群和专业群的逻辑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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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重庆市药品生产产业的布局和发展趋势，职业本科院校的专业设置需要打破传统专业壁垒，通

过分析产业链的岗位需求发现，在研发阶段的岗位需求对学历和技能的要求较高，70%需要研究生以上

的学历，因此，职教本科药品生产技术专业群在进行岗位设置时应以药品生产“研发–生产–质控–流

通”全产业链中的“生产–质控–流通”为逻辑主线，构建“药品生产与技术”专业群。以重庆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为例，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下，重点围绕化学药产业链的五大领

域，构建了以应用化工技术、药品生产技术两大专业为核心的药品生产专业群。工业分析技术专业对接

原料药的质量控制岗位群；应用化工技术专业对接原料药的生产岗位群，药品生产技术专业对接药品规

模化制剂生产岗位群，药品质量与安全专业对接药品质量控制和安全生产岗位群，药品经营与管理专业

对接药品销售，用药咨询岗位群，形成了产业链–岗位群–专业群–课程群–人才链一体化的培养模式

(如图 1 所示)，明确专业群各专业的职教本科的培养目标、规格和方向，确保专业群各专业培养的人才符

合产业链岗位群现场工程师的人才需求，实现学历教育专业培养和岗位需求的紧密对接，为一体的全产

业链式的药品生产专业群职教本科建设探索新途径。 

3.2. 立足产业链岗位能力需求，构建专业群“三进三化”人才培养模式 

以行业企业人才需求结构为导向，紧扣药物生产技术人才需求，创建基于“全产业链”式专业群的

“三进三化”人才培养模式，形成以典型岗位群所需能力为导向，校企协同培养，实现人才知识与技能、

理论与实际、能力与素质的有机融通。一进阶实现项目任务化；二进阶实现专业课程项目化；三进阶实

现教学实境化。最终达到“做”中学“理论”、学“技能”、学“能力”的教学目标，实现知技融通、逐

级递进。 

3.3. 深化产教融合，校企重构“共平台、分模块、群互选”的专业群课程体系 

由于职教本科的培养目标和需求与职教专科及普通本科教育存在较大的不同，现有的专科类高职课

程体系和普通本科的课程体系已经无法满足现场工程师的要求。 
综合职教本科和药品生产产业链的岗位需要，系统化地将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纳入各类课程，

校企共同设计科学规范的专业群课程体系，构建由分级共享平台、分立平台和互选平台组成的“共平台、

分模块、群互选”的课程体系，培养学生基础职业能力、核心职业能力和综合职业能力。 

3.4. 构建多元主体参与、全过程动态监测、成果导向反馈的专业群教学质量评价体系 

职业教育工程师及其培养的研究与实践尚处于起步阶段，可借鉴的、成功的人才培养模式不多。现

有的专科层次的职业教育和普通学术本科的教学评价均不适应职业本科教育的教学评价。综合职教本科

培养现场工程师的要求和职业教育的特点，依托信息化手段和大数据分析，深化校企合作，企业深度参

与人才培养标准制定、过程监控与结果评价，引入行业协会、职业技能鉴定机构开展专业认证(如 1 + X
证书)与第三方评估，选用办学定位与治理、人才培养体系、师资队伍、学生发展、社会服务贡献、质量

保障机制等指标体系对“专业–课程–教师–教学–学生”实现全方位评价，构建多元主体参与、全过

程动态监测、成果导向反馈的专业群教学质量评价体系，为职教本科的教育教学评价提供新的途径。 

4. 结语 

职业本科药品生产技术专业群建设应以全产业链为导航，理清基于化医行业全产业链的药品生产专

业群的组群逻辑和职教本科建设背景下的人才需求，明确职教本科药品生产专业群的人才培养定位，确

定人才培养方案。以技术创新为“引擎”，在充分分析产业链岗位需求的基础上，构建高质量人才培养

体系，完善课程体系，探索提升药品生产关键核心领域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量的途径。通过专业群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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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深度整合、校企双元育人，培养既懂生产工艺优化又能参与研发创新的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为地

方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可持续的人才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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