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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刚：把握“双高计划”建设的三个关键 

近日，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启动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扎根中

国、放眼世界、面向未来，集中力量建成一批引领改革、支撑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

高职学校和专业群，引领职业教育服务国家战略、融入区域发展、促进产业升级，为建设教

育强国、人才强国作出重要贡献。笔者认为，高职院校实施“双高计划”，需要把握全面深

化改革、产教深度融合、提升服务能力三个关键。 

全面深化改革是根本动力 

“双高计划”肩负着引领我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实现现代化的重要使命。机遇前所

未有，挑战前所未有，墨守成规走老路、按部就班干工作，不可能办出中国特色、世界水平

的高职教育。“双高计划”学校应全面深化改革，率先探索新时代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发展模

式。 

提升学校发展格局。“双高计划”学校应强化使命感，在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大局

中找准定位，把自身发展与国家需要紧密结合；增强发展自信，在国际职业教育发展的前沿

上找准定位，打造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品牌；把握类型教育特征，在实现职业教育现代化的进

程里找准定位，探索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 

完善高质量办学机制。落实高质量发展要求，瞄准国际先进水平，深入探索高质量发展

的政策、制度、标准体系，全面推动学校提质升级；聚焦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构建高水平

人才培养体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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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治理体

系，提升现代化管理水平，夯实高质量发展的基石。 

做好长线谋划。“双高计划”每五年一个支持周期，规划设计到 2035 年。“双高计划”

学校应摒弃短视思维和短期行为，强化战略思维和总体规划，深刻把握“双高计划”的政策

指向和政策内涵，重新设计学校发展规划；依据学校发展规划，明确阶段性的主攻点和突破

口，科学编制项目建设方案，点面结合、长短结合，精准发力、综合施策，实现学校变轨发

展、持续发展、高质量发展。 

产教深度融合是发展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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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双

高计划”的基本原则，核心是创新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融合发展的运行模式，为加快建设现

代产业体系，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提供有力支撑。 

构建产教融合发展机制。发展职业教育的主体责任在地方。各地应把职业教育纳入地方

经济社会发展总体规划，促进职业院校与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同步规划、同步建设、同步发展；

结合区域功能、产业特点探索差别化的职业教育发展路径，优化职业学校和专业布局，建立

健全产教对接机制，促进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有机衔接；发挥“双高计划”学校引领作用，

形成区域内职业学校协调发展格局。 

打造校企命运共同体。“双高计划”学校应主动与行业领先企业合作搭建人才培养与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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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创新平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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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合

作；联合企业组建职业教育集团（联盟），建设产业学院和企业工作室、实训实践基地，合

作开展“订单班”以及现代学徒制培养；以技术技能积累为纽带，促进创新成果与核心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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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现要素全方位融合。建立健全多方协同的专业群可持续发展机制，发挥专业群的集聚

效应和服务功能，实现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结构要素全方位融合；共同研制科学规

范、国际可借鉴的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标准，建设开放共享的专业群课程教学资源和实践教

学基地；畅通校企人员双向流动渠道，建设引领专业教学模式改革的教师创新团队。 

提升服务能力是重要任务 

社会服务是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要职责。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

障，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已成为高职院校的应然之态，也是衡量“双高计划”建设成

效的重要标准。 

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双高计划”学校应在国家创新驱动战略中发挥重要的创新主

体地位，服务“中国制造”和产业升级，为产业迈进中高端提供技术技能人才支撑；服务京

津冀协同发展等区域发展战略，促进与区域产业协调发展，推动区域资源共建共享；服务乡

村振兴战略，广泛开展面向农业农村的职业教育和培训，积极为扶贫攻坚提供多种形式的资

源供给；主动承担高职扩招任务，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受益面。 

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双高计划”学校应面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紧缺领域，大

力开展高技能人才培训；以科技成果推广转化、产品研发、工艺改进、生产技术服务、科技

咨询、技能大师培养等为主要内容，深度参与企业技术改造与更新，为行业企业创造新的效

益增长点；主动开展技能补偿、拓展教育与培训等服务，提升民族传统工艺的高保真传承和

高水平创新能力。 

服务“走出去”国际化需求。“双高计划”学校应成为国际职教标准的参与者、中国方

案的提供者、企业“走出去”的协同者。积极参与、主导职业教育国际规则与标准的研究制

定，提升我国职业教育国际话语权；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培养国际

化技术技能人才；形成与企业和产品“走出去”相配套的发展模式，开展国（境）外办学，

与“走出去”企业共建培养培训基地，面向当地员工开展技术技能培训和学历职业教育；增

强跨境产教协同能力，探索援助发展中国家职业教育的渠道和模式，吸引“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学生来华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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