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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
项目学校根据“双高计划”相关文件和专项培训有关要求，完善建设

方案，编制任务书。

项目学校登录教育部官网职成司主页“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
业建设计划”专栏“双高计划项目管理系统”（简称“系统”）填报
任务书，上传完善后的建设方案（word版）。任务书有关内容须与
建设方案保持一致。省级用户名和初始密码由教育部分发管理，项目
学校用户名和初始密码由省级教育部门分发管理。20年1月5日上线。

省级教育、财政部门通过系统审核项目学校建设方案和任务书。审核
中如有修改意见，项目学校须根据意见进行完善，并再次提交省级教
育、财政部门审核。

第二步

第三步

一、备案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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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备案程序

第四步
省级教育、财政部门核准后，由省级教育部门通过系统统一

打印、签章，并将签章后的建设方案和任务书报送两部备案。

纸质版一式3份，电子版扫描件上传至系统。2月29日前。

项目学校按照两部备案的建设方案和任务书实施建设，原则

上不作调整，如确需调整，须经省级教育、财政部门核准并

报两部备案。

第五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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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方案和任务书编制

01
一个支持周期五年，2019年起，2023年结束，2024年验收。

关于项目建设周期

02
建设方案体例与申报通知要求一致，任务书体例以系统填报要求为准。

关于建设方案和任务书体例

03
高水平学校要做学校层面和两个专业群的建设方案，高水平专业群学校要

做学校层面和一个专业群的建设方案。按照“双高计划”《实施意见》明

确的“1个加强”“4个打造”和“5个提升”等10项改革发展任务进行设

计。学校可在此基础上增加特色任务。

关于建设任务的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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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方案和任务书编制

04
教育部、财政部制定绩效评价办法，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项目学校

根据有关要求，确定绩效目标，绩效目标分学校绩效目标和专业群绩效

目标。两部每年采集一次绩效数据，适时开展项目绩效评价，评价结果

作为下一周期遴选的重要依据。

关于项目绩效管理

05
国家、省、学校协调推进。中央引导、地方支持、学校给力。

关于配套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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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方案和任务书编制

06
两部备案后，如因人事调整等原因，确需调整项目负责人，项目学校须向

省级教育部门提交申请同意后报两部备案。项目成员调整无需备案。

关于备案调整

07
专业群名称以两部公布的建设名单为准，建设周期内不予调整。两部备

案前，群内专业可在申报时的组群方案基础上适当调整，但调整数限1个，

群内专业数限5个以内。建设周期内，如因专业目录变化等原因需调整群

内专业，项目学校须向省级教育部门提交调整申请，并报两部备案，调

整原则同上。

关于专业群名称及群内专业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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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方案和任务书编制

08
不再下发。“双高计划”总的发文计划为一个《意见》、三个《办法》、

三个《通知》。《实施意见》立足于建，《遴选管理办法》立足于选，

《绩效评价办法》和《资金管理办法》立足于管。三个《通知》是指每

轮启动前发布通知明确申报要求，遴选结束后发布通知公布遴选结果，

建设期结束发布通知公布验收结果。每年采集一次绩效数据。

是否下发完善建设方案的具体指导意见？

09
建设机制：总量控制、动态管理，年度评价、期满考核，有进有出、优

胜劣汰。新一轮启动时，“全体卧倒”“重新洗牌”。

5年一个周期的考核，有进有退，是否还有可上可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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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方案和任务书编制

10
两把“尺子”：和自己比，体现增量和增值。和“同学”比，体现特色

和水平。绩效指标按总目标填写，每年采集。

不同类型的双高校如何区别考核？

11
“双高计划”是一个推动机制。是否立项和是否建设是两个概念。

其他专业群：自我规划，自定目标，自行建设，自我管理。

原申报2个专业群，现有一个没上，此专业群是否继续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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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方案和任务书编制

12
一个《意见》：《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

革的意见》

两个《方案》：《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深化新时代职业教育

“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改革实施方案》

三个《标准》：“高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标准”，国家标准是底线（在

研），地方标准是主体（期待），校本标准是水平（鼓励）。

关于师资队伍建设方面是否有明确的指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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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方案和任务书编制

13
可以按照学校的计划调整。注意“业财匹配” 。

“双高”建设方案中能否新增建设内容？

14
关于专业群：《任占营：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的变革意蕴探析》

关于“以群建院”：关键看学校的治理水平，是否能打破二级院系边界。

“以群建院”详细的机制内涵及具体操作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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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建设方案和任务书编制

15

主要的绩效指标和目标由学校自主确定，须与任务有相关性。

最低要求是“说到做到”。

希望允许学校可以在核定的基础绩效指标里提出个性特色指标
或置换指标？对于高水平专业群的各项建设任务，其达到的水
平通过哪些指标来监测，各指标有没有验收的最低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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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预算编制与经费管理

01 中央、省级”双高”经费如何拨付？资金专账管

理是指所有项目建设资金还是特指财政资金，自

筹资金和企业支持经费是否也包含其中？ 

（一）收入预算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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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预算编制与经费管理

02 2019年度中央财政资金已经划拨到地方财政，但

建设院校尚未实际到账执行使用的，是否可以将

这部分经费纳入2020年预算？双高建设地方各级

财政资金、行业企业资金、学校自筹资金在总额

保证前提下可否按照建设任务各年度不平均投入？ 

（一）收入预算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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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预算编制与经费管理

03 中央、省级财政资金是分别预算考核，还是合并

统称各级财政资金进行预算考核？ 

（一）收入预算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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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预算编制与经费管理

04 中央财政资金可否根据建设内容和建设目标，合

理设定不同类别高水平学校、高水平专业群的分

配比例？ 

（一）收入预算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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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预算编制与经费管理

05 两部是否能对省级政府和学校举办方的经费支持要求、

标准，予以明确？两部对学校自筹和对企业行业资金投

入有无硬性要求，原有方案的预算中，学校自筹和行业

企业投入部分的预算，可否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调整？ 

（一）收入预算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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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预算编制与经费管理

06 高水平院校建设拨款经费是“学校+两个专业群”总经费，

还是专业群另配经费？专业群经费占整体方案经费比例

有无要、资金分配有没有指导意见？立项后，高水平专

业群建设资金是不是就是原申报的“专业群预算”？ 

（一）收入预算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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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预算编制与经费管理

07 能否调整申报时的经费预算，调整原则是什么？

“双高计划”建设方案和任务书中涉及的资金，

哪些能调整？哪些不能调整？ 

（一）收入预算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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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预算编制与经费管理

08 “双高计划”建设资金有没有限制性或者禁止性

规定？ 

（二）支出预算、经费开支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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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预算编制与经费管理

09 “双高计划”中央财政资金，可否支持下列开支？

（1）用于人才引进或专业领军人才聘任的薪酬；

（2）教师海外职业培训和交流、学生海外短期研修、交流学习等合作项目产生

的出国费用；

（3）聘请企业优秀工程师、技术技能大师兼职在学校设立技师工作站，建立大

师工作室，担任产业教授、“课程教授”产生的技术技能人才引进专项经费；

（4）学生获得国际公认或行业公认高质量证书或参加技能大赛获奖专项奖励。

（二）支出预算、经费开支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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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预算编制与经费管理

10 “双高计划”项目中的师资境外培训，是否列入

三公经费？如列入，经费和项目总量方面的限制

如何破解？ 

（二）支出预算、经费开支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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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预算编制与经费管理

11 与企业进行产教融合产生的项目化课程开发的相

关经费能否直接支付给合作企业？ 

（二）支出预算、经费开支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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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预算编制与经费管理

12 资金使用范围在软硬件与师资、实训等内涵建设

等方面是否有具体要求？资本性支出和服务性支

出比例是多少？ 

（二）支出预算、经费开支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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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预算编制与经费管理

13 委托业务开支比例多大合适？外包行为如何界定？

外包行为如何处理？ 

（二）支出预算、经费开支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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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预算编制与经费管理

14 当年拨付资金未使用完，年底是收回还是划转到

次年？ 

（三）预算执行中结转结余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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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预算编制与经费管理

15 关于各级的配套资金，是逐级分类考核，还是汇

总金额合并考核？配套资金多少是否会影响考评？ 

（四）考核与评价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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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预算编制与经费管理

16 经费来源中，如果某一方的资金由于客观原因没

到位，可否由其他渠道补足？ 

（四）考核与评价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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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预算编制与经费管理

17 经费除了严格按照《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

专项资金管理办法》执行外，教育部、财政部是

否还会针对性地制定“双高”建设的专项经费管

理办法？ 

（五）其他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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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预算编制与经费管理

18 公示前的业绩能算““双高””业绩吗？

计算时间点在哪？ 

（五）其他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