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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等教育发展程度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起着重要的支撑作用。武汉城市圈高等教育的发展能够为

社会提供人才保障，但现实中又难以适应武汉城市圈经济社会发展对制造业人才的需求。文中通过定性与定量分析

相结合的方法，从分析武汉城市圈高等教育发展与制造业现状入手，分析了武汉城市圈人才需求状况，提出了武汉

城市圈高等教育发展对制造业人才需求契合的对策建议。即：创建一体化培养机制；创新一流的教学方式；配置高

效的教育资源；完善人才评价激励机制；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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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f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to Adapt to the Manufacturing Talent Demand 
-- Based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of Wuhan City Circle Manufacturing 

□ LIANG Dong1，ZHANG Yu2 

(1.Business school，Jianghan University，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of Wuhan City Circle Manufacturing，

Wuhan 430056; 2.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chool，Wuh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Wuhan 430023, China) 

【Abstract】The level of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of a country's economic developmen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support.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wuhan city circle can provide talent guarantee for the society, but in 

reality it is increasingly difficult to adapt to the wuhan city circl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demands for 

manufacturing the cultivation of specialized personnel. In this article,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qualitative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method, from the analysis of wuhan urban circl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alyzes the wuhan city circle talent demand situation, proposed the wuhan city circle of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of conjunction of the demand for manufacturing personnel. 

Namely: create integration training mechanism; Innovation first-class teaching methods; Configuration and efficient 

education resources; Perfect talent incentive mechanism; Create a good employment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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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快城镇化进程，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湖北省明
确提出了以武汉城市圈等城市群建设为重点，形成支撑经济
发展和人口集聚的城市群，带动周边地区发展。在高等教育
发展方面，武汉城市圈处于全国领先地位。高等教育作为当
代整个社会发展的基石和轴心，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以及
直接为社会服务方面显示出比以往更重要、更直接、更有力
的作用，对于全方位提升武汉城市圈社会政治、经济和科技
文明，肩负着越来越重要的使命，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这种

作用将更趋显著。 
1 武汉城市圈高等教育发展现状 

1.1 高校、高职院校规模 

从湖北高校的分布来看，大多数高等学校都集中在武汉
城市圈内，而城市圈内的高校又大多集中在武汉市。武汉城
市圈共有高校 94所，武汉占了 85所，其他 8个城市的高校
数量相对较少，且多为单科性学院和职业技术教育学校。据
武汉市统计局统计，武汉市现拥有省属本科院校 15 所、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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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部委高校 8 所、独立学院 22 所、成人高校 7 所、普通专
科学校 1所、高等职业学校 32所[1]。 
整个武汉城市圈的高等教育规模和教育质量分布不太均

匀，都在城市圈的中心区域--武汉市聚集。目前，武汉城市
圈的中心区域明显在教育规模与质量方面比其他区域更具优
势。除开武汉市的其他 8 个城市的高等教育规模总量还不到
中心地区（武汉市）的四分之一。其中，位于武汉城市圈中
的鄂州和天门两市经教育部认可的普通高校数为零。 
1.2 在校学生规模 

    以武汉城市圈中心城市—武汉市为例，2013 年武汉在
校大学生和研究生总数已达到 118.33 万人，占全国在校大
学生和研究生总数 2473.1 万人的 4.78%，不仅在全国 15
个副省级大城市中名列第一，而且还超过了北京、上海等城
市。 
尽管武汉市已成为全国的高教大市，但并非全国高教强

市，在许多方面与国内其他经济发达城市仍有不小的差距。
例如：在研究生高端人才的培养教育上，北京和上海市的在
校研究生数量在 2010 年就分别达到了 22.50、11.17 万人，
分别位居全国第一、第二。而武汉市在 2011 年才达到 10.28
万人，仅居全国第三[2]。 
1.3 专业设置情况 

我国的高等教育对研究生和本科生已经制定了基本专业
目录；对专科生还没有制度统一的专业目录，而是按照学校
规划进行专业方面的培养。武汉城市圈高校现已形成比较完
整的学科体系，目前武汉城市圈内高校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
科 17个，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 125个，国家重点（培育）
学科 18个，省部级重点学科一级学科 99个、二级学科 668
个[3]。 
1.4 硬、软件设施配备情况 

武汉是全国公认的高等教育中心。武汉城市圈高等学校
的硬件设施配备较为齐全。武汉城市圈拥有研究开发机构
700 多个，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10 个和国家重点实验
室 28个，并且各高等院校相继完成了校园全网WIFI 覆盖工
程，不断扩大图书资源，在硬件设施上与时俱进。在“软件”
方面，武汉城市圈主要通过整合师资力量，提高教学质量，
规范教学管理来提高“软件”质量。 
1.5 毕业生就业情况 

武汉城市圈位于高教强势地区，2013 年应届高校毕业
生总人数达 39 万多人，创历史新高。伴随着毕业生数量不
断攀升的同时，武汉城市圈总体就业形式变得越来越严峻。
据调查，目前高校毕业生总体签约率逐年下滑，形势不容乐
观。近年来，高校不断进行扩招，高等教育由精英教育逐步
转向为大众教育，出现了劳动力市场上供大于求的局面。同
时每年的毕业生人数急剧上升，就业难度不断增大，有些岗
位甚至几百、几千人共同竞争。毕业生们都无一幸免地要面
对就业困难的尴尬局面。 
与此同时，武汉城市圈内高校毕业人才就业地点也面临

着重新洗牌。由武汉市人社局发布的武汉地区高校毕业生就

业报告显示，从 2007 年开始，毕业生留汉就业比例逐年递
减，2007 年为 55.3%，2008 年为 52.19%，2010 年为
50.7%，2011 年首次跌破 50%，仅为 47.04%，39.93%
的硕士和博士生愿意在武汉发展。武汉地区“211 院校”毕
业生留汉比例也呈下降趋势。2010 年，“211院校”留汉就
业比例为 38.4%；2011 年，仅为 26.45%[4]。毕业生留汉
比例下降，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省内各市
州经济好转，并开始发力揽才。武汉周边城市发展迅猛，尤
其是“1+8”城市圈联动带动效应，一般制造业、加工业需
求则向周边中小城市扩散，吸引了大批毕业生回归家乡就业。 

资料显示，仍然有相当一部分毕业生到武汉城市圈外的
经济发达地区就业。不可否认，武汉城市圈外的经济发达地
区对人才可能更具吸引力。根据调查，武汉城市圈高校毕业
生的就业意向，最向往的五个城市分别是北京、深圳、广州、
上海及武汉。2009 年，武汉市人事局专门采集了武汉地区
高校毕业生在五个城市的就业状况数据：“2008 年，武汉地
区高校本科毕业生在深圳就业人数的比例上升较多，为
6.23%，比 2007 年上升 2.11%；在北京和广州就业人数的
比例略有上升，分别为 1.81%和 3.62%；在上海就业人数的
比例与上年基本持平。武汉地区高校本科毕业生在武汉的就
业率 2006 年达到高峰后，2007 年有所回落，为 55.32%，
比 2006 年下降了 5.79 个百分点，2008 年继续下滑，降至
52.19%。”  
2 武汉城市圈制造业现状分析 

2.1 主导行业及分布 

武汉城市圈制造业，在空间上是以武汉市为中心，半径
约 100公里的区域范围，即指以武汉为圆心，包括黄石、鄂
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天门、潜江周边 8 个城市所
组成的城市圈，又称“1+8”城市圈。圈域总面积 57822.36
平方公里、总人口 3067.3 万人，分别占湖北省总量的
31.1%、51.2%，城市密集度较高，经济基础较好，环境及
自然条件优越，是湖北省乃至长江中游最大的城市圈域[5]。 
制造业是一个庞大的产业体系，是资本、技术、劳动力

充分整合的具有高度专业化和深度分工的广泛产业组群。因
此，在下面的论述中，采用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 
4754-2002）标准。根据收集到的统计年鉴资料，武汉城市
圈的制造业主导产业见下表： 

表 1  2012 年武汉城市圈各城市制造业主导产业 

城市 主导行业 

武汉
汽车产业、钢铁产业、电子信息产业、石化产业、食品烟草产业、装备制造产业、纺

织服装产业、医药产业、建材产业、能源环保和日用轻工产业 

黄石 装备制造产业、建材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医药产业 

鄂州 冶金产业、纺织服装产业、石化产业、食品产业 

孝感 汽车产业、医药产业、食品产业、纺织服装产业、装备制造产业 

黄冈 食品产业、医药产业、建材产业、装备制造产业、纺织服装产业 

咸宁 食品产业、电子信息产业、建材产业、造纸及纸制品业、纺织服装产业 

仙桃 纺织服装产业、医药产业、食品产业 

潜江 石化产业、冶金产业、装备制造产业、医药产业、纺织服装产业、农产品加工产业

天门 纺织服装产业、装备制造产业、医药产业、食品产业 

（数据来源：2013 年湖北省统计年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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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表可以看出，武汉作为武汉城市圈的中心，有 11
个重点制造产业，包括汽车产业、钢铁产业、电子信息产业、
石化产业、食品烟草产业、装备制造产业、纺织服装产业、
医药产业、建材产业、能源环保和日用轻工产业。武汉制造
业的主导产业基本涵盖了武汉城市圈制造业的产业布局，起
到了一定的产业引领作用。 
2.2 企业与从业人员数量      

根据可以收集到的数据显示，武汉城市圈制造业企业数
量由 2008 年的 12067 家增加到 2010 年的 16106 家。
2008--2010 年，增长率最高的是 2009 年，数量由 2008
年的 12067 家增长到 2009 年的 14027 家，同比 2008 年
增长了 16.24%。同比增幅最小的是 2010 年，企业数量由
2009 年的 14027 家上升到 2010 年的 16106 家。 

 

图 1  2008-2010 年武汉城市圈制造业企业数及增长率 

（数据来源：湖北省统计年鉴 2009-2011，湖北省统计
局） 
2010 年武汉城市圈制造业从业人员数为 2814381 人，

其中 R&D（Research and Development）人员数为
166357 人。 
2.3 工业总产值 

2008 年武汉城市圈地区生产总值达 6430 亿元，占湖北
省地区生产总值的 56.8%，同比增长 15.7%；2009 年武汉
城市圈地区生产总值为 8016.16 亿元，占湖北省地区生产总
值的 62.5%，同比增长 14.1%；2011 年武汉城市圈地区生
产总值为 11859.6 亿元，占湖北省地区生产总值的 60.5%，
同比增长 13.6%。可见，武汉城市圈在工业总产值方面对湖
北省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武汉城市圈的工业总产值增幅最大的是 2010 年，由

2009年的15567.02 亿元增加到21623.12亿元，同比增长
了38.90%；增幅最小的是2009年，由2008年的13454.94
亿元增长到15567.02亿元，同比只增长了15.70%。 

 
图 2  2008-2010 年武汉城市圈工业总产值及增长率 

（数据来源：湖北省统计年鉴 2009-2011，湖北省统计
局） 

2.4 主营业务收入  

武汉城市圈制造业的主营业务收入增幅最大的是 2009
年，由 2008 年的 13081.9 亿元增加到 15331.62 亿元，同
比增长了 17.20%；增幅最小的是 2010 年，由 2009 年的
15331.62 亿元增长到 17051.21 亿元，同比增长 11.22%。 

 
图 3 2008-2010 年武汉城市圈制造业主营业务收入及增长率 

（数据来源：湖北省统计年鉴 2009-2011，湖北省统计
局） 
2.5 工业结构类型 

2011 年武汉城市圈规模以上工业轻、重工业结构比例
中可以看出武汉城市圈呈现明显的重工业化和单极化结构特
征。在工业结构方面，武汉、黄石和鄂州的轻、重工业比例
失调，重工业比重过高，高于武汉城市圈平均水平，且高于
湖北省和全国的比例结构水平。其中，黄石的结构比例最高，
达 11.8：88.2，仙桃最低，仅 73.3:26.7。相对于 2005 年
武汉城市圈工业结构比重而言，轻工业比重加大，重工业减
少，但武汉、黄石、鄂州以及武汉城市圈平均水平均小于 1：
3，属于重型工业结构类型。 
单极化结构特征是指武汉城市圈制造业中的主导行业所

占比重较大。根据资料显示，从武汉城市圈工业总产值行业
构成分布情况看，制造业占 83.2%，其中，黑色金属冶炼及
压延加工业占 18.6%，电力的生产和供应业占 12.4%，仅此
两大行业即占武汉城市圈工业总产值的 31%，武汉城市圈工
业结构单极化趋势明显。 
武汉城市圈制造业的税收总额增幅最大的是 2010 年，

由 2009 年的 616.06 亿元增加到 777.96 亿元，同比增长
了 26.28%；增幅较小的是 2009 年，由 2008 年的 537.21
亿元增长到 616.06 亿元，同比增长 14.68%。 

 

图 4  2008-2010 年武汉城市圈制造业税收总额及增长率 

（数据来源：湖北省统计年鉴 2009-2011，湖北省统计
局） 
3 武汉城市圈制造业人才需求分析 

3.1 对经营管理人才的需求 

武汉城市圈科教综合实力在全国排名靠前，尤其是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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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人员、高级知识分子、大学生数量都占有十分明显的优
势。但是在科技能力转化为生产力过程中，高层次制造业经
营管理人才与武汉制造业的实力地位不相匹配。一方面，缺
乏一批管理精英，即熟悉国际国内市场、具有现代管理、营
销知识和能力的企业管理人才；另一方面，缺少同时具有管
理与专业技能的双料人才，即具备专业技能的经营管理人才，
很多专业领域的“专家”还无法成长为跨领域、跨行业、跨
学科的复合型管理人才，不能有效提升和增强武汉城市圈制
造企业的市场竞争能力。 
3.2 对专业技能人才的需求 

专业技能型人才是制造业人力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要
振兴武汉城市圈现代制造业，就必须具备一批专业技术人员，
特别是高级技工、技师，操作设备人才等高级蓝领。目前武
汉城市圈高级技工数量约占技工总数的 5%，与发达国家
40%的份额相比，两者相差甚远。 
制造业的产业性质决定了其劳动密集性的特征，与其他

产业相比，需要更多的技能型人才。除了对人才数量有基本
要求，现代制造业的发展还要求技能型人才的知识、能力不
断上移，在人才质量上也有所提高。社会对专业技能人才的
需求日益旺盛，是由现代制造业的发展趋势所决定。 
3.3 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 

武汉城市圈制造业技术水平的提高使得制造业领域劳动
者素质有了明显的提高，其表现之一为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
程度提高。目前，武汉城市圈的国际化水平不高，企业对外
开放程度也较低，因此更加需要复合型人才的大力支持。 
制造业复合型人才是指既熟悉国际市场营销、大项目管

理、金融财务、资本运作等专业领域，又懂技术、熟悉大规
模生产、具有创造性的高素质人才。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
天，通过引进和留住高素质复合型人才，武汉城市圈制造业
不仅能够开拓更多更大的国内市场，还有可能在国际市场上
占得一席之地，获得更多发展机会。 
4 武汉城市圈高等教育发展与制造业人才需求契合的对策建议 

4.1 创建一体化培养机制 

武汉城市圈创建一体化人才培养机制，必须要走九城产
学研相结合的路线。武汉城市圈“1+8”九个城市，从教育
观念、教学模式到培养人才机制都应形成统一的体系。从认
识方面达成培养人才的共识，以建立武汉城市圈产学研一体
化人才培养机制为核心，通过武汉城市圈拥有的突出科研和
高校优势，与制造业发展有机结合，使得武汉城市圈的科教
资源与市场需求紧密结合，服务于社会生产，最终形成高等
院校、科研部门和企业研发一体化的运行机制。 
人才培养是高等教育发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部分，也是

增加武汉城市圈基础性人才总量，及时更新现有人才储备，
提升人才素质的有效途径。要推进武汉城市圈内人才培养一
体化进程，必须综合考虑武汉城市圈内人才现状、制造业结
构布局和人才供给与需求情况。高等教育要面向实际情况，
制定合理的人才培训计划并组织实施，从而建立人才培养与
人才需求相适应的动态人才一体化培养机制。 

与此同时，人才培养还需要科学合理的分层次进行。首
先，全面掌握武汉城市圈内各城市制造业人才现状是建立人
才一体化培养机制的前提。对武汉城市圈内各城市开展一次
制造业人才队伍建设的调查，在摸清制造业人才总量、专业
结构、知识结构、年龄结构、地域分布情况等的基础上，因
地制宜的制定各城市内人才培养一体化计划。在培养机制的
制定过程中，要注重各地区的实际情况，将各城市制造业发
展规划与人才培养相结合。既有中、短期培训计划，也有高
层次人才与基础性人才培养规划[6]。武汉城市圈要尽量做到
不出现人才培养滞后，跟不上经济社会发展的情况，也不可
浪费人才资源，造成人才的过度培养。 
4.2 创新一流的教学方式 

高等教育的使命是育人，并将社会所需要的人才进行培
养并输送。要充分满足武汉城市圈制造业高速发展的人才需
求，高等教育首先要改革和创新教学方式。现代高等教育的
教学方式多种多样，文中主要介绍较为创新的几种。 
构建制造业人才培养体验式教学方法体系，能够实现课

堂与市场、校园与社会的无缝对接，培养与制造业专业市场
需要相契合的人才。通过武汉城市圈制造业人才培养体验式
教学，可以尽量满足当前武汉城市圈就业市场，以教学为平
台，以学生能力和技能为载体，培养与制造业人才需求相契
合的适用型高素质人才，拉近就业与教学之间的距离。把就
业市场作为最生动的课堂，通过对“市场”的调研与分析，
采用“体验式”的教学方式，形成以“市场”为主线的实训
主导型教学模式，用就业导向将制造业发展趋势、就业形势
和企业或是行业特色贯串起来，丰富武汉城市圈“复合型+
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教学方法的应用。 
另外，通过导入技能的学习对学生进行启发式教育。在

平常教学中，教师运用与教学有关的知识和经验，促进学生
学习，达成教学目标。同时，让学生全面、主动的发展，诱
导其主动探究专业知识，进行专业方面的启发。高等院校应
当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观，明确自己的教学改革目标，
做出有效规划并付诸努力，形成具备持续发展的专业化学校。 
4.3 配置高效的教育资源 

合理高效的配置武汉城市圈教育资源，一是要加大武汉
城市圈高等院校的协作力度。武汉城市圈院校不仅要在学科
建设、科学研究、资源共享等方面互相支持与协作，更重要
的是在教育教学改革和教师队伍建设上做到不断沟通与优
化。武汉城市圈属湖北省地域范围内，各高等院校能够通过
可行的资源共享方式达到人才培养的目的。优秀教师与高素
质人才是院校间进行沟通的重要因素，在武汉城市圈高校范
围内，采取高效的方法将教师与学生于院校间交换。加大协
作力度能够促进武汉城市圈重点部属高等院校与其他高等院
校的合作，有利于提升武汉城市圈高等教育的整体办学实力
和科研水平，优化教育资源的配置。 
二是要加大整合武汉城市圈教育资源的力度，尽快构建

武汉城市圈“教育大格局”的现代教育体系。努力建立跨城
市、跨高校的统一教育机制，使教育资源的利用由政府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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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向市场引导型转变；建立跨行业的统一管理机制，使教育
资源的配置由“作坊式”向“集约式”转变。并且要统一规
划武汉城市圈内高中与职业教育教学基地，使武汉城市圈内
高校在教育发展中最终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惠互利
的良性互动发展局面[7]。 
4.4 完善人才评价激励机制 

建立健全制造业人才评价机制，形成以业绩为重点，由
品德、知识、能力等要素构成的各类人才评价指标体系，促
进武汉城市圈制造业人才资源的优化配置。制造业企业在设
置人才评价指标或评价标准时，需要充分考虑分布在不同部
门、不同行业、不同岗位人才的工作性质和特点，设计不同
类型的评价模式。 
企业人才大体可以分为经营管理人才、专业技能人才和

复合型人才。对这三类人才的评价切不可“一刀切”，而应
该采用不同的评价方式。由于制造业企业对这三类人才的要
求不尽相同，根据人才需求的不同评价的尺度也不同。针对
三类人才的特点，要建立主体明确、各具特色的评价方法，
并且结合武汉城市圈具体特色，争取做到效率优先，兼顾公
平。同时，在武汉城市圈内运行的同一人才评价机制，能够
成为今后人才在圈内流动的统一评价标准。 
激励措施是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最佳途径。武汉城市

圈各政府可通过设立专项基金，对特聘的知名专家、留学人
员归国投身制造业的实行资助和奖励，重点奖励拥有重大发
明创造、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等核心技术的先进制造业
人才，省市级专家评选过程中适当加大制造业专家比例等；
并鼓励那些有条件的企业建立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积极引进
的国内外的高级人才，采用住房补贴、提供科研经费等方式
给予支持。在人才引进方面，要适当放宽限制条件，一切从
经济发展角度出发，尽可能的创造人才发展环境。 
4.5 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 

第一，强化武汉城市圈制造业企业吸纳人才的核心作用。
鼓励企业建立武汉城市圈自有研发机构，支持大企业集团建
立企业技术开发、研究中心等。通过企业内部的需求，吸收
各类优秀人才到企业中去，使企业成为集聚优秀人才的主体。 
其次，要发挥优势产业和创新型项目对武汉城市圈人才

的吸附效应。武汉城市圈要坚持人才产业集群开发，以产业
转移带动人才、智力转移，围绕制造业重点行业和支柱产业，
形成若干个优势产业人才群体和优势学科人才群体，通过产

业链延伸和产业集群发展集聚相关人才。 
最后，武汉“1+8”城市圈政府应配合制造业企业搭建

良好的投资环境，建立创新创业平台。加快创新载体、孵化
平台、公共服务平台和产业基地建设，重点支持武汉城市圈
内国家级和省级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根据各自的科技优势、
地域特点和产业布局，加快创业中心的建设，构建武汉城市
圈制造业企业一体化网络。 
总之，制造业的强盛，必须以制造业人才作为重要基础

和前提条件。武汉城市圈制造业的发展要突破“创新瓶颈”
的制约，实现制造业的“崛起与赶超”，就要更加重视制造
业人才的作用。 
武汉城市圈高等教育对制造业人才的培养逐渐走向成

熟，在数量和质量上不断与制造业企业的需求相适应。但尽
管如此，武汉城市圈高等教育下对制造业企业输送的人才仍
然存在一些供求差异。因此，武汉城市圈从创建一体化培养
机制、创新一流的教学方式、配置高效的教育资源、完善人
才评价激励机制和创造良好的就业环境等方面进行改进，进
一步加快完善武汉城市圈制造业人才培养方式与促进武汉城
市圈制造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娄星,范静慧,等.武汉城市圈高校教育资源共享机制的构

建[J].武汉工程大学学报,2010,(4):56-62. 

[2] 中新网.武汉在校大学生数量全球城市第一,委员呼吁教育

强市[EB/OL].http://www.chinanews.com/edu/2013/01- 

    05/4460588.shtml. 

[3] 教育网.湖北在全国首次开展高校优势与特色学科评选工

作[EB/OL].http://www.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 

    htmlfiles/moe/moe_1749/201004/86246.html. 

[4] 中国教育在线.2013 年湖北高校毕业生人数达 40 余万人

[EB/OL].http://career.eol.cn/kuai_xun_4343/20131111/t20

131111_1038071.shtml. 

[5] 李笔智,万远英.科学发展观视野下武汉“1+8”城市圈统

筹城乡发展研究[J].社科纵横,2012,(3):47-49. 

[6] 丁金昌.高职教育对接区域经济的现状分析与路径选择[J].

高等教育研究,2013, (3):55-60. 

[7] 张萍.长株潭城市群发展报告(2008):区域经济一体化政策

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 

                                                                                                               
（上接第164页） 

从多重比较结果来看，大一和大二学生在意识、规划维
度均分均存在显著差异，结合均值图分析，可以认为大一学
生时间管理意识和控制能力较强，大二学生最差，而大三学
生介于两者之间。 
3 结论 

研究结果表明：高职学生的时间管理行为的意识、规划、
控制维度在性别、专业类别变量上存在显著差异，在年级变
量上大一学生与其他年级学生存在显著差异；而在是否学生

干部上无显著差异，说明其并不是影响时间管理的主要因素；
不同变量在各子维度上的表征不完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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