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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基于生态文明建设背景,深入分析了云南迪庆林业职业教育的SWOT优势、劣势、机遇和

威胁。通过对迪庆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独特的民族文化及政府支持等优势的考察,指出其为林业职业

教育提供了优越的实践教学条件。然而,教师队伍薄弱、设施落后、课程体系不完备等问题也制约了教

育质量的提升。在机遇方面,国家生态文明战略、生态产业发展以及“一带一路”倡议为林业职业教育

的发展提供了政策支持和人才需求。最后,探讨了区域竞争、就业岗位减少等威胁因素。通过SWOT分

析,本研究为迪庆地区林业职业教育的发展路径和优化措施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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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deeply analyzes the SWOT 

advantages, disadvantages, opportunities and threats of forestry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Diqing, Yunnan Province.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of Diqing area's abundant natural resources, unique national culture and government 

support, it is pointed out that it provides superior practical teaching conditions for forestry vocational education. 

However, problems such as weak teachers, backward facilities and incomplete curriculum system also restrict the 

improvement of education quality. In terms of opportunities, the national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strategy, ecological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rovide policy support and talent need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forestry vocational education. Finally, regional competition, employment reduction and other 

threatening factors are discussed. Through SWOT analysis, this study provides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the 

development path and optimization measures of forestry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Diqing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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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生态文明是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核心组成部分,尤其在

林业领域,如何将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相结合,成为当前教育改

革的重要课题。云南迪庆地区,作为中国西部的重要生态保护区,

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和文化优势,为林业职业教育提供了

宝贵的教学实践条件。然而,随着现代化教育需求的增加,现有

的林业职业教育面临师资力量薄弱、教学设施落后、课程体系

滞后等多重挑战。本研究通过SWOT分析法,探索在生态文明背景

下如何优化和提升云南迪庆林业职业教育,以更好地服务于地

区生态建设和绿色发展。 

1 生态文明背景下云南迪庆林业职业教育的优势

(Strengths) 

1.1丰富的森林资源和生物多样性为实践教学提供良好

条件 

云南迪庆地区是全国重要的生态保护区,森林资源丰富,生

物多样性特殊,为林业职业教育实践教学提供独特条件。迪庆地

区的森林覆盖率极高,超过了70%,这一数字远远超出了全国的

平均标准,为学生们提供了大量的实地考察和生态恢复的宝贵

机会。根据迪庆州林业局的数据,迪庆境内森林资源的种类繁多,

拥有超过3000种植物和500多种动物,其中包括国家一级保护物

种,如滇金丝猴、黑颈鹤等。这些自然资源给林业职业教育带来

了逼真的实践场景并帮助学生加深对生态保护,森林管理和物

种保护专业技术内容的理解与掌握。 

1.2当地政府对林业职业教育的重视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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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扶持表现在诸多方面,无论是政策导向还是资金投入

都为林业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有力保障。以迪庆州为例,迪庆州

政府每年设立专项资金资助当地林业人才培养,教学设施建设

以及教育科研项目等。迪庆州财政局公布的年报显示,2023年该

区林业教育专项资金已经达5000万元用于提升教育资源、聘用

高水平教师和更新实验设备反映出政府对于林业职业教育工作

的高度重视。 

1.3独特的民族文化为生态文明教育注入特色元素 

云南迪庆既具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又具有多元民族文化特

别是藏族文化所特有的韵味。这些民族文化元素对生态文明教

育产生了重要影响,可以给林业职业教育带来强烈的地域特色。

藏族文化和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的理念与生态文明建设是高度一

致。藏族人民长期坚持“天人合一”理念,注重自然环境保护与

生态平衡,并形成独具特色的生态观与生态保护实践。林业职业

教育可从融入民族文化元素和进行生态文明教育等方面进行创

新和探索。 

1.4区位优势有利于开展生态保护实践教学 

迪庆位于滇西北高原山地上,生态资源与自然景观丰富,地

理环境复杂多变,涉及高山,峡谷,河流,草甸等各类生态系统。课

前生态保护,环境修复实践教学为学生提供多样化情景与研究

对象。根据当地林业管理部门的数据,迪庆拥有50多万公顷的天

然林保护区,且生态环境相对原始和脆弱,这使得生态保护和森

林管理的教学更具实操性和针对性。学生能够直接参与这一自

然环境下的森林资源监测,生态修复和野生动物保护工程,并积

累了宝贵实践经验。 

2 生态文明背景下云南迪庆林业职业教育的劣势

(Weaknesses)  

2.1师资力量相对薄弱,高水平专业教师缺乏  

尽管本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但教育质量的提升需要

依赖专业教师的支持。迪庆州教育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在林业相

关领域的教师队伍中,只有大约10%的教师拥有高级职称,而持

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则相对较少。这就使教学过程中学生常常很

难触及最前沿的生态学理论与林业先进技术。 

2.2教学设施和实训条件有待改善  

迪庆地区林业职业教育虽然拥有自然资源优势,但是教学

设施与实训条件较为落后,制约着学生实际操作能力与技术应

用水平。目前,很多林业专业实验室及实训基地设备陈旧,缺少

先进教学工具及器材。比如在生态学和森林管理专业实验课程

中,通常很难装备现代化监测仪器和遥感设备这类先进手段,制

约着学生掌握前沿技术。 

2.3课程体系与生态文明建设需求存在一定脱节  

林业职业教育课程体系比较单一,以传统森林资源管理和

木材加工为主,但对于生态保护而言、气候变化应对与其他现代

生态学课程没有得到足够重视。这样就造成学生虽具备林业基

本技能,但对处理新型生态问题认识不足,能力不强。另外,已有

课程体系很少注重跨学科融合,如生态学和环境科学以及可持

续发展方面知识的集成。 

2.4学生就业渠道相对狭窄 

迪庆地区森林资源虽然丰富,但是其配套林业相关企业及

生态产业却比较缺乏,使得学生毕业就业岗位受限。据迪庆州人

社局统计,当地林业专业毕业生就业率不高,而且大部分就业机

会都集中于少数地方性企业,总体就业市场竞争压力大。与此同

时,在传统林业岗位逐步减少以及现代化技术崛起的背景下,很

多毕业生并没有及时顺应就业新潮流。 

3 生态文明背景下云南迪庆林业职业教育的机遇

(Opportunities) 

3.1国家生态文明战略为林业职业教育发展提供政策支持 

生态文明建设战略实施以来,我国政府在绿色发展,生态保

护与环境修复方面强力推进政策支持,林业职业教育有了更清

晰的定位与政策保障。尤其是《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

以及《“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规划》所明确的目标与任务都强

调要发展绿色经济、强化生态环境保护,增强生态文明建设核心

竞争力。基于此政策背景,我国政府持续加大生态环境保护与绿

色产业投资力度,为林业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大量经费支持

与项目资源。如国家及地方政府对林业职业院校专门投入教育

资金进行教学设施建设,课程体系更新,师资队伍培训。同时政

府鼓励学校联合企业,科研机构进行生态技术创新及人才培养

以促进当地生态经济的发展。按照《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目标评

价考核办法》有关规定,各地须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能力建设,

直接推动林业职业教育和生态文明建设目标密切衔接。 

3.2生态产业发展带来新的人才需求 

伴随着我国对于绿色经济以及生态修复领域支持力度的不

断提升,生态产业已经成为当地经济发展中的主要支柱产业。比

如迪庆是云南生态保护的重点地区,政府已经着手推进以生态

旅游为主的绿色产业的发展,凭借丰富的自然资源来吸引更多

的投资与旅游者。生态修复和资源保护,生态农业和绿色建筑等

新兴产业发展既要掌握专业林业技能,又要了解跨学科复合型

人才,具备先进生态保护技术,环境监测技术和绿色建筑相关知

识。而这些新行业,新岗位,恰恰是林业职业教育所能着力培育

的。在绿色产业兴起的背景下,林业职业教育通过不断更新课程

体系和加入现代生态学和环境管理专业来培养与新兴产业相适

应的人才。 

3.3“一带一路”倡议为林业国际合作创造机会 

借助“一带一路”倡议,沿线各国对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管

理要求逐步提升,同时中国林业与生态环境技术与经验也极具

借鉴价值。随着国际合作不断深入,林业职业教育国际化进程不

断加快,特别是生态保护,森林管理与绿色发展领域,中国林业

技术与管理经验已被国际社会所接受与需要。具体来讲,云南是

我国面向东南亚、南亚的一个重要省区,依托于丰富的生物资源

与生态保护经验能够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行技术支撑与

人才培训。 

3.4现代信息技术为教育模式创新提供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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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以及人工智能盛行的今天,林业

职业教育既可以打破传统课堂局限,为学生提供更灵活,更有效

的学习方式,也可以借助数据分析,智能化工具实现教学的精准

化管理。比如学校通过大数据分析能够实时了解学生学习进度

与掌握情况、自定义个性化学习计划等；通过云平台学校能够

广泛共享优质教学资源与学术研究成果,达到教育资源共享与

远程协作。 

4 生态文明背景下云南迪庆林业职业教育的威胁

(Threats) 

4.1其他地区同类院校的竞争压力 

云南迪庆是一个生态优势得天独厚的区域,虽然在林业职

业教育方面有着得天独厚的地理和资源优势,但是却面临着其

他区域高校的激烈争夺。尤其是部分经济发达地区以及生态保

护比较好的省,这类高校在经费投入,教育资源配置以及师资力

量上都比较充足,竞争力较强。不少高校已面向生态文明建设和

绿色发展方向设置相关林业职业教育课程并凭借先进教育设施

与国际化教育体系吸引大批优秀生源。 

4.2生源数量下降影响招生规模 

一是由于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改变,学生择业的观念也发

生了改变,许多学生及家长对于林业这一传统行业的兴趣正在

逐步降低,特别是随着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农村、山区青年

劳动力涌入城市造成林业相关产业从业人员供给不足。二是由

于信息化,现代化农业,服务业等新兴产业吸引,大学生生态环

境与林业行业职业认同度总体呈下降趋势。特别是21世纪以后,

城市里更有希望从事科技,金融,医药等更有发展前途的产业被

更多学生所选择,使本来就以农业,林业为主要依托的地方性高

职院校陷入生源短缺的尴尬境地。 

4.3传统林业就业岗位减少 

以往林业行业就业岗位主要分布于森林资源管理,木材生

产,采伐运输等传统领域中,但是随着绿色发展,生态保护意识

增强以及环保政策强化,传统林业就业岗位逐渐缩减。国家对于

生态环境保护以及森林资源等方面政策要求日益严格,以木材

为主要原料的传统林业产业受到了转型压力,使得与林业有关

的传统就业岗位萎缩。另外,现代化林业技术不断推出,人工智

能,大数据以及遥感技术等运用到森林资源监测与管理当中,逐

步取代了一些传统人工岗位。 

4.4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平衡带来挑战 

在迪庆这一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和资源丰富区域,生态保护

已成为当地政府的一项重要战略目标。尤其面临着生物多样性

保护,森林碳汇,生态旅游等新兴产业发展的要求,如何既能实

现生态保护又能维持经济可持续发展就成了一个迫切需要解决

的课题。迪庆林业职业教育同样面临这一困境,如何把生态保护

和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为区域提供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考验

学校教育水平和科研能力。 

5 结束语 

通过对云南迪庆林业职业教育的SWOT分析,可以看出,迪庆

地区的自然资源和生态优势为林业职业教育提供了巨大的潜

力。然而,教育质量的提升仍面临诸如师资力量不足、设施落后

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大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同时,生态产业

的快速发展为林业职业教育带来了新的机遇,尤其是生态旅游、

生态修复等新兴行业的兴起对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为了应对

外部竞争压力和生源下降等威胁,迪庆地区应不断优化教育体

系、增强跨学科能力培养、提升学生的就业适应能力。最终,

生态文明的建设离不开高素质的林业专业人才,迪庆林业职业

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将对当地绿色经济和生态保护事业做出积极

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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