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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的逻辑起点和属性特征 

一、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的逻辑起点 

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是新的时代背景下一系列内外

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产业转型升级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的需

求是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的根本动力源泉，高职教育内

涵发展的持续深化并向世界提供职业教育的“中国方案”也是中

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的应有之义。 

（一）服务产业转型升级的必由之路 

技能劳动者比例偏低且结构不合理，高技能人才严重匮乏， 

已经成为制约我国产业升级和企业竞争力提升的关键瓶颈。中国

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的最终目标就是培养一批能够代表中国

水平、有效服务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大国工匠，成功与否事关我

国能否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提质升级。 

（二）高职教育内涵发展的内在深化 

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内涵发展的实质要义是基于国

家战略、地方实际、学校基础，强化专业集群发展的理念，坚持专

业群对接产业群、产业链的办学思路，不断扩大专业发展面向， 激发

专业发展活力，形成人才链、教育链、产业链的有机衔接。中国特

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的内涵深化实质上是对职业教育作为类型

教育实践的深化，高职教育在人才培养体系、人才培养方式、院校

教育资源的分配整合上都将发生深刻的变革。 

（三）向世界提供“中国方案”的应然追求 

在新的发展时期，尤其是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与实

施，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已经不仅是一个单向度的适应国际标

准与规则的过程，还需要在适应国际规则的过程中通过模仿、学 



182 

 

 

 

习与创新，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中国标准与规则。这应逐步成为

我国职业教育与国际接轨的基本出发点，要输出中国的标准，为

世界职业教育改革和经济社会的进步贡献中国智慧。中国特色高

水平高职院校建设就要通过一定周期的扶优举措，立足中国悠久

的文化，集体展示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职业教育理念在院校实践

层面的优质成果，进一步将大国工匠培养、职业教育扶贫、产教

融合示范、技术技能文化传播等体现大国水平的，职业教育改革

实践形成的国际可认可、方案可对接、经验可复制的模式加以推

广。 

二、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的属性特征 

基于高职教育的本质属性以及内在发展逻辑，结合“职教 20 

条”与“双高计划”对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的特征描绘，中国

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的根本要义在于深刻把握标准、制度、队

伍以及平台四个关键词的实质内涵。 

（一）标准：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的基石 

标准建设正是职业教育区别于其他类型教育的标志和根本。

“高标准”是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的基本立意，标准引

领理应成为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的首要属性特征。中国

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要树立标准化办学的强烈意识，争做标准办

学的“示范者”；要积极参与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开发，争做一

流标准的“制定者”；要率先开展标准的国际化，争做中国标准

输出的“先行者”。 

（二）制度：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的核心 

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要成为落实 1+X 制度的“主力军”； 要

率先成为专业群制度创新的“引领者”；要成为治理结构改革创新

的“拓荒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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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队伍：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的关键 

要有一批专业化、结构化的高水平“双师”教学创新

团队； 一批专家型、领军式的高层次专业带头人队伍；

一批精技善教、行业顶尖的高技艺“工匠之师”。 

（四）平台：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的载体 

产教融合平台建设要体现高端性。合作对象、目标定

位、资源建设等都要体现高端性。 

产教融合平台建设要拓展新路径。探索建立职教集团、

产业联盟、产业学院等不同形态，共享基地、协同创新、

校地合作、资本混合等不同类型的产教融合平台组织。 

产教融合平台建设要形成共同体。学校与企业之间可

以实现充分的利益共享和价值融合，应以校企协同的人才

培养为核心， 建设集人才培养、科技攻关、团队建设、

技术服务、智库咨询等功能于一身的产教融合平台，并融

入区域产业发展平台，推动平台从虚拟化走向实体化。职

业院校要以优质办学资源及智力资源参与实体化运作，把

合作平台提升到校企命运共同体的新层次， 形成产教融

合发展、同频共振的良性循环生态圈。（节选自《教育与

职业》2019 年第 13 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