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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高职教育发展的方位、方向与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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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职教育是我国首创的教育类型。伴随改革开放后经济转型升级，高职教育从无到有、从小

到大、从弱到强，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和《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

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的公布实施，为新时代高职教育发展提出了要求，指明了方向。实施

“双高计划”，舞起发展龙头，深化改革创新，增强发展动力，强化统筹协调，优化发展环境，是打赢高职教

育提质升级攻坚战的重要方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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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 月 24 日，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

改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提出一系列新

目标、新论断、新要求，是办好新时代职业教育的顶

层设计和施工蓝图；3 月 29 日，教育部、财政部印发

《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

划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重点支持一批优质

高职学校和专业群率先发展，引领新时代职业教育

实现高质量发展。高职教育要牢牢抓住大有可为

的发展机遇期，立足时代、提高站位、把握使命，明

确发展的方位、方向与方略，遵循规律、改革创新、

提质升级，在新的起点上迈向更高水平。

一、方位：高职教育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

高职教育是我国首创的教育类型。伴随改革开

放后经济转型升级，高职教育从无到有、从小到大、

从弱到强，探索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模式，把一

批又一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输送到生产建设管理

服务第一线，加速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程。

（一）伴随改革开放，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力

支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

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急需大量技术技能人才。

国家引导传统专科人才培养向高职教育转型，一些

地方建设了职业大学，开始了高职教育的探索。世

纪之交，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扩大招生规模，高职

教育也迅速扩张，基本每个地市至少建有一所高职

院校，招生规模达到高校招生数的一半，为推进我

国高等教育大众化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新世纪以

来，在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高等职

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等项目的引领下，高职院

校全面深化内涵建设，创新办学体制机制，改革人

才培养模式，人才培养水平和社会服务能力不断提

升。目前，全国共有高职院校 1418 所，高职在校生

达到 1134 万人，5.8 万个专业点覆盖了国民经济的

主要领域，毕业生半年后就业率在 90% 以上。高职

生绝大部分来自农村和城市中低收入家庭，近三年

来，850 万家庭通过高职教育拥有了第一代大学

生，有力促进了教育公平、社会公平。据统计，在现

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

一线新增的从业人员 70% 以上来自职业院校毕业

生，有力提升了我国人力资本素质，支撑了经济社会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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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持续改革探索，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

模式

高职教育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教育模式，是

中国对世界教育的独特贡献。高职教育先行先试，

改革创新，在专业建设、人才培养、校企合作、条件

保障、质量评价等方面，探索形成了一系列理念模

式和制度标准。一是健全产教融合机制。建立了

56 个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组建了 1400 多

个职教集团，覆盖了 90% 的高职学校。布局了 409

个高职院校牵头的现代学徒制试点，每年惠及近 6

万名学生（学徒），探索“招生即招工、入校即入厂、

校企联合培养”的现代学徒制培养模式。跟踪产业

发展，修订专业目录，指导高职院校动态调整专业

布局，进一步确立了政府调控与高等职业院校自主

设置配合配套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二是率先完

善办学标准体系。2011 年首次制定发布了 410 个高

职专业教学标准，之后逐步建设了涵盖学校设置、

专业建设、教学标准、经费投入、教师队伍、学生实

习等环节的制度标准体系。高职专业教学标准、顶

岗实习标准、仪器设备装备规范等从无到有，填补

了我国职业教育的空白。三是率先开展考试招生

制度改革。高职教育分类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是国

家高考招生改革的先行者和探索者。2006 年起，即

开展了示范高职院校单独考试招生改革试点；2013

年，明确了基于高考的“知识+技能”招生、单独考试

招生、综合评价招生、对口招生、中高职贯通招生、

技能拔尖人才免试招生等 6 种招生方式；2018 年全

国高职院校分类考试占当年高职招生计划总数的

54%，避免了“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现象，为学生接受

高职教育提供了多种入学渠道。四是创造性地构

建了高职自己的质量保障制度。率先建立学校、

省、国家三级质量年度报告制度，率先分类指导学

校建立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制度，发挥学校的教育

质量保证主体作用，构建校内全员全过程全方位的

质量保证制度体系。高职教育的创新探索，带动了

职业教育改革，优化了高等教育结构，成为教育现

代化进程中的活跃因素和重要力量。

（三）面对更高要求，到了下大力气抓好的时候

我国高职教育发展虽然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与

教育现代化的目标相比、与建设教育强国的要求相

比、与服务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使命相比，仍存

在一些突出的问题和不足。主要有：一是职业教育

体系建设不够完善，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还很薄弱，

技术技能人才向上成长的渠道还不通畅；二是制度

标准不够健全，办学特色不鲜明，很多方面参照普

通教育办学，实训基地建设有待加强，教材、课程与

生产实际脱节，滞后于产业发展和技术进步；三是

各地对高职教育的支持力度不平衡，有的没有把职

业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生均经费等保障政策

还不健全，企业参与办学的积极性不高；四是部分

高职院校发展自信不足，不是集中力量立足本位、

提高质量、办出特色，而是把工作的着力点放在了

推动学校升格上；五是“崇尚一技之长、不唯学历凭

能力”的良好氛围还未形成，技术技能人才在就业

和发展上还存在不平等待遇，导致高职教育社会吸

引力不强。随着我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产业升级

和经济结构调整不断加快，各行各业对技术技能人

才的需求越来越紧迫，高职教育重要地位和作用越

来越凸显 [1]，到了必须下大力气抓好的时候。

二、方向：努力办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教育

中国教育已经进入世界中上行列，发生全方位

变化，实现系统性提升，取得历史性成就。党的十

九大提出“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方案》要

求，把职业教育摆在教育改革创新和经济社会发展

中更加突出的位置，大幅提升新时代职业教育现代

化水平；《意见》提出，集中力量建设一批引领改革、

支撑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职学校和专业

群。这为新时代高职教育发展提出了要求，指明了

方向。

（一）把握根本遵循，坚定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为

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高职教育

领域要深入理解把握讲话精神，用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教育的重要论述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要坚持党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保证党的路线方

针政策决定能够不折不扣得到贯彻执行，充分发挥

党组织在职业院校的领导核心和政治核心作用，牢

牢地把握学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将党建工作

与学校事业发展同部署、同落实、同考评，保证职业

院校始终成为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的坚强阵地。

（二）把握根本任务，坚定人人出彩的培养方向

立德树人是教育工作的根本任务。高职教育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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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德为先，落实好“六个下功夫”，用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努力培养担当民

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2]要面向人人，深化

考试招生和培养模式改革，为不同学习者提供多元

化的入学渠道和学习方式，努力使教育选择更多

样、成长道路更宽广。要育训并举，切实履行学历

教育与培训并重的法定职责，面向在校学生和全体

社会成员开展职业培训，为校园和职场之间灵活转

换提供更加便捷通道，让更多青年凭借一技之长实

现人生价值，让三百六十行人才荟萃、繁星璀璨。

（三）把握本质属性，坚定职业教育的类型方向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类型教育，具

有同等重要地位。高职教育具有高等教育和职业

教育的双重属性，本质上是职业教育，以往的成功

探索在于坚持了这一定位，以后的成功发展仍要坚

持职业教育的类型方向。要深刻把握职业教育发

展的本质要求、内在规律和阶段特征，坚持面向市

场、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坚持高素质技

术技能人才的培养定位，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的办学模式，坚持德技并修、工学结合的育人机制，

实现高职教育由参照普通教育办学模式向企业社

会参与、专业特色鲜明的类型教育转变。

（四）把握时代要求，坚定更高质量的发展方向

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

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

的矛盾，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

展阶段。高职教育要把高质量供给作为发展方向，

满足人民群众和经济社会对优质多层多样高职教

育的需要。要大力推进教育理念、体系、制度、内

容、方法、治理现代化，着力提高教育质量，使高职

教育成为广大考生和家长的“优质选项”。要支撑

国家战略发展，融入区域产业发展，提升服务产业

转型升级的能力，为中国产业走向全球产业中高端

提供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支撑。要服务“一带一

路”和国际产能合作，开发国际通用的专业标准和课

程体系，推出一批具有国际影响的高质量专业标准、

课程标准、教学资源，打造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品牌。

三、方略：打一场高职教育提质升级攻坚战

当前，高职教育发展方向已经明确，实现高质量

发展还要付出巨大努力。我们要改革创新、攻坚克

难，聚焦重点、难点和热点，破除制约事业发展的体

制机制障碍，把心静下来，把劲鼓起来，把步子迈出

来，打一场高职教育提质升级攻坚战。

（一）实施“双高计划”，舞起发展龙头

最近，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启动中国特色高水平

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简称“双高计划”），准备

集中力量建设 50 所左右高水平高职学校和 150 个左

右高水平专业群，打造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和技

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从示范（骨干）校建设，到优

质校建设，再到“双高计划”，并不是简单的优中选

优，而是以持续的政策供给，有计划、有步骤、有重

点地推动职业教育发展。从工作定位来讲，“双高

计划”对高职教育战线而言，是要在后示范时期明

确优秀学校群体的发展方向；对职业教育战线而

言，明确如何引领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加快

实现职业教育现代化；对经济社会发展而言，明确

如何服务国家战略和回应民众关切。从工作目标

上讲，“双高计划”就是要坚定走中国特色职业教育

发展道路，坚持扶优扶强与提升整体保障水平相结

合，着力建设一批促进区域经济转型发展、支撑国

家战略、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高职学校，着力建设

一批服务、支撑、推动国家重点产业和区域支柱产

业的高水平专业群，实现“当地离不开、业内都认

同、国际可交流”。

（二）深化改革创新，增强发展动力

改革是教育事业发展的根本动力，高职教育是

深化教育改革的重要突破口。要坚持改革创新的

鲜明导向，更加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

性，以改革激活力、增动力。

一是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体制机制改革。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的基本办学模式 ,是

办好职业教育的关键所在。要完善行业企业参与

办学的体制机制和支持政策，支持建设一批行业指

导的跨区域大型职业教育集团，遴选培育一批服务

重点产业领域的产教融合型企业，推动建设一批具

有辐射引领作用的产教融合实训基地，进一步提高

行业企业参与办学程度，推动职业院校和行业企业

形成命运共同体。高职院校要根据自身特点和人

才培养需要，主动与行业领先企业在人才培养、技

术创新、就业创业、社会服务、文化传承等方面开展

合作，形成校企命运共同体。以技术技能积累为纽

带，建设人才培养与技术创新平台，促进创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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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核心技术产业化，重点服务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

业的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加强与地方政府、产业

园区、行业深度合作，建设产教融合平台，服务区域

发展和产业转型升级；进一步提高专业群集聚度和

配套供给服务能力，与行业领先企业深度合作，建

设技术技能平台，服务重点行业和支柱产业发展。

二是深化德技并修、工学结合的育人机制改革。

青年高职学生正处于人生的“拔节孕穗期”，最需要

精心引导和栽培。要开好思政课，增强德育针对性

实效性，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人才培养全过

程，引导学生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

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要健全德技并修、工

学结合的育人机制，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把劳

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国家教学标准，推进职业技

能和职业精神培养高度融合。要推动职业院校教

师、教材、教法“三教”改革，完善“双师型”特色教师

队伍建设，建设引领教学模式改革的教师创新团

队；健全教材建设规章制度，组织建设量大面广的

专业核心课程教材，遴选发布一批校企“双元”合作

开发的国家规划教材；普及推广项目教学、案例教

学、情景教学、工作过程导向教学等，推广混合式教

学、理实一体教学、模块化教学等新型教学模式。

总结现代学徒制试点经验，校企共同研究制定人才

培养方案，及时将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纳入教学

标准和教学内容，强化学生实习实训。启动学历证

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即 1+X 证书

制度试点），鼓励职业院校学生在获得学历证书的

同时，积极取得多类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拓展就业

创业本领。加快推进职业教育国家“学分银行”建

设，有序开展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所体现

的学习成果的认定、积累和转换，为技术技能人才

持续成长拓宽通道。按照“管好两端、规范中间、书

证融通、办学多元”的原则，严把教学标准和毕业学

生质量标准两个关口，规范人才培养全过程，提升

人才培养质量。

三是深化德同业异、类型特色的评价制度改革。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要克服

“普教化”“技能化”倾向，坚决破除“五唯”，加快构

建与类型特色相适应的多元评价机制。要综合评

价学习者的职业道德、技术技能水平和就业质量，

以及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水平，建立职业教育质量

评价体系。完善政府、行业、企业、职业院校、用人

单位、学生等共同参与的质量评价机制，积极支持

第三方机构开展评估，将考核结果作为政策支持、

绩效考核、表彰奖励的重要依据。尊重教育类型的

多样性，加快建立“职教高考”制度体系，推动形成

考试招生与人才培养的有效联动机制，使不同性格

禀赋、兴趣特长、素质潜力的学生享有更多样的教

育选择和更畅通的学业提升通道。推进教学诊断

与改进工作，完善质量年度报告制度，健全质量自

我保证机制。

（三）强化统筹协调，优化发展环境

一是构建标准体系。质量是有标准的，没有标

准就没有质量。将标准化建设作为统领职业教育

发展的突破口。建立健全学校设置、师资队伍、教

学教材、信息化建设、安全设施等办学标准，引领职

业教育服务发展、促进就业创业。实施教师和校长

专业标准，提升职业院校教学管理和教学实践能

力。持续更新并推进专业目录、专业教学标准、课

程标准、顶岗实习标准、实训条件建设标准（仪器设

备配备规范）建设和在职业院校落地实施。巩固和

发展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联合行业制定国家教学

标准、职业院校依据标准自主制订人才培养方案的

工作格局。

二是增强工作合力。国务院职业教育工作部际

联席会议制度已建立，进一步加强了国家对职业教

育工作的领导。在该制度框架下，教育部门将加强

与政府其他部门、行业组织的协调配合，加强中央

与地方的衔接互动，强化统筹协调，形成办好新时

代职业教育的工作合力。组建国家职业教育指导

咨询委员会，对全国职业院校、普通高校、校企合作

企业、培训评价组织的教育管理、教学质量、办学方

式模式、师资培养、学生职业技能提升等情况，进

行指导、考核、评估等。国务院已把职业教育作为

教育领域激励对象，列入加大激励支持力度的重点

内容，各地要切实履行好发展职业教育的主体责

任，完善支持政策，促进职业教育融入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

三是健全投入机制。职业教育仍是我国教育体

系的短板。各级政府要建立与办学规模、培养成

本、办学质量等相适应的财政投入制度，地方政府

要按规定制定并落实职业院校生均经费标准或公

用经费标准。在保障教育合理投入的同时，优化教

育支出结构，新增教育经费要向职业教育倾斜。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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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社会力量捐资、出资兴办职业教育，拓宽办学筹

资渠道。职业院校要以服务求发展，积极筹集社会

资源，增强自我造血、自我发展功能。

四是提升管理水平。提升管理水平是促进职业

院校内涵发展的现实要求，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

重要保障。常规管理是基础，是学校办学水平的重

要体现。要加强教学组织管理，加强课堂教学建

设，深入推进教学诊断与改进制度建设，形成常态

化的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和运行机制，建立和完善现

代职业学校制度，提高学校管理工作规范化、科学

化、精细化水平。加快智慧校园建设，促进信息技

术和智能技术深度融入教育教学和管理服务全过

程，改进教学、优化管理、提升绩效。综合运用大数

据、人工智能等手段推进学校管理方式变革，提升

管理效能和水平。

五是营造良好环境。继续用好“职业教育活动

周”等载体，打造“武有技能大赛、文有文明风采”的

形象品牌，推进地方政府统筹职业教育与区域发展

布局，同步规划产教融合与经济社会发展，进一步

落实中高职生均拨款制度，营造更好支持职业教育

的政策环境。推动提高技术技能人才的政治待遇、

经济待遇和社会待遇，消除城乡、行业、身份、性别

等一切影响平等就业的制度障碍和就业歧视，着力

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营造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

展其才的社会环境。

方位标示历史坐标，方向昭示时代使命，方略展

示发展路径。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奋力办好新时代高职教育，为

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作出新的贡献，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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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高职教育发展的方位、方向与方略

Position, Orientation and Strateg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XIE Li
（Department of Vocational and Adult Education, Ministry of Education, Beijing 100816）

Abstract：The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is a kind of educational type which was initiated in China. Along

with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fter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the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has experienced a course of growing out of nothing, expanding from small to large and developing from weak to

strong, and now, it has been standing at a new historical starting point. The issue of the Implementation Plan on

National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he“Double high-quality”Plan has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and

development directions for the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Therefore, we must implement the“Double

high-quality”Plan, better leverage the roles and functions of high quality vocational schools, deepen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strengthen development forces, enhance overall coordination, and optimize the development environment,

which will be important strategies to win the tough battle in upgrading and improving quality.

Key words：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Double high-quality”Plan;

integration of enterprises with vocational scho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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