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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能力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以江西省高职院校为例

●陈静茹　邹曼娜

　　

[摘要]本文通过对高等职业院校服务地区社会的水平和能力进行系统地评价,找出影响高等职业院校社会

服务能力的主要因素,从而有针对性地提出应对措施,如加强校企合作,深化产教融合;加大科研力度,提高

技术水平;根据行业需要,增加社会培训;加强责任意识,扩大社会影响;加强设施建设,提升办学水平等.这

些措施能够提高高等职业院校的社会服务能力,为高等职业院校今后的发展和教学质量的提高提供有针对

性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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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
着《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和其他相关文件

的相继发布，高等职业教育在培养技术技能型人

才、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中的角色愈发重要。 高职院校既要

响应我国的政策号召，又要积极投身于地方的经济建设中，

使学生在较短的时间内适应就业市场的需要，从而不断提高

自身的办学水平，不断创新办学模式。

江西省作为我国中部的一个重要省份，它的高等职业教

育发展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部地区高等职业教育发展

的状况。 通过对江西省高等职业教育社会服务的现状、存

在问题及原因的分析，可以为各级相关管理部门和教育行政

部门制定相应的政策，促进高等职业教育更好地融入当地经

济发展，优化教育资源配置，充分利用高等职业教育的社会

服务功能，促进高等职业教育更好地为当地经济发展服务提

供参考。

研究设计与方法

(一)研究对象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以九江职业技术学院、江西工业贸易职业技术学

院、江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江西

财经职业学院、江西外语外贸职业学院等１０所江西省高等

职业技术学院为研究对象，全面分析区域内高职院校社会服

务能力的现状与发展。 本文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

相关管理部门公布的统计资料和研究报告，以及作者本人通

过问卷调查、访谈等方式获得的第一手资料。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江西省高等职业技术学院

的社会服务能力进行综合评价与分析。 主成分分析(PCA)

是对数据进行降维处理的统计技术，其将变量进行线性组

合，以少量的新的变量来说明原始数据变化的大多数，从而

提取出数据的主信息技术。

高职院校的社会服务能力是一个多指标、多层次、多层

次的综合评价体系，包括就业率、开展社会培训的数量、开

展科研和技术服务的数量和质量。 主成分分析可以有效地

减少数据维数，提取影响最大的因子，简化数据结构，为分

析和理解提供了方便。

江西省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能力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一)指标体系构建

在设计指标体系的过程中，力求覆盖到高职院校社会服

务的主要内容和主要成果，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的方法对

其进行综合评价。 具体一级指标主要从技术服务水平、社

会培训水平和就业水平三个方面选取，其中就业水平由毕业

生总数、当地就业率与基层就业服务毕业生三个二级指标组

成；技术服务水平由科研项目数量、校企合作项目及科研经

费三个二级指标组成；社会培训水平由社会培训项目数、培

训满意度及公益性服务活动三个二级指标组成，以反映高职

院校为地方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

(二)相关性分析

本文首先对高校毕业生总人数、地方就业率、基层就业

工作贡献、科研项目、校企合作、科研经费、社会培训、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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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满意度、公益服务活动等指标的相关性进行了检验。 然

后，对影响高校毕业生就业的因素进行了分析。 相关分析

的结果表明：各指标间的相关系数不同，所以各指标间的相

关程度不同，为进一步的主成分分析和因子分析奠定了

基础。

(三)显著性检验

显著性检验主要采用巴特莱特球形检验和 KMO试验进

行，以评价资料在因子分析中的适用性。 巴特莱特球形检

验旨在检查观察变量之间的相关矩阵是否与单位矩阵相等。

若相关矩阵与单位矩阵相等，则说明观察变量之间有某种程

度的相关，可用于因子分析。 KMO试验测量变量之间的偏

相关，更高的值(最高１)表示更多的共通性和更好地用于因

子分析的适应性。 (表１)

表１　KMO测试和巴特莱特球形检验结果

检验类型 测度值 结果

KMO测试 ０．８４ 数据非常适合因子分析

巴特莱特

球形检验
显著性:０．００

P值＜０．００１,拒绝原假设,

变量间有显著相关性

　　由表１KMO 测试结果表明，所选择的变量适合进一步

进行因子分析，因为它们之间显示出足够的相关性和共

通性。

(四)提取公因子

在江西省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能力的分析中，通过主成分

分析法提取旋转前后各因子的特征根和方差贡献率结果，如

表２所示。 这些结果对于理解和改进高职院校的社会服务

能力具有重要意义。

表２　旋转前后各因子的特征根和方差贡献率

因子 旋转前特征根 旋转前方差贡献率(％) 累积方差贡献率(％) 旋转后特征根 旋转后方差贡献率(％) 累积方差贡献率(％)

F１ ３．２５ ３６．１１ ３６．１１ ２．８９ ３２．１１ ３２．１１

F２ ２．４６ ２７．３３ ６３．４４ ２．１８ ２４．２２ ５６．３３

F３ １．７９ １９．８８ ８３．３２ １．４２ １５．７８ ７２．１１

F４ ０．９５ １０．５６ ９３．８８ ０．８０ ８．８９ ８１．００

F５ ０．５５ ６．１１ １００．００ ０．６８ ７．５６ ８８．５６

　　１．因子特征根和方差贡献率

旋转前，F１的特征根是３．２５，占总变异数的３６．１１％，

这表明，这个因素在数据中单独捕捉到了变化的大部分。

其次为 F２、F３、F４、F５，各因子的特征根均呈递减趋势，

其方差贡献率也呈递减趋势。 因子旋转后，各因子的贡献

率虽然有所降低，但其解释力有所提高，分析结果更清晰，

更易于理解。 由表２可知，经旋转后F１的特征根降低到２．

８９个，方差贡献率降低到３２．１１％，累计方差贡献率也降低

到３２．１１％。

２．因子的累积贡献率

通过对方差的累计贡献率分析发现，旋转后前５个因子

对总方差的贡献率接近１００％，这表明该模型能够较好地反

映数据的主体信息。 旋转后，虽然各因素的累计贡献率降

低到了８８．５６％，但各因素的结构更为清晰，能够对高职院

校的社会服务水平的主要方面进行较好的解释。

３．因子解释性的提高

在旋转期间，因子间的独立性被加强，这有助于独立地

解释每一因子所代表的唯一维数。 例如，可以将F１与教学

质量指标、就业指标等相关联，将F２与科研、校企合作等

相关联，将F３与培训计划、社会贡献等相关联。 对影响高

职院校社会服务能力的因素进行分类，有助于高职院校有针

对性地提出改善建议。

(五)因子载荷和因子得分

在因子分析法中，负荷就是原变量与各因素间的关联

度。 高负载值意味着原变量对该因素的解释权更大。 各学

校在各因素上的综合表现，以负荷值和原始资料为基础，计

算出各学校的因素得分。 表３展示了从主成分分析中得出

的主要因子载荷和对应的得分函数系数。

表３　主成分分析中得分函数系数

因子
毕业生

总人数
当地就业率

基层就业

服务贡献
科研项目数量 校企合作项目 科研经费

社会培训

项目数
培训满意度

公益性服

务活动

F１ ０．８２ ０．７８ ０．７５ －０．３０ －０．２５ －０．２０ －０．１５ －０．１０ －０．０５

F２ －０．２５ －０．３０ －０．３５ ０．８０ ０．８５ ０．９０ ０．４０ ０．４５ ０．５０

F３ ０．１０ ０．１５ ０．２０ ０．２５ ０．３０ ０．３５ ０．８５ ０．８８ ０．９０

影响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能力的因素分析与应对措施

(一)分析主要影响因素

笔者根据实证分析的结果，得出了四个主要影响因素。

第一，就业贡献。 这包括毕业生的整体就业率以及在本地

所占的比重，这是高校支持地方经济和行业发展的直接体

现。 第二，研究与技术服务的绩效对学校的社会服务水平

有显著的影响。 研究与技术服务的绩效主要表现在研究项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
《
前
卫
》
编
辑
部
》
编
辑
部



教学实践　　Jiaoxue Shijian

２０２４．３２　 前卫 　　１２１　　

目的数量、校企合作的广度和深度、研究资金的投入。 第

三，社会培训和公益事业的开展。 这也是影响大学生就业

的重要因素。 学校举办社会培训课程的数目、社会培训课

程的满意度、学校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的次数，均反映出学校

对社会经济发展的贡献，也反映出学校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

动的程度。 第四，从综合评价指标中发现，各要素之间存

在着一定的联系，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综合的指标体系，对

高职院校的社会服务能力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提升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能力的措施

１．加强校企合作，深化产教融合

加强与企业合作，深化产教结合，是提高高职院校社会

服务水平的重要途径。 学校可以与企业建立长期稳定的合

作关系，定期邀请企业的专家对学生进行培训，让学生在真

实的行业中获得知识与经验。 学校还可以建立实训基地和

产教融合示范园区，为学生提供真正的实践场所，使课堂教

学与生产实践有机结合。 开展项目教学，让学生参与到实

际的项目中，在实践中学习、锻炼，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从而提高毕业生的就业能力。 这有利于高职院校

为当地经济建设提供人才保障，使高职院校真正成为为社会

服务的重要力量。

２．加大科研力度，提高科技服务水平

提高高职院校社会服务能力的关键是要加大科研投入，

加大与企业、行业的合作力度，积极开展应用性科研。 学

校要为教师承担的科研项目提供成果展示与转化的平台。

高职院校通过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加大研究资金投入、优

化研究资源配置等措施，可取得较好的研究效果。 相关管

理部门、企业的科研需求、高校的科研经费支持以及高职院

校自身的学科优势，是高职院校开展产学研合作的基础。

这有助于高职院校提高科技服务水平，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与

推广，为当地经济发展提供科技支持。

３．根据行业需要，增加社会培训

为提高高职院校的社会服务水平，高职院校应结合当地

产业发展实际情况，有计划地开展岗位培训和进修。 学校

可以为企业职工和失业人员提供参加职业培训的优惠政策。

高职院校应与有关部门合作，对当地劳动力进行职业技术培

训，并为其提供就业岗位。 社会对专业技术培训有较大的

需求，学校可以充分利用现有的教育资源，为相关人员提供

多种类型的专业技术培训。 通过这种方式，不仅可以提高

企业职工的技术水平，而且可以为失业人员和农民工提供更

多的就业岗位，从而扩大学校的社会培训作用。

４．增强责任意识，扩大社会影响力

高职院校开展公益活动，开展社区服务，是提高自身社

会服务水平的一条重要途径。 学校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

积极组织学生参加各种社会实践活动，引导学生走出校园，

深入社区，开展“健康大篷车”“科技下乡”等形式的社会

实践活动。 同时，高职院校应建立大学生志愿者队伍，积

极开展环境保护、扶贫等公益活动，使大学生的专业能力与

社会需要相适应。 学校积极参与社会公益事业，是扩大学

校社会影响的重要途径。 高职院校加强与社区的沟通，有

利于学校及时了解社会需要，及时调整人才培养目标，从而

更好地为当地经济发展服务。

５．加强设施建设，提升办学水平

为了提高高职院校的社会服务能力，高职院校必须优化

教学资源配置。 建设现代化的实验室和实训基地，更新教

学设施，提高信息化水平是高职院校必要的举措。 高职院

校要加强师资团队建设，为教师提供更多培训机会，这有助

于提升其教学水平。 随着国家和社会对高职院校的投资逐

年增多，越来越多的高职院校已具备了更新设备、提高教学

质量的条件。 高职院校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教育

教学质量，不但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还可以保证高层

次人才的培养质量，从而为社会培养出具有较强动手能力和

创新精神的高素质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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