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3 

 

张慧波：以国际化视野和行动推进“双高计划” 

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双高计划”）近日启动，重点支持一批高

职学校和专业群改革创新、先行先试，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扎根中国、放眼世界、面向未

来”是“双高计划”的基本定位，“引领改革、支撑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是“双高

计划”的建设目标，要实现这样的目标就要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为指导，用具有国际

化大视野和大格局的行动推进“双高计划”建设，融入世界职业教育话语体系，走进世界职

业教育中心，参与职业教育全球治理。 

以国际化视野审视“双高计划”质量、标准和特色 

教育部、财政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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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形

成一批有效支撑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制度、标准”“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

制度、标准体系更加成熟完善，形成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发展模式”。有质量、有标准、有特

色是“双高计划”的内在要求，这三方面要求都应体现“国际化”的特征。 

国际化视野下的“有质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教育 2030 行动框架》，将质

量作为核心理念之一贯穿始终。没有质量，教育发展无从谈起。就“双高计划”而言，技术

技能人才培养、双师队伍建设和校企合作水平是衡量其质量高低的基本要素。其中，高水平

技术技能人才应具备一定的国际化素养，方能满足经济全球化和“一带一路”建设的需求。

双师队伍建设应以是否具有行业权威和国际影响，是否能够承担国际化项目作为重要依据，

要求教师具有国际化意识和国际化能力。校企合作需要把握全球产业发展机遇，伴随中国产

业走向全球产业中高端，拓展合作伙伴和合作领域。 

国际化视野下的“有标准”。《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指出，“建成覆盖大部分

行业领域、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中国职业教育标准体系”。标准化建设是统领职业教育发展

的突破口，在“双高计划”建设中发挥基础性作用。一方面，我国高职学校和专业应主动接

轨国际先进职业教育体系，对接“世界一流”职业教育标准，这是参与制定职业教育国际标

准的基本前提。另一方面，我国高职学校和专业应致力于建设和输出“中国职教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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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打造中国职业教育国际

品牌的必要条件。 

国际化视野下的“有特色”。国际化是我国高职学校和专业适应经济全球化、教育国际

发展形势的现实需求，根本目的是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国际化技术技能人才，提升国

际竞争力。在打牢“扎根中国”底色的前提下，高职学校和专业应扩大跨文化、跨民族、跨

国界的交流融合，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促进中外人文交流，打造鲁

班工坊、丝路学院等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品牌。 

以“扎根中国”的国际化行动实施“双高计划” 

“双高计划”必须扎根中国大地，服务中国发展。高职教育的国际化发展也应立足我国

发展的实际需求，将标准引进与输出相结合，创新职教援外模式，在提升服务能力的同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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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职业教育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引进国际标准与开发中国特色、国际通用标准相结合。国家职业教育标准是一个国家最

基本的教育规范，也是职业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双高计划”应立足本土，在对接

国际标准的同时，积极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开发国际通用的专业标准和课程体系，将国际

优质职业教育资源的本土化与本土优质职业教育资源的国际化有效统一。加强对现有国际职

业教育标准的研究，将国际职业教育标准的要求与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现实基础和需求结合

起来，促进职业教育实践与国际标准有效对接，避免“生搬硬套”。将标准引进与证书引进

相结合，探索国际化职业技术证书落地的有效模式。与行业组织及国际龙头企业合作，开发

国际标准的专业和课程体系，推进本土标准的国际化。 

在积极服务“一带一路”倡议中提升国际影响力。“一带一路”倡议为我国职业教育国

际合作交流指明了方向，是在更高层次、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推进教育国际合作交流的主要

渠道。高职学校应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职业教育机构的沟通与合作，开展校际对话

与交流，加强国际理解，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积极与“走出去”企业合作，通过订单

培养、联合培养等多种途径，为其培养熟悉当地风俗、文化、法律的技术技能人才。与“走

出去”企业合作开展面向当地员工的职业培训，培养既懂中国管理和文化又具备一定职业技

能的当地员工，提升当地人力资源水平。以“走出去”企业发展问题为导向，开展应用研究，

为企业提供技术革新、管理咨询等服务。 

在创新对外项目合作模式中输出职业教育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随着办学质量的不断

提升，越来越多的高职学校参与到对外项目合作活动中来。对外项目合作已成为中国高职学

校国际化发展的重要内容。高职学校应创新对外项目合作模式，加强发展理念、教学方法、

教学模式、管理机制和管理方法的理论提炼和总结，并结合发展中国家产业特征、职业特性

等实际情况，进行在地化改造，增强中国职教的辐射力。助推培训项目与课程教材的输出，

与国内外相关院校及出版机构合作，选择翻译国内优秀的职业教育教材，将培训项目打包输

出，增强当地职教教学的适用性。加强与“走出去”企业合作，校企联合开展海外培训、共

建基地、海外办学等多种形式的对外项目合作，将职业教育项目合作与培养中资企业需要的

技术技能人才有机结合，实现对外项目合作与“走出去”企业发展有效统一，探索产教融合

对外项目合作的有效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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