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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显泽：做新时代职教改革发展的引领者 

在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关键时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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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高计划”），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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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高计划”是关系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制度性设计，职教战线应充分认识其政策

内涵和要求，强化使命感和责任感，努力成为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先行者、引领者。 

担当使命，为发展定位 

“双高计划”是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龙头项目，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

展的“先手棋”，将引领中国职业教育整体水平提升。“双高计划”学校要进一步明确办学

定位、专业定位、人才培养定位，自觉肩负起引领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支撑现代产业体系

建设的时代使命，做发展的引领者。 

一是率先发展。率先是领先的意思，又可理解为首先、抢先。率先发展，就是扎根中国、

放眼世界、面向未来，苦练内功，深化内涵，成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标杆；在“一加强、

四打造、五提升”上下狠功夫、真功夫、实功夫，真正建成引领改革、支撑发展、中国特色、

世界水平的高职学校和专业群；要攻坚克难，下决心啃下硬骨头，成为改革创新的典范，探

索中国特色高职教育发展之路。 

二是引领发展。“双高计划”学校要充分发挥示范辐射带头作用，提供可供借鉴的经验

和范例，强化对革命老区、贫困地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职业教育和薄弱学校的支持、帮

扶，在促进职业教育均衡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要引领职业教育服务国家战略，促进产业升

级，从对接产业、服务产业向提升产业、引领产业转变。 

三是支撑发展。当前，我国就业问题突出表现为人才供需的结构性矛盾，技术技能人才

特别是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短缺已经成为制约产业升级的关键因素。“双高计划”学校要为

产业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高质量技术技能人才，在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

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等方面发挥重要

作用。同时，着力打造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在解决关键共性技术、核心工艺，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促进中小微企业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等方面有所作为，支撑国家重点产业、区域

支柱产业发展。 

创新驱动，为改革引路 

“双高计划”推动职业教育改革向纵深发展，激发中国职业教育迈向现代化的勃勃生机。

“双高计划”学校要强化创新驱动，深化办学模式、人才培养模式和管理机制的全方位变革，

积累可复制、可借鉴的改革经验和模式，做改革的先行者。 

一是办学模式改革。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区别于普通教育的本质特征，也是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成熟和发展的标志。“双高计划”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作为主

线贯穿始终，十项改革发展任务均体现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内在要求。这要求“双高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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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学校深化办学模式和专业建设模式改革，建立健全行业企业等利益相关方共同参与的办

学体制机制，形成校企命运共同体。“双高计划”学校既要搭建产教融合平台，创新校企合

作方式，又要推动当地政府和学校举办者为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提供源源不断的政策供

给，真正形成企业和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职业教育办学格局。 

二是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双高计划”的首要任务是培养一批产业急需、技艺高超的高

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双高计划”学校要在促进校企双元育人上下真功夫，按照“工学结合、

知行合一、德技并修”的总要求，推动行业企业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真正构建起校企协同

育人的体制机制。 

三是管理机制改革。要通过管理制度创新激发创新活力，着力解决师生创新动力不足、

行业企业参与办学和专业建设积极性不高等突出难题。要健全内部治理体系，建立健全学校、

行业、企业、社区等共同参与的办学机制，促进治理能力现代化；要创新专业群建设和管理

机制，探索以专业群建二级院系，实现专业群实体化运作；要创新教师队伍建设机制，探索

固定编制加周转编制的教师管理制度，吸引行业企业领军人才、技能大师来校任教，健全人

才成长机制，建立健全竞争型的人事管理制度，营造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的良好环境；要创新

科研和社会服务机制，既搭建产学研协同创新平台，又强化科技成果转化激励机制，调动师

生参与技术创新和社会服务的积极性。 

优化环境，为学校赋能 

“双高计划”政策设计体现目标导向、改革导向、发展导向，项目设计突出公开、公平、

公正，为学校集中力量谋发展创造有利条件，赋予了“双高计划”学校改革发展新动能。 

一是为学校松绑。“双高计划”遴选条件和程序公开，标志性成果实行公正认定，各项

数据基于“高等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采集与管理平台”和已有公开数据的提取分

析，让“数据多跑路，学校少跑腿”，有利于引导申报学校排除人为因素干扰，集中精力谋

定发展大局，设计改革项目，编制实施方案；有利于申报学校放下包袱、真抓实干，大幅提

高办学水平、专业（群）建设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 

二是为学校鼓劲。“双高计划”聚焦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热点、难点问题，引导学

校既扎根中国又放眼世界，既立足实际又面向未来，鼓励学校跳起来摘桃子、撸起袖子加油

干，特别是在重大改革问题上支持学校先行先试，大胆试、大胆闯，产出有示范引领作用的

改革成果。 

三是为改革赋能。“双高计划”明确要求，建立协同推进机制、健全多元投入机制、优

化改革发展环境等，明确了国家有关部门、地方政府实施“双高计划”的职责，动员各方力

量支持项目建设，有利于形成全社会共同支持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的良好环

境；有利于“双高计划”学校深化改革、强化内涵，实现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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