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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规划需要人才需求预测的优化

和 震，柳 超

（北京师范大学，北京 100088）

摘 要：近年来，国内发布了许多人才需求报告，这些人才需求报告对于职业院校规划有着重要

的指导意义。进一步分析发现，当前人才需求报告中存在三方面问题：一是人才需求分析与预测对

职业院校规划的关联和支撑有待明确；二是人才需求报告编写的协同性和合作性有待提高；三是科

学合理的人才需求预测模型应该得到更加广泛的运用。未来，需要开发和利用更加合理的人才需求

预测模型，提高人才需求报告的编写质量，不断强化其对职业教育规划科学性的支撑作用，这对于行

业人才需求预测和职业院校办学的指导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人才需求报告；人才需求预测；职业教育规划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5485（2021）01-0085-07

DOI：10.16697/j.1674-5485.2021.01.012

现代教育管理·2021年第1期
职业教育

规划编制对于国民经济各行业的发展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当前我国正在开展“十四五”规划

的研究和编制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对“十四五”规

划编制工作做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加强顶层设

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统一起来，齐心协力把“十四

五”规划编制好。对于职业教育界来说，落实总书

记的要求，在国家层面、地方层面和职业院校层面

做好职业教育规划的研究和编制都十分必要。

一、行业人才需求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根

本依据

职业教育的宗旨是面向行业和市场、服务发

展需求、提升职业能力、促进就业创业。提倡与鼓

励发展职业教育是我国经济社会由高速度向高质

量发展过渡时期的重要举措，高素质的技术技能

型人才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基础。

（一）行业发展状况是职业教育发展的根本

依据

行业的发展与职业教育的发展密不可分，从

某种意义上来说，行业发展水平从根本上决定了

职业教育的发展水平：具体来说，这种决定性体现

为以下三个方面。首先，行业发展需求是职业教

育相关专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其次，行业要求与规

范是职业教育专业建设的总体要求；再次，行业内

具体岗位的技能与素质要求是职业教育相关专业

课程内容、教学方式、评价模式等方面基本的选择

标准。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应该遵循行业人才

需求状况，行业人才需求的分析与预测对于职业

院校的规划和办学有重要的意义。一方面，科学

与技术的发展会推动职业对人才能力与数量的需

求发生变化，只有准确的分析、表述甚至预测出这

种变化趋势，才能做出科学合理的职业教育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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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另一方面，不同行业在同一个历史时期对

于人才的需求量是不尽相同的，且不同地区的行

业发展状况也截然不同。因此，只有做好行业人

才需求的全局性与地域性、全行业与分行业的分

析与预测，才能更好地进行职业教育规划，实现人

才需求与人才供给的良好匹配。

（二）行业人才需求与职业院校人才培养不匹

配的直接原因是对行业人才需求状况缺乏深入的

调查与认识

数量型失配是指特定行业人才供给的数量与

该行业人才需求数量的不匹配现象。这种不匹配

表现为行业总体人数和该行业某个或某些岗位的

供大于求或供小于求。王权等人在对现代渔业行

业人才需求的研究中指出，当前现代渔业行业技

术技能人才缺口巨大，人才数量供不应求。［1］

区域型失配是指在特定区域中，某一行业人

才的供给数量与该行业在该地区内所需要的人才

数量的不匹配现象。由于职业教育具有区域性特

征，相比于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的毕业生更多是在

本地就业，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服务，因此人才数

量的区域型失配成为职业教育的突出问题。例

如，王韶华等人在对水利行业人才需求的研究中

指出，2016年全国高职水利类专业点数最多的是

河南省，但是水利工程项目最多的省份是云南省，

人才供给出现了区域型失配现象。［2］

层次型失配是指某行业人才需求的层次结构

与该行业人才供给的层次结构的不匹配现象。例

如，马雪峰等人指出智能机械制造行业中，高职层

次人才远远无法满足行业的人才需求，而中职层

次人才呈现出供大于求的情况。［3］产生这一现象的

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是缺乏对某一专业对应行

业所需要的人才结构的深入调查，导致中高层次

职业院校人才供给结构与人才需求结构失配；其

二是随着技术的进步，中职层次人才可能已经无

法满足现有的职业岗位要求，但职业教育并未根

据技术进步这一客观事实做出积极的调整，从而

导致层次型失配。

能力型失配是指某行业所要求其从业人员应

达到的知识水平和能力水平与职业院校毕业生已

具备的知识水平和能力水平之间的不匹配现象。

例如，特木勒等人在对蒙餐市场行业人才需求状

况的调查研究中指出，锡林浩特市百分之九十以

上的蒙餐店的厨师不懂得蒙古族文化，这种能力

型失配极大地限制了蒙餐市场的发展。［4］由于技术

进步速度加快，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具有一定的滞

后性，因此职业院校毕业生的知识和能力水平与

结构无法满足行业需求，从而导致能力型失配现

象。这不仅需要职业院校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

评价模式、师资建设等方面积极适应行业发展需

要，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同时职业院校应注重学生

方法能力的培养，注重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以增

强学生的顺应能力与应变能力。

行业需求与职院校人才培养不匹配是当前职

业教育发展出现的突出问题。由于职业院校缺乏

对“行业人才需求是职业教育发展的根本动力”这

一观念的基本认识，并且职业教育机构尚未形成

根据职业与社会的发展积极迅速做出反应的机

制，从而使得行业人才需求预测没有得到应有的

重视，进而导致了行业需求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

的脱节。某种意义上说，职业教育规划也在一定

程度上缺少科学依据和现实依据。

二、行业人才需求分析与预测对职业教育发

展规划的意义

（一）对行业发展状况的准确描述有利于了解

行业发展现状与人才需求情况，准确预测行业未

来发展趋势与人才需求

人才培养数量能否与行业人才需求数量相匹

配、人才培养素质能否与行业用人需要相匹配对

于某一特定行业发展的良好与否具有根本性的决

定意义。但是，经济社会发展、国家政策导向、科

学技术进步、企业组织管理方式改善等都会在一

定程度上影响企业的用人需求。准确预测行业企

业未来发展趋势，将行业发展状况与趋势作为人

才需求预测的重要依据，从而优化职业教育发展

规划的编制。当前社会的发展对于人才素质的需

求呈现出了一些共同的趋势，主要体现为以下四

个方面。

第一，进入新时代，社会进步、科技革命、创新

驱动、高质量发展要求从业人员的职业能力与素

质普遍提高。

第二，新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推动行业企业

信息化、智能化程度提高，要求从业人员的信息素

养、数字素养与互联网意识普遍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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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经济全球化趋势要求从业人员跨文化

理解力和外语水平特别是专业外语水平普遍

提高。

第四，学习化社会的构建、终身学习理念的发

展要求从业人员具备自学与自主发展的能力，在

职业教育中除了职业知识与技能的传授之外，关

键能力的培养在受教育者终身学习中具有特别重

要的意义。

（二）行业人才需求报告是沟通社会与职业教

育的桥梁，为职业教育规划提供基本参照

所谓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与行业用人需求的对

接，其内涵具体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专业结构与产

业结构相适应、层次结构与技术结构相适应、规模

结构与劳动力结构相适应、布局结构与区域结构

相适应。［5］

专业结构与产业结构相适应是指职业院校的

专业设置情况应该与产业的发展情况相匹配，这

种适应具体包括两个维度。从全局与区域来说，

不仅全国职业院校专业的总体结构与国家产业发

展结构相适应，并且各省市自治区内职业院校专

业结构也应该与地区产业发展结构相适应。从行

业与岗位来说，不仅要加强特定大类专业为特定

行业发展的服务能力，也要注重具体细分专业与

特定行业岗位结构的适应情况。

层次结构与技术结构相适应是指中职与高职

所培养的人才数量比例与行业企业当前技术要求

相匹配。中职院校与高职院校的人才培养定位不

同，二者的比例与企业的用人需求比例应该保持

吻合，应培养不同层次的人才以满足企业不同的

岗位需求。反之，将会导致行业企业从业人员的

能力与素质无法满足行业企业发展需求或产生人

才学历过剩、教育资源浪费问题。

规模结构与劳动力结构相适应是指职业院校

人才培养数量与劳动力市场人才需求数量相匹

配。做好劳动市场人才需求调查工作，能更好规

划职业院校招生工作，防止人才不足或过剩。

布局结构与区域结构相适应是指职业院校的

地区布局情况与产业的区域分布相匹配。当前职

业院校分布主要集中于经济发展较好的地区。因

此，中央与地方政府应该根据产业区域结构和区

域经济发展情况，合理安排职业院校布局结构，加

大对于经济落后地区的教育资金投入，实现职业

教育与产业发展、经济发展的良好循环。

三、面向职业教育的行业人才需求报告的基

本结构与内容

为准确发布行业用人需求，促进供需有效对

接，2014年以来，在教育部职教所和有关单位组织

指导下，共有 48个行指委负责完成了 74个《行业

人才需求与职业院校专业设置指导报告》。［6］除此

之外，其他行业与机构在近些年也陆续发表了若

干人才需求报告，这些报告对于职业教育规划的

编制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因此本文对行业人才

需求报告的基本结构与内容进行如下分析。

（一）行业发展状况

行业人才需求报告在调查人才需求现状和进

行人才需求预测之前，要对该行业发展现状进行

描述，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行业发展态势与

规模、行业发展模式与行业分类、行业发展重点、

行业经营方式、行业技术发展、行业区域布局、行

业发展趋势预测等。例如，吴金旺等人在互联网

金融行业人才需求报告中指出互联网金融行业发

展态势迅猛、规模扩展迅速；互联网金融发展模式

更加多元；互联网与金融业的融合会带来金融行

业的服务方式和经营方式发生改变，迎来新的经

营架构、经营方式和经营环境；并提出了行业发展

的重点和行业的区域布局。［7］对于行业发展状况的

调查与描述，有利于后续人才需求的准确预测。

厘清行业发展现状、发展重点和发展趋势是探讨

人才需求现状和人才需求预测的先决条件，为人

才需求预测提供重要的行业发展依据。

（二）行业人才需求状况分析

人才需求报告还要着重描述当前特定行业的

从业人员现状和人才的需求情况，具体包括以下

几个方面：行业人员从业岗位、行业人员从业规模

和学历结构、未来行业人才需求状况、行业人员素

质要求等。例如，李怡民等人在城市轨道交通行

业人才需求报告中，将城市轨道交通系统技能人

员划分为 9大岗位群；指出企业职工数量以及新录

取员工数量，并阐明新录取员工的学历结构；根据

每年新增运营里程预测出 2019年和 2020年人才

需求数量，并根据行业技术发展状况和企业调查

状况，指出城市轨道交通行业从业人员的素质要

求。［8］在行业人员从业岗位、从业规模和学历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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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业人员素质要求方面，研究人员通常采用问卷

调查、访谈等方式进行实地考察，深入企业一线，

了解企业员工状况。在未来行业人才需求预测方

面，主要采取了三种方式：其一，根据行业发展状

况来推断人才需求状况；其二，根据企业实地调查

询问来确定人才需求状况；其三，根据人力资源预

测模型来预测人才需求状况［9］。
（三）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与人才培养情况

人才需求报告也要对职业院校的专业设置与

人才培养情况进行描述。该部分所描述的内容主

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职业院校专业设置情况、

职业院校专业招生和就业情况、职业院校专业人

才培养状况。在招生与就业情况方面，用以描述

的指标包括五个方面：招生数、在校生数、毕业生

数、就业率、毕业一年后就业对口率。通过对以上

五大指标的分析，可以大致描述出职业院校在招

生就业方面的具体情况。

（四）行业人才需求与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的匹

配分析

在行业发展状况、人才需求状况和职业院校

办学状况的调查、描述和探讨的基础上，人才需求

报告还要分析二者之间的匹配关系：一是专业设

置匹配分析，包括人才培养规模匹配分析，人才层

次结构匹配分析，专业区域布局匹配分析等；二是

人才质量匹配分析，包括专业人才培养目标与定

位匹配分析、课程和教学匹配分析、专业能力与关

键能力匹配分析、评价方式匹配分析、师资队伍建

设匹配分析等。例如，吴金旺等人在互联网金融

行业人才需求报告中，在专业设置匹配分析方面，

从专业设置情况、专业培养规模、专业布点三个方

面进行了分析；在人才培养质量匹配分析方面，从

专业培养定位、职业技能培养体系、课程体系、师

资队伍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10］

（五）指导意见与政策建议

人才需求报告的最终目的是在行业人才需求

分析与职业院校办学状况分析的基础上，发现当

前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从而提出相应

的指导意见与政策建议，促进职业教育与行业发

展需求良好对接，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因

此，在一份人才需求报告中，职业院校办学的指导

意见与政策建议这一部分是全文的精髓，其意见

与建议是否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现实基础以及

可行性等条件，都是决定一篇人才需求报告质量

高低的重要因素。综合来看各个行业已经发表的

人才需求报告，其提出的指导意见与政策建议可

以大致分为六个方面，即专业设置与规模、课程与

教学、评价模式、师资队伍、政策激励与校企

合作。［11］

四、当前人才需求分析与预测存在的问题与

解决对策

（一）人才需求分析与预测对职业院校规划的

关联和支撑有待明确

我国职业教育发展长期以来存在忽视职业教

育的职业性与社会性、忽视职业教育发展特殊规

律的问题，这一问题的产生与职业院校办学闭门

造车存在极大关系。忽视职业教育与职业和社会

发展之间的联系，导致职业院校无法或不愿根据

社会发展动态来及时进行职业院校调整和改革，

忽视了人才需求分析与预测与职业院校规划之间

的关联，人才需求的分析与预测长期以来未能够

得到足够的重视。为提高职业院校对人才需求与

预测的重要性的认识，强化人才需求与预测的科

学性和准确性，增强人才需求分析与预测对职业

教育规划的支撑作用，政府和学校可以在以下三

个方面采取相应的措施：

第一，职业院校应该专门设立行业发展与人

才预测研究机构，通过调查、访谈、实地走访等方

式，深入了解行业企业发展动态与人才需求，根据

以往数据、国家政策变化和科学技术发展情况，预

测未来人才需求，从而为职业院校发展规划提供

现实基础。

第二，职业院校应该根据产业发展对人才素

质提出的新要求，融合新知识、新技术，在拓展职

业院校专业外延的同时，积极深化、重构专业内

涵，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的质量和针

对性，真正实现行业人才需求预测对职业教育规

划编制的优化作用。

第三，政府应该设置行业发展与人才预测机

构，或者委托社会第三方机构进行调查、分析和预

测，掌握国家或地区各行业发展动态和人才需求

情况，掌握职业院校的数量、布局、招生人数、在读

人数等数据。根据调查分析结果和数据，科学合

理地进行职业教育规划，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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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二）人才需求报告编写的协同性和合作性有

待提高

当前，人才需求报告的编写与发布主要由三

个机构来承担，分别是政府的人力资源与社会保

障部门、各行指委与高校研究人员和社会第三方

机构。三个主要承担机构在人才需求分析与预测

方面各具有自身的优势。

对于政府的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来说，

中央政府可以针对全国范围内整体人才需求与各

行业整体人才需求进行较好的统计，地方政府也

可以针对本地区产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进行调

查。在人才预测方面，政府的人才预测可以更多

更深入地考虑经济发展战略对某一特定行业发展

与人才需求的影响，从而使人才需求预测更具有

准确性与前瞻性。因此，政府的人力资源与社会

保障部门擅长人才需求数量统计与预测工作。但

由于缺乏职业教育研究人员或与高校职业教育专

家合作程度较低，导致在政策建议与指导意见方

面缺乏针对性和科学性，甚至难以根据人才需求

预测结果来有效进行职业教育规划。

对于各行指委和高校研究人员来说，其对于

特定行业的发展动态和发展趋势有较为深入的了

解。该类人员通常采用问卷、访谈等方法对行业

企业用人需求与用人结构现状进行调查，了解行

业当前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数量与质量，结合行业

发展趋势某一行业未来一段时间内技能型人才需

求进行预测，通过将预测结果与当前职业院校办

学规模和专业布局进行对比，提出指导职业院校

办学的指导意见与政策建议。因此，行指委与高

校研究人员结合行业发展动态与技术进步趋势，

在人才预测方面具有一定的准确性，但是缺乏全

面完整的数据（该类人员在人才需求调查上往往

采取企业抽样的方式，难以兼顾全局性与区域性）

且往往缺乏科学合理的人才需求预测模型成为其

人才预测的短板。尽管如此，行指委与高校研究

人员针对行业发展需求与职业院校办学状况的匹

配分析，往往善于提出具有较强针对性与科学性

的指导意见，有利于优化职业教育规划。例如，楼

宏强等人针对医学检验行业人才需求，提出职业

院校医学检验技术专业设置与建设的建议与对

策，包括积极把握行业发展趋势，完善专业设置与

动态调整机制；主动对接医检岗位变化，合理构建

多层次人才培养体系；持续深化专业质量建设，健

全专业教学标准和评价体系等。［12］

对于社会第三方机构，主要是指人才招聘机

构，如猎聘网、智联招聘等。该类机构的招聘、求

职等数据来源广泛，可以充分发挥大数据的作用，

在人才需求现状与预测中具有较大的优势，可以

兼顾国家整体人才需求状况和某一区域人才需求

状况，也可以针对某一行业进行全局性与区域性

需求预测。但是，由于缺少行业专家和职业教育

研究人员，该类机构难以将统计与预测数据与职

业教育建立关联。

通过上述对三类机构的分析，可以发现三者

在人才需求分析与预测方面各有其优势。因此，

职业院校应该加强与政府、高校职业教育专家、各

行业协会和社会第三方机构的协同与合作，做出

更加科学合理的人才需求分析与预测，并根据预

测结果优化职业教育发展规划。

（三）科学合理的人才需求预测方法和模型应

该得到更加广泛的运用

在当前人才需求预测方面，往往采用问卷调

查与分析的方法，或是根据以往年份人才需求数

据抑或是根据行业未来发展趋势，来预测未来年

份人才需求数量。总的来说，传统的分析方法可

以分为两类，即时间序列法和相关分析法。时间

序列法是指将人才数量的历史资料按时间顺序排

列起来，然后分析其随时间变化的趋势，从而推测

未来某个时刻的人才需求数量。即是将影响人才

数量的因素综合起来用时间描述，找出时间与人

才数量之间的相关关系，从而进行预测。［13］目前来

说，这一类方法中最常用的模型是回归分析法，即

根据以往年份人才需求数据与时间建立起回归模

型，进而对未来人才需求量进行预测。相关分析

法通过对历史数据的分析，寻找人才数量与社会、

经济、教育、科技等因素的统计关系，然后估计模

型参数，得到人才需求预测模型，从而利用确定了

的社会经济目标来预测人才需求量。［14］传统的人

才预测方法基本上是基于惯性原则、对比原则和

相关原则而产生的方法，其应用前提是国家或区

域的经济体制、经济发展政策和人才政策在较长

时间内保持稳定，经济发展没有大幅度波动，当出

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幅度波动（如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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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人才增长的不连续性变化，或人才管理政策引

起人才总量或结构发生跳跃式变化时，就不能仅

仅再使用传统的数学模型进行人才需求的预

测。［15］因此，开发和利用更加合理的人才需求预测

模型对于行业人才需求预测和职业院校办学的指

导具有重要的意义。

1. 德尔菲法

德尔菲法是目前人力资源领域进行人才需求

预测的一种常用方法，它是美国兰德公司在以专

家会议来进行预测的基础上提出的一种方法。［16］

德尔菲法是邀请某一特定行业的专家对该行业的

发展发表观点，不断完善进而达成一致的一种定

性研究方法。该方法的应用目的是就某一事物未

来的发展趋势和发展动态进行预测。

德尔菲法的应用程序可以简要概括为四步。

首先，进行预测筹备工作，具体包括：确定预测的

项目与课题；设立专门负责预测工作的组织机构；

选择与预测课题有关的若干名专家。其次，由专

家对这一课题进行预测。再次，进行统计反馈工

作，具体来说是汇总专家意见，形成预测表，将预

测表分别寄送给各位专家，由专家对预测表做出

第二轮判断和预测，反复进行几轮，直至专家的意

见趋于一致。最后，形成预测结果。在某些情况

下，定量的人才需求预测方法并不能取得较好的

效果，而德尔菲法作为一种定性研究方法，却可以

避免定量研究中无法避免的缺陷，获得较为准确

的预测结果。

2. 灰色预测模型

灰色预测模型的理论基础是灰色系统理论。

灰色系统理论由邓聚龙教授于 20世纪 80年代创

立，该理论的主要研究对象是小样本、贫信息的问

题。所谓“灰色”，是指该理论中各种系统分成黑、

白、灰三种类型。“黑”指信息完全未知，“白”指信

息完全已知，“灰”指部分信息已知、部分信息未

知。灰色系统对“部分”已知信息进行开发，然后

提取有价值的信息，实现对系统运行行为、演化规

律的正确描述和有效监控。灰色预测模型通过对

数据的处理来建立灰色模型，进而对该系统未来

状态进行科学、定量的预测。该模型的突出特点

是可以利用较少的信息来进行较为准确的趋势预

测。灰色预测模型一般简称 GM（GREY MODEL）
模型，一个 n阶，h个变量的灰色模型记为：GM（n，

h）。在人才需求预测领域内，一般采用GM（1，1）
模型。该模型的建立过程通常具有四个步骤，即

首先利用原始数据进行累加构造生成时间序列，

其次利用最小二乘法求得待估参数，再次将参数

带入建立GM（1，1）预测模型，最后对已获得的模

型进行检验和修正。灰色预测模型在人才需求预

测方面有其独特的优点，不需要大量的数据与样

本，样本数据不需要有规律性分布。同时，该模型

的建立过程步骤简单，计算量小，预测精准度高。

但是，该模型的预测精度直接由模型建立的质量

所决定，因此，只有当模型误差较小时才可以获得

良好的预测结果。此外，该模型的运用应该结合

其他的方法一同使用，相互印证，以此来提高预测

的准确度。

3. BP神经网络模型

由于客观世界中存在大量的非线性关系，因

此传统基于线性思维的预测方法正在向非线性预

测方法转变，BP神经网络模型便是对不同现象间

的非线性关系进行模拟预测的一种模型。BP神经

网络模型善于探寻由多个输入变量所影响的输出

变量之间的关系，并且具有较好的模型适应能力。

BP神经网络可以看成是输入输出集合之间的一种

非线性映射，实现这种映射不需要知道系统的内

部结构，而只需通过对有限个样本的学习来达到

对系统内部结构的模拟。因此，在行业企业人才

需求预测方面，BP神经网络模型可以得到广泛的

运用。一般情况下，将行业企业收入、从业人数、

劳动生产率等因子作为自变量输入BP神经网络，

将人才需求数量作为输出变量，找出人才需求数

量与各因素之间的非线性关系。

除了单纯应用BP神经网络模型来对未来人才

需求进行预测之外，部分研究人员将灰色预测模

型与BP神经网络模型结合起来形成灰色BP神经

网络模型。根据结合方式的不同，灰色BP神经网

络模型可以分为串联型和并联型。所谓串联型是

指利用灰色预测模型来预测BP神经网络模型的输

入变量，然后通过BP神经网络模型拟合求出预测

值；所谓并联型是指同时采用灰色预测模型和BP
神经网络模型求出人才需求的预测值，计算二者

预测值的平均值作为最终的预测结果。当前研究

人员更多采用的是串联型模式。

由此可见，职业教育领域应该加强对人力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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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领域中人力资源预测理论与模型的参考与借

鉴，并在此基础上，结合技术技能人才和职业教育

的特征，积极完善与改进面向职业教育的人力资

源预测的理论与模型，以使其能够更加科学准确

的预测未来行业人才需求状况。未来，我国将不

断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提高职业教育质量。［17］

这要求我们进一步做好规划改进面向职业教育的

行业人才需求预测方法，对于优化行业人才需求

对职业教育规划的支撑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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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timization of Talent Demand Forecast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Planning

HE Zhen, LIU Chao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8）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many talent demand reports have been published in China. Through

analysis of the basic structure and contents of these reports, it is found that the industry talent demand

reports have important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planning of vocational colleges.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there are three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talent demand reports. First, the relationship and

support of talent demand analysis and forecast to the planning of vocational colleges need to be clari‐

fied; second, the synergy and cooperation in the preparation of talent demand reports need to be im‐

proved; third, th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talent demand forecast model should be widely used. In the

future, it is necessary to develop and utilize a more reasonable talent demand forecasting model, im‐

prove the compilation quality of talent demand reports, and continuously strengthen its supporting role

in the scientific planning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industry talent

demand forecasting and the guidance of running vocational colleges.

Key words: talent demand report; talent demand forecast; vocational education plan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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