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职业教育内涵式发展

——“双高计划”成绩单公布 高水平职业院校表现如何

2020年年中，所有“双高计划”建设校刚刚递交了自己的“中期考

试”答卷，并收到了“成绩单”。根据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印发

的《关于开展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中期绩效评价

工作的通知》，教育部会同财政部对各地、各建设单位开展中期绩效

评价，7月 30日前完成两部评价。

自 2019年国家正式启动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

划(以下简称“双高计划”)以来，高职院校建设取得了显著成效，实现

了跨越式发展。江苏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陈鹏认为，在“双高

计划”引领下，高职院校逐渐找到了自己的特色定位，并依托特色专

业群打造品牌，在区域乃至全国形成错位发展的竞争态势。一批区域

一流、国家高水平、世界有影响力的高质量职业院校正在建成。

透过“双高计划”建设校成绩单，我们能总结出什么样的经验？职

业院校的未来之路，又该如何走好走稳？

有所为 找到特色定位，形成错位发展

“本次中期绩效评价作为过程性评价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双

高计划’建设绩效的监测器、助推器。”湖南省职业教育研究基地首席

专家郭广军强调，中期评价督促高职院校如期保质保量完成建设任务，

提升项目建设绩效，全面总结建设经验；推动高质量职业院校发挥示



范引领作用，辐射带动本区域其他学校共同发展，提升“双高计划”整

体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水平，形成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长效治理机制，

确保“打造一批‘引领改革、支撑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高职学校

和专业群”的总体目标顺利实现。

江苏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陈鹏认为，本次中期绩效评价从

学校层面和专业层面分别评价、分类加权，重点评价建设任务的产出

情况和建设效益，同时关涉服务对象的满意度和管理过程，体现了产

出导向、质量为先的基本原则，必将引导各高职院校后续有针对性地

持续改进工作。

“从公示的‘双高计划’中期绩效自评报告看，‘双高’建设成果丰硕，

成效显著，绩效指标完成率高，社会贡献度、认可度、支持度高。”

郭广军说，计划实施三年来，有 56所高水平职业学校建设单位，141

所国家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全面落实建设方案和任务书的既定目

标任务。

用数据和实例说话，更能凸显“双高”建设成果。“以长沙民政职业

技术学院为例，作为国家高水平学校(第二类 B档)建设单位，该校于

2019-2021年共取得省厅级以上标志性成果 1324项，总建设任务完

成率为 96.81%，学校自评分 96.81，自评等级‘优秀’。”郭广军介绍，

该校旨在建设国家级高水平、省级一流特色专业群，打造面向现代民

政服务、湖南区域现代服务和智能制造领域的中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培

养高地。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高职研究所研究员周海英分析了本次中

期绩效评价中呈现的“双高”建设三大趋势：“一是管理越来越科学，从

自评到省评到国评，‘双高’建设的监督管理机制形成了自下而上的新

路径。二是经费越来越注重绩效，本次评价非常关注指标完成情况、

工作绩效情况，体现出‘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新导向。三是学

校越来越关注质量。相较于过去的建设项目，‘双高’计划体现了新发

展理念指导下的高质量发展。”

有需为 “双高”建设可持续，必须摆脱“功利性”束缚

“双高计划”前期建设成效喜人，然而过程中也存在一些难题，对

“双高”建设的可持续性提出了挑战。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副研究员宋晶重点关注职业学校在绩效达标

驱动下的功利性倾向问题：“一些学校过度追求所谓的量化考核绩效，

提出了不切实际的发展指标，不仅难以完成任务，也对学校教职工的

积极性有所挫伤。另外，部分院校在功利性导向下盲目跟风，向标杆

院校看齐的同时，逐渐丢掉了自己的特色。再如一些学校将所有的精

力、物力、财力等资源投向双高专业群，而忽视了其他专业群的建设

和发展，只考虑到了‘盆景’，忽视了整个学校的自然之景。”

周海英盘点了“双高”建设功利化带来的弊害：部分学校过度关注

数量指标的完成、显性业绩的获得，对于更深层次的教书育人、立德

树人关注度还显不足，客观上减损了学校的教学质量。同时，制约“双



高”建设可持续性的另一关键问题是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水平普遍较

低，导致职业教育的产出成果与国家和社会的期待尚有差距。

“同时，我们还要警惕、注意一些问题。”宋晶表示，“比如经费使

用的监督问题。‘双高’建设的经费投入大，相应的风险也比较大，用

不好也容易出问题。”

有可为 把让学生有获得感作为目标

“双高计划”建设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黄达人走访了全国多个省

份上百所院校，在调研访谈中，他注意到，“有的学校总喜欢强调说，

‘我们做了一项重大的改革’，我建议他不要只强调改革，而要把让学

生有获得感作为最终目的”。

黄达人认为，“双高计划”要通过政策引导、资金投入，集中力量

建成一批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这样既能反映学校服务社会的能力

和水平，提高职业教育的社会贡献度，也能体现政府、社会和产业界

对学校的重视和需求。更关键的是，让教师进入平台、学生进入项目、

教学进入现场，工学结合、知行合一。

“毕业生既要出了校门到企业就能干活，又要有适应未来岗位的

‘迁徙能力’，因此，组建专业群更符合当下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需要。”

黄达人进一步强调，“学生可以在专业群的不同方向中选择更适合自

己的，这需要学校更加尊重学生个性化发展需要。只有这样，才能更

有利于培养符合产业需求的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



郭广军认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要发挥核心骨干作用，首先得健

全完善职业院校内部治理体系。要全面提升学生的职业道德、科学文

化、专业知识、技术技能等职业综合素养和行动能力，推动职业教育

强国、人才资源强国和技能型社会建设。“如此，才能全面增强职业

教育适应性，提升职业教育社会影响力，为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奠

定坚实基础。”

“当前，要全面深化产教融合办学体制机制创新，在‘双高计划’

建设实践中推动健全完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办学政策制度。”郭

广军认为，职业院校应与企业行业、其他社会组织建立紧密联系，共

同推动开放办学，打造合作办学、合作育人、合作就业、合作发展的

职业教育命运共同体。

为提高学生获得感，专家还从高校管理方面为“双高计划”的进一

步实施提出注意事项。“高校要统筹好计划推进与日常管理之间的关

系。要借助计划进一步提高高职院校日常管理的质量和水平，不断提

高师生的满意度。要在抓好高职院校日常管理的基础上完成计划项目，

两相促进、不可偏废。”周海英建议。

(记者 晋浩天 本报通讯员 苏仁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