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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质生产力背景下质量管理人才高等教育培养模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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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新质生产力强调整合科技创新资源，以新兴战略产业和未来产业为载体，科技创新人才为支撑，具有创新性、融合

性、数字化三个显著特征。在新质生产力的背景下，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府治理变革需要大量符合现实需要的质量管理

人才作为支撑和保障。目前，高校质量管理工程教育的供给能力和供给质量不能满足新质生产力发展对质量人才的现

实需求。本文对影响人才供给变化的关键因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强化科研补足教学内容、优化师资队伍提升教学

能力、推进产教融合来优化实践教学等改进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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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emphasizes the integration of scientif 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resources, with emerging strategic industries and future industries as the carrier, supported by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alents, with three distinctive features: innovation, integration 

and digitalization. In the contex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governmental governance changes require a large number of quality management personnel to meet the 

needs of reality as a support and guarantee. At present, the supply capacity and supply quality of quality 

management engineering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cannot meet the realistic demand for quality 

talents in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key factors affecting the 

changes in the supply of talents, and proposes improvement measures such as strengthening scientific 

research to supplement the teaching content, optimizing the faculty to enhance the teaching ability, and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to optimize practical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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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自2017年十九大首次提出“高质量发展”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产业组织形式、企业运营模式以及政府治理手段都在向“高

质量”进行调整和优化。中共中央、国务院2023年2月印发的《质量强国建设纲要》中明确提出：质量专业技术人员结构和数量要更好

地适配现代质量管理需要”[1]。

2023年9月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时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2024年1月，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中

对“新质生产力”定义作出系统性阐述“新质生产力特点是创新，关键在质优，本质是先进生产力”[2]。

新质生产力的新体现在“新技术”“新产业”两个方面，新质生产力的质体现为“高质量”“高效益”，这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主要

关注点。打造新型劳动者队伍，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首要环节 [3-5]。

质量管理人才是指在各个领域中负责管理和保证产品或服务质量的专业人士，高校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需人才的主要供给方 [6-7]。在

质量管理领域，人才培养的目标是培养具备丰富知识和创新能力的专业人才，能够有效解决行业和社会发展中面临的挑战和问题。面对当

前质量管理领域人才新需求，亟需完善质量管理人才高等教育培养模式，为培养人才提供更加全面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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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质量管理教育供给现状分析

随着各种数字化技术的导入，传统质量管理正在转变成数字

化质量管理，质量工程逐渐走向大数据分析，甚至智能化的质量

控制闭环。但我国学科建设与人才培养存在一定割裂，相对于庞

大的社会需求，供给规模小，供给能力弱。

（一）课程体系与实际需求脱节

各校质量工程相关实践课程往往流于形式，没有真正让学生

参与到企业实际质量改进项目中。实践教学的指导教师可能缺乏

实际工作经验，无法给予学生有效的指导。

（二）师资队伍缺乏实践经验

专任教师队伍中，大多数都是“门到门”的，缺乏企业、政

府工作经验，也缺乏质量管理的实践经验，对行业内最新的质量

管理技术和方法，难以及时跟进和准确把握。

（三）与企业合作深度不足

某些高校与企业的合作仅停留在表面，企业只是偶尔参与一

些讲座或提供少量实习机会。高校和企业之间目前仍然缺乏实质

性的项目合作和成果转化，校企合作难以深入推进。

（四）对行业前沿动态关注不够

部分高校在教学中未能及时更新内容，仍沿用较为陈旧的知识

体系。比如在六西格玛管理的教材内容中，仅简单提及基本概念和

流程，而缺乏实际案例和详细操作步骤的展示，导致学生对这一重

要专业知识的掌握仅停留在表面，无法真正应用到实际中。

二、质量管理教育供给的优化途径

作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教育供给侧改革

的目标，就是主动适应人民群众对接受更好质量、更高水平的高

等教育的需求，主动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对多样化高层次人才需

求的变化，为新技术快速、大规模应用和迭代升级提供人才支撑

和智力支援。

（一）确立系统抓和抓系统

基于全面质量管理（TQM）理念，依托课程、教材、师资等

相关资源以及课内外各类教学实践活动，在学校、社会、家庭等

相关方全面参与下，通过持续的 PDCA循环，促进学生综合能力

得到提升 [8]。

（二）统筹强科研和优教学

科研的强大是推动知识边界拓展的关键动力。教师积极投身

科研，能够深入探究学科前沿，为教学注入最新鲜、最具深度的

知识内容。高校应建立合理的评价机制，既考量科研成果，又重

视教学成效，相互促进，推动学术领域的进步与创新。

（三）创新走出去和引进来

具有较强质量管理理论知识和丰富企业质量工程实战经验的师

资是保证质量专业的建设和人才培养取得成效的重要前提 [9]。要立

足校内专任教师能力提升，鼓励和支持教师参加各类职业培训，使

专任教师拥有质量相关职业资格。同时，要延揽“实战派”专家壮

大实践教学师资队伍，推进企业质量主管、政府质量官员、行业协

会及咨询机构质量专业人员走进课堂，提升实践教学质量。

（四）注重产教融合和校企合作

作为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目标的质量管理工程专业，应当迅

速提高企业参与办学的程度。结合国家推进“专精特新”企业培

育相关政策，积极探索产业链主企业、国家级小巨人企业、相关

咨询机构和政府服务平台共建专业，共建实验室。教学方式上，

强调跨学科融合，将信息技术、数据分析等新技术与质量管理相

结合，培养学生综合应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通过实

习实践让学生接触实际工作场景，提升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和综

合素质 [10-12]。

三、结论和建议

在新质生产力背景下，质量管理工程和信息化技术之间的关

系变得更为密切，对实践教学内容进行整合和优化是必须的过

程。发展新质生产力，必须要着力完善创新型人才供给体系 [13]，

一方面，依据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不断提高创新型人才自主供

给质量，通过优化专业体系、课程体系、教材体系和知识体系，

深入创建产教融合的复合型人才自主培育体系 [14]。另一方面是结

合新质生产力发展实践，大力促进创新型人才实践供给，在新技

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装备等领域的创新实践中，推进“干中

学”“干中育”“干中练”，加快在实践中培养战略科技创新型人

才、关键技术创新型人才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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