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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梅州职业技术学院办学定位和人才培
养目标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

适应度报告（2023 年）

一、梅州经济社会发展概况

2023 年以来，梅州市锚定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全力推进苏

区融湾先行区建设，农业生产形势稳定，工业生产稳步回升，

固定资产投资增势较好，市场消费恢复较快，金融运行平稳，

全市经济整体回升向好，全年经济发展预期目标圆满实现。

根据广东省地区生产总值统一核算结果，2023 年梅州市地区

生产总值为 1408.43 亿元，同比增长 6.5%。其中，第一产业

增加值为 266.05 亿元，同比增长 5.8%；第二产业增加值为

444.11 亿元，同比增长 9.5%；第三产业增加值为 698.27 亿

元，同比增长 4.9%。经济运行主要特点如下：

（一）农业生产保持稳定。

2023 年，全市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424.72 亿元，同比增

长 5.9%，增速比 2022 年提高 1.2 个百分点。其中，农业（种

植业）增长 5.0%，林业增长 14.7%，牧业增长 6.9%，渔业增

长 2.6%，农林牧渔服务业增长 9.1%。2023 年，全市粮食作

物播种面积 276.64 万亩，粮食产量 113.84 万吨。蔬菜产量

增长 3.3%，园林水果产量增长 7.9%，茶叶产量增长 9.9%，

猪肉产量增长 9.0%。全年生猪出栏 219.56 万头，增长 9.1%；

年末生猪存栏 119.03 万头，下降 6.8%。

（二）工业生产稳步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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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286.54 亿元，同比

增长 8.9%，增速比 2022 年提高 11.7 个百分点，比前三季度

提高 2.6 个百分点。从三大门类看，采矿业增加值 2.89 亿

元，增长 15.2%；制造业增加值 224.52 亿元，增长 8.8%，

其中，先进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17.0%和

17.1%，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分别为 29.9%、21.7%；电力、

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增加值 59.12 亿元，增长 9.0%。

从支柱产业看，全市五大支柱产业实现增加值 240.16 亿元，

增长 9.0%。其中，烟草增长 4.1%，电力增长 9.6%，建材增

长 0.5%，电子信息增长 16.9%，机电制造增长 20.9%。从工

业园区看，全市 10 个省级工业园区（含集聚区）实现工业

增加值 124.88 亿元，增长 12.7%。增长较快的有丰顺园区、

五华园区、平远园区，分别增长 32.3%、19.5%、19.2%。

二、学院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

广东梅州职业技术学院是以梅州农业学校为基础建设

的一所全日制高职院校，2021 年秋季首次招生。学校的建设

得到省委省政府、省教育厅、市委市政府的高度关注和大力

支持。同时，省教育厅指派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对口帮扶，

该校提出“梅职所需、番职所能”，开展全方位帮扶。学校

成功设立，进一步优化了全省高等职业教育布局，补齐梅州

市没有高职院校的短板，提升了梅州职业教育层次和水平，

学校教职员工的团结奋进、社会各界的期盼和支持，为学校

各项事业健康、快速发展，为“十四五”规划开好头、起好

步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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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现有占地 634.19 亩，其中：校本部北区 300 亩，

校本部西区 175.73 亩，校本部东区 75.82 亩，广梅园校区

43.33 亩城东校区 39.31 亩。现有校舍建筑面积 13.79 万平

方米，其中：校本部东区 51267.67 平方米，校本部西区

39054.33 平方米，广梅园校区 28410.78 平方米，城东校区

19117 平方米。在建校舍面积 20.23 万平方米，其中：校本

部北区 17 万平方米，广梅园校区 3.23 万平方米。现有体育

运动场地 40154 平方米。高职实训场室 130 个，总建筑面积

21832 平方米，实训设备总值 7630 万元，总工位数 3149 个，

生均工位数 0.8 个；校外实训基地数 68 个；学校现有 1 个

国家级实训基地、11 个省级实训中心。

学校 2023 年学校 5个二级学院 20个招生专业共计招生

2800 人，报到 2525 人，现在在校生人数 5156 人。

学校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

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立德树人，强化办学特色；坚持“以

人为本，质量立校，服务国家，回报社会”的办学理念，以

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办学使命，立足梅州，面向广东，

辐射闽赣，以专业建设为龙头，以人才培养为中心，根据社

会经济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

深化学校教育教学和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加强内涵建设，强

化社会服务，全面提高学校办学水平，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

发展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积极助力企业工艺改造、技

术革新和产品升级，助力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构建，

全面提升学校综合实力和服务贡献水平，着力打造一流高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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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

三、学校办学定位与梅州市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契合度高

学校办学定位和人才培养目标与梅州经济社会发展需

求具有较高的契合度和适应度。

（一）服务区域定位契合梅州市和粤港澳大湾区经济

社会发展需求

“立足梅州，面向广东，辐射闽赣”是学校办学服务区

域的定位。学校立足梅州市，紧密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特别是梅州市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变

化，积极应对“中国制造 2025”、人工智能+、数字经济、

创新驱动发展等战略需求，主动适应粤港澳大湾区和梅州

产业转型升级的现实需要，努力回应党和人民群众对高职

教育新发展的期待。聚焦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以培养高

素质的复合型、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为核心，扩大办学规

模，调整和优化结构，提高办学效益。

学校瞄准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

积极调整专业结构，优化专业布局，加强内涵建设，创新

办学模式，深化教育教学改革，不断提高办学水平，不断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不断提高服务发展能力。

（二）办学类型定位契合梅州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学校大力发展全日制高等职业教育，积极发展继续教

育，争取与中等职业学校联合办学（三二分段）、高职自主

招生等，每年可在梅州高考的学子中录取优质生源。同时，

通过“3+证书”、“3+2”中高职衔接人才培养方式可为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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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职学校学生考取广东梅州职业技术学院。此外，还可以

发挥梅州作为闽粤赣边区中心城市的地缘优势和世界客都

的“客缘”优势，吸引赣南、闽西的生源前来就读。力争

到 2025 年，全日制在校学生规模达到 10000 人。

（三）服务社会有担当作为

一是紧密联系梅州社会经济发展，完善科技服务管理

制度，鼓励科技创新团队（人员）以科技下乡、农科特派

员等多种形式服务社会，助推乡村振兴。二是依托“梅州

市基层干部和实用型人才培训基地”开展农村各类型人才

培训。三是依托“广东省新型职业农民培养试点学校”开

展新型职业农民培养。四是实施“政校协同”，采用“工学

结合、半工半读”的教学模式，与大埔县、梅县区、五华

县、蕉岭县、丰顺县等县（区）委组织部合作，成功举办

村（社区）“两委”干部学历教育三年制中专班，培养一批

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农村基层干部，为进

一步推动新农村建设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培育好人才。

（四）校企合作有深度广度

学校一直以来高度重视校企合作，不断拓宽校企合作

的渠道，一是大力推进与梅州高新区、丰顺县人民政府、

五华县人民政府、梅州市农业农村局、梅县区组织部等开

展政校企合作，提质扩面成效显著。二是探索校企深度合

作运行模式，与广东辉骏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共建机电产业

学院、计算机产业学院。三是与梅州市餐饮行业协会及其

会员单位的紧密合作，积极推进省级粤菜师傅培训示范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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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建设，全力实施粤菜师傅工程，助力精准脱贫、乡村振

兴。

四、学院人才培养目标与梅州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需求适应度

高

为进一步落实人才培养目标更好地契合与适应梅州地

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学校通过持续优化专业结构、修订

完善人才培养方案、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建立人才培养

保障机制等举措，以学生、家长和社会满意为准则，不断提

升人才培养质量，契合与适应梅州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之变化

与升级。

（一）专业设置匹配梅州地区经济社会发展需要

通过对区域经济社会产业发展的分析，特别是梅州市和

粤港澳大湾区产业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升级对技术技能人

才需求的变化，积极主动地调整专业结构，优化专业布局。

一是面对梅州和珠三角先进制造业的快速发展，重点建设了

工业机器人应用技术、机电一体化、大数据技术、智能机器

人技术等专业领域。二是针对区域社会学前教育、畜牧兽医、

烹饪等领域技能型人才紧缺的现象，设置了学前教育、畜牧

兽医、烹饪工艺与营养等专业。三是加强专业集群建设，按

照集群化发展的思路推动专业的整合，进一步优化专业结构，

以畜牧兽医专业等学校传统优势学科为基础发展成广东省

高职院校高水平专业群。

（二）立德树人符合梅州地区经济社会对高素质人才需

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