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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岩：实践创新：铸就中国特色高等职业教育品牌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经历了探索实践、规模扩张、质量提升、创新发展四

个关键阶段，闯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水准的发展道路。为贯彻全国

教育大会精神，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简称《实施方案》），教育部、财政

部启动高职教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高水平专业建设计划（简称“双高计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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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职业教育持续

深化改革、强化内涵建设，推进高职教育由优向精，进入中国品牌建设阶段。 

一、规模扩张：高职教育实现跨越式发展 

高职教育是我国改革开放后为适应国家经济转型升级而探索出的一种新的高等教育类

型，具有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双重属性，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办学形式。1994 年国家

决定“通过现有的职业大学、部分高等专科学校或独立设置的成人高校改革办学模式、调整

培养目标来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在仍不满足时，经批准利用少数具备条件的重点中等专业学

校改制或举办高职班作为补充来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即高职教育“三改一补”的发展路径，

确立了高职教育在我国高等教育中的重要地位。1996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颁

布，从法律上确立了高职教育的地位和作用。1999 年以后国家把职业技术学院审批权下放

给地方，各地高职院校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部分地方本科学校也设立职业技术学院，标

志着我国高职教育进入快速发展时期。 

2000 年《教育部关于加强高职高专教育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颁布，提出了我国高职

教育的办学指导思想、人才培养工作重点和思路，明确高职教育“以培养高等技术应用性专

门人才为根本任务”。2002 年《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提出了改

革发展职业教育的目标、任务，确立了高职教育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走产学研

结合”的发展道路，标志着高职教育发展在办学体制、管理体制、运行机制和教育教学改革

上的历史性转折。同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15.2%，进入大众化阶段。 

从 2004 年开始，教育部启动高职院校人才培养水平评估工作，围绕“以评促建、以评

促改、以评促管、评建结合、重在建设”的方针，引导学校准确定位，对我国高职教育的整

体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十五”期间，我国高职教育规模得到迅速扩大，2005 年，我国高职院校数量已占普通

高等院校数量的 51.39%，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21%。 

二、示范建设：快速提升高职教育整体发展水平 

“十一五”“十二五”期间，教育部、财政部分两轮实施了“国家示范性（骨干）高等

职业院校建设计划”，通过“示范（骨干）校”建设，高职教育整体发展水平得到大幅提升，

在办学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增强社会服务能力、优质教育资源跨区域共享等

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人才培养质量整体提高，社会美誉度和吸引力显著增强，高职教育进

入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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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范建设”期间，教育部、财政部实施“高等职业学校提升专业服务产业发展能力”

项目，以提升专业服务产业发展能力为目标，提高高等职业学校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提高高职教育服务国家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现代产业体系建设的能力。高职院校“发展能力”

建设，优化了区域专业布局，推动高等职业院校调整专业结构、凝练专业特色、打造专业品

牌，持续深化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不断创新办学体制机制，为国家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培养高

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高职院校专业发展水平和服务产业能力整体提升。 

到 2015 年，全国独立设置高职院校 1341 所，招生 348 万人，在校生 1049 万人，比 1999

年增长了 8.9 倍，招生规模与本科大体相当，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 40.0%，高职教育成为

培养高技能人才的主力军。 

三、“行动计划”：全面推动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 

教育部从 2015 年开始以《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 年）》和《职

业院校管理水平提升行动计划（2015—2018 年）》为抓手，明确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增强院

校办学活力、加强技术技能积累、完善质量保障机制、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质量五大发展目标，

开展突出问题专项治理、管理制度标准建设、管理队伍能力建设、管理信息化水平提升、学

校文化育人创新、质量保证体系完善等有机衔接和互为贯通的六大行动，以“教育部规划管

理、省级统筹保障、院校自主实施”的管理机制，全面推动高职教育创新发展，加快实现高

职院校治理能力现代化。通过调动地方布局实施一批任务和项目，引导高职学校围绕国家战

略，迎合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新需求，关注新技

术、新业态、新产业、新模式，创新建设国家优质高职院校和骨干专业，试点职业教育集团

化办学、现代学徒制、混合所有制改革。全国共启动建设优质高职院校 486 所、骨干专业

4737 个、“双师型”教师培养培训基地 901 个、校企共建生产性实训基地 2567 个、省级协

同创新中心 551 个、职业能力培养虚拟仿真实训中心 949 个，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

351 项国际合作。优质高职院校树立了高职教育新标杆，骨干专业提升服务产业发展能力，

引领新一轮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 

至此，我国已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框架初步成型，高职教育基本形

成了以专业目录、专业教学标准、课程教学标准、顶岗实习标准、专业仪器设备装备规范等

五个部分构成的国家教学标准体系，迈向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具备了向“世界一流”职

业教育迈进的能力。 

四、“双高计划”：打造中国特色高职教育品牌 

《实施方案》中的“双高计划”，将高职教育推向中国品牌建设的新阶段。“双高计划”

是新时代落实国家职业教育发展战略布局的具体行动，要集中力量建成一批高水平技术技能

人才培养培训基地和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形成中国高职教育模式和标准以及具有国际竞

争力的人才培养高地，必将推动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职教育在创新发展的基础上向

“世界一流”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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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高计划”对接国家阶段性战略发展目标，对高职教育发展做出战略规划。一是要为

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和培养千万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发挥示范引领作用，使职业教育成为

支撑国家战略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形成一批有效支撑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政

策、制度、标准;二是中国特色高等职业教育的品牌和优势进一步彰显，引领职业教育实现

现代化，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国家竞争力提供优质人才资源支撑;三是使高职教育成

为建设教育强国和人才强国的骨干力量，为促进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

献更多中国元素、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双高计划”是新时代高等职业院校发展的战略举措，是我国高职教育从创新发展到中

国品牌、走高质量内涵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对高职教育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具有极强的

带动作用。我们要创造性地使计划“落地生根”，创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体制机制，与行

业企业共同推进技术技能积累创新机制形成，在创建“中国品牌”的过程中，大幅提升人才

培养水平，为学生就业有优势、创业有本领、升学有渠道、全面终身发展创造良好的环境。 

“双高计划”的实施，必将推动我国高职教育扎根中国、放眼世界、面向未来，推动一

批优质高职学校和专业群率先发展，引领职业教育服务国家战略、融入区域发展、促进产业

升级，带动培养千万计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建设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作出重要贡献，造

就具有世界领先水平的高职教育“中国模式”新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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