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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化高等职业院校治理的内在机理、特性与策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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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主要研究高等职业院校治理的内在机理、特性与策略。优质高等职业院校的治理建设，基于院校综合素

质提升的进一步要求，是先期示范、骨干高等职业院校发展的“进阶”选择。优化高等职业院校治理是高等职业教

育从“追规模”到“求质量”历史转身的内在推力，其中优质高等职业院校的建设形成是“立足质量，创新发展”

的“一流工程”，优化高等职业院校治理的内在机理，可归结为关乎学科和区域性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机理。《高等

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从专业、社会服务、综合办学三方面对高等职业院校治理建设提出了

“优质”的要求，其中，专业是高等职业院校的重要有机分子，社会服务是高等职业院校的重要功能，综合办学是

高等职业院校的重要绩效指征，优化高等职业院校治理的特性，体现在专业的特色性，社会服务的功能性，综合办

学的激励效应。高等职业院校治理的优化与优质高等职业院校的治理建设统一与发展性的优质化。高等职业教育的

发展因应国内外经济、政治、社会等因素的变化进步而呈现不同的形态，有时还是复杂变幻的动态，因此高等职业

院校治理的优化要从顶层设计、政府主体责任、专业的诊断和调改、双师型教师培养、专兼师资队伍建设等维度综

合协调，联动施策，构建立体化、整体性的治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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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how to optimize the Internal Mechanism, characteristics and strategies for governing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Based on the further requirements of the comprehensive quality improvement of colleges, the

governance construction of high-quality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s an advanced choi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demonstration and backbon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Optimizing the governance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s the

internal thrust of the historical turning from "scale chasing" to "quality seeking". The formation of high-quality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s the first-class project of "basing on quality, innovation and development". The internal mechanism for

optimizing the governance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can be attributed to the need mechanism of disciplines and reg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novation Development Action Plan (2015-2018) puts

forward the requirements of high quality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from three aspects: profession,

social service and comprehensive schooling. Among them, profession is an important organic molecule; social service is an

important function and comprehensive schooling is the important performance indicator for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ptimizing the governance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re reflected in the characteristic of the profession,

the functionality of social services, and the incentive effect of comprehensive schooling. The optimization of the governance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the governance construction of high-quality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re unified in the

optimization of development. The develop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presents different forms in response to the

changes in economic, political and social factors at home and abroad, and sometimes it is a complex and changing dynamic.

Therefore, the optimization of governance of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should be comprehensively coordinated from the

top-level design, main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 professional diagnosis and adjustment, double-teacher training, special and

faculty construction, linkages and strategies to build a three-dimensional, holistic governance mechan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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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 2015 年教育部印发的《高等职业教

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15-2018年）》（以下

简称《行动计划》），促进“世界水准、中国特

色”的职业教育新局面的快速形成，高等职业

院校应深入理清优化高等职业院校治理的内

在机理，凸显其优质特性，制定落实具体策略

措施，进而形成长效机制。优质高等职业院校

的治理建设，基于院校综合素质提升的进一步

要求，是先期示范、骨干高等职业院校发展的

“进阶”选择。

一、优化高等职业院校治理的内在机理

优化高等职业院校治理是高等职业教育

从“追规模”到“求质量”历史转身的内在推

力，其中优质高等职业院校的建设形成是“立

足质量，创新发展”的“一流工程”，优化高

等职业院校治理的内在机理体现在《行动计划》

对优质高等职业院校的具体要求中，可归结为

关乎学科和区域性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机理。

（一） 关乎学科发展需要的机理

高等职业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归根到底是

国家飞速发展的经济所造成的高素质技能人

才的“大缺口”、“大需求”倒逼的结果，是理

性逻辑的“应然”。从其演化历史来看，高等

职业教育是职业教育领域不断外扩，内涵不断

丰富，层次不断提高的最终“衍生品”。近年

来我国的制造业和新兴产业新增从业人员有

70%以上均为高职院校人才，据人社部公布数

据，截至 2017 年底，我国共有 21.3%的技能

劳动者，其中高技能人才仅占 6.2%，高技能

人才缺口巨大（如图 1所示）。

图 1 技能劳动者占比情况图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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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过程中，高等职业教育相对高等教育

始终保持了其独特的属性，实践是高等职业教

育学科的根本，而人才培养的方向更强调“职

业性”和“社会性”。从新时代的历史高点去

看，当前的优质高等职业院校和之前的示范、

骨干类型高等职业院校的治理建设，对于学科

建设发展来说，都是围绕内涵和质量来寻求创

新突破，谋求可持续发展。优质高等职业院校

的治理建设以建成优质资源“高地”，打造特

色“名片”，拓展创新“渠道”为着力点，引

领高等职业院校学科发展趋势，催生高等职业

教育学科发展动力“新极”。

（二）关乎区域性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机

理

地方区域性经济社会发展，对高技能人才

的需要是在不断变化的，相应的，高等职业院

校的人才培养方向、目标、计划和实施都应紧

随“需要”的动态而及时作出反应和调整，职

业岗位的性质、工作任务的内容是调整需紧扣

的“中轴”。高等职业教育，对地方区域性经

济社会发展的依存程度较高，对区域性经济社

会发展的反哺力度亦较大，而要在两者间追求

理想化的“化学反应”，合理定位无疑成为重

要的先决条件。优质高等职业院校的治理建设

的定位，立足于地方区域性经济社会发展的实

际，并用发展的眼光紧跟变化，以区域性经济

社会的发展实况更加契合，发展潜力和后继动

力更强，从而切实提升高等职业院校对区域性

经济社会发展的服务质量和支撑力度，进而增

强高等职业院校的职业辐射强度，拓展高等职

业院校的培育发展空间，强化优势学科的社会

认可度。

二、优化高等职业院校治理的特性

《行动计划》从专业、社会服务、综合办

学三方面对高等职业院校治理建设提出了“优

质”的要求，其中，专业是高等职业院校的重

要有机分子，社会服务是高等职业院校的重要

功能，综合办学是高等职业院校的重要绩效指

征，优化高等职业院校治理的特性，体现在专

业的特色性，社会服务的功能性，综合办学的

激励效应。

（一）专业的特色性

专业建设是高等职业教育实行转型和优

化的基本动作，其建设力度和高度关乎高技能

人才培养目标的实现，关乎人才培养质量的提

升，关乎教育教学改革的推进，立足专业本身，

深化内涵发展，有利于高职院校办学动力、活

力和影响力的全面激发。其一，专业的特色性

建设是人才培养模式升级的导向。高等职业院

校的专业特色性建设突出体现在专业设置面

向产业结构、职业结构高度聚焦，产业和职业

结构的动态变化引致专业结构的适时调整，高

职人才的培养模式在专业特色性建设的基础

上“契合性”地动态升级。其二，专业的特色

性建设是课程体系完善的导向。课程体系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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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完善与专业的特色性建设，在方向和目标方

面是统一的，课程体系的内容、架构集中体现

了专业特色性建设的进度和实力，专业的特色

性建设在展示高等职业教育学科特别优势的

同时，对课程体系的完善起到了引领作用。其

三，专业的特色性建设是实践教学体系健全的

导向。高等职业院校实践教学体系的健全，可

从新技术的及时掌握，教学内容、设备与新应

用实际的契合等方面着手，专业的特色性建设

通过岗位群或特定技术领域的实践教学体系

的搭建，可加速高等职业院校实践教学综合体

系的健全，并利用专业特色的互通，进一步打

破实践教学壁垒，实现实践教学体系的“大一

统”。

（二）社会服务的功能性

高等职业院校的社会服务功能性相比于

其他类型的高等院校更明显，并在新时代、新

形势下得到强化和彰显，社会服务的功能性因

其教育的本质具有必然性。高等职业院校从外

部环境的各有益主体中获取自身发展需要的

因素，只有向外部环境有关主体不断回馈有用、

有效且更广泛的服务、成果、人才等“所需品”、

“急需品”，高等职业院校才有可能与外部环

境各有益主体和谐共生。优化高等职业院校的

治理建设，社会服务的功能性应从企业、行业

的传统站位向地方、区域延展，形成企业、行

业、地方、区域纵横相交的服务网络，在建立

扩展服务网络的同时，探寻、巩固、发展自身

的生存网络，在“双网”的共振中强化自身的

社会认可度，析出高等职业教育的优质人才。

笔者通过对广东、广西等省份的 17个高等职

业学院进行调研得出，在 17所学校中有 15所

建立了完善的社会服务管理制度，占 88.2%，

说明大多数高职院校均与社会联系密切，具有

较强的社会服务功能性。（调研结果如表 1）

表 1 调研结果汇总表[ii]

是 百分比 否 百分比

是否认为学校与社会联系密切 17 100% 0 0.0%

是否建立社会服务管理制度 15 88.2% 2 11.8%

是否承担社会服务 17 100% 0 0.0%

是否有专门社会服务部门 10 58.8% 7 41.2%

是否有开展社会服务的平台 8 47.1% 9 52.9%

是否将社会服务纳入专业建设 8 47.1% 9 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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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综合办学的激励效应

《行动计划》在此前示范型、骨干型高等

职业院校建设的基础上，再次在综合办学方面

明确高等职业院校治理建设的“优质”要求为

“综合办学水平领先”，目的是企求在人才、

技能、国际交往等方面寻求新的突破。优质高

等职业院校的治理建设，最终要将此类高等职

业院校的“优质”属性清楚、透彻地进行阐释，

树标杆，立样板，发挥其优质属性的辐射扩散

作用，强化综合办学水平的激励效应。激励效

应的激发、发散、强化要以优质高等职业院校

自身的规量、质效的扩展、提高为中心，驱动、

激励周围高等职业院校的整体优化，从总量上

扩充高等职业教育的优质资源储备，同时，积

极寻求与系统外资源的对接、整合、优化、升

级，为区域、地方乃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更坚实，更全面的支持。

三、优化高等职业院校治理的策略

高等职业院校治理的优化与优质高等职

业院校的治理建设统一与发展性的优质化。高

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因应国内外经济、政治、社

会等因素的变化进步而呈现不同的形态，有时

还是复杂变幻的动态，因此高等职业院校治理

的优化要从顶层设计、政府主体责任、专业的

诊断和调改、双师型教师培养、专兼师资队伍

建设等维度综合协调，联动施策，构建立体化、

整体性的治理机制。

（一）优化顶层设计，落实政府主体责任

优质高等职业院校的治理建设是国家发

展战略部署和教育体系整体布局的重要步骤，

其发展规划的科学合理性，体现在前瞻性和可

操作性上，直接影响到政府层面宏观性调控的

开展和实效，因此优质高等职业院校的治理建

设首先要明确目标和任务，精准定位，优化顶

层设计，同时对决策机制加以健全完善。地方

政府在《行动计划》的指导下，要加快联合地

方教育主管部门将优质高等职业院校的治理

建设纳入地方教育规划战略的步伐，建立完善

高等职业教育财政预算制度，对优质高等职业

院校的治理建设设立专项资金，确保专款专用，

强化财政的支持保障力度。

国家教育行政相关主管部门和省级教育

行政相关主管部门是优质高等职业院校治理

建设的政府主体，不同层级的两个主体所需落

实的主体责任也不同，需达到的要求亦各异，

但强化领导，上下有效联动，互为补充是基本

要求。国家教育行政相关主管部门，在总体把

握，宏观指导的基础上，主要在监督落实，协

调解决问题，总结推广经验等方面下功夫，把

“主舞台”搭好，引导地方各级教育行政相关

主管部门勇于登台、乐于开腔、把戏唱亮。省

级教育行政相关主管部门除了要加强宣传力

度，激活各高等职业院校的危机和机遇意识，

还要亲自“上场”，搭建产学研平台，聚拢优

质资源，完善共享平台，从软硬件优化的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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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方位提升高等职业院校办学的综合能力和

水平。

（二）专业诊断周期性，专业调改常态化

周期性开展专业诊断工作，确保专业调改

的常态化，是专业与产业，人才与企业之间的

对接、匹配的要求，专业的诊改是产业结构、

企业需求变化的直观反映，成为推动高等职业

院校人才培养，模式变革、专业教师培养管理

制度革新，产学研平台优化升级的主动力。

高等职业院校专业诊断的科学性、合理性、

准确性，由诊断执行者、诊断事项和标准来共

同决定。诊断执行者的构成由专业所在行业组

织选择、确定，以确保其专业性和客观性、公

平性，避免在高等职业院校自身的教学管理人

员中产生，坚决杜绝“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

员”、“既是病人，又是医生”的现象出现。诊

断的事项需涵盖专业系统整体，专业的设置动

因需向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产业行业结构、区

位优势等靠拢，专业的特色凝练和凸显需兼顾

专业本身创新的可行性和自身的新异属性，专

业成立、成长、发展的内外部知识条件，除了

人、物、财等保障性资源外，向外挖掘、链接

优质的相关资源是专业活力、竞争力的指征，

专业的建设成果由内部运营产出和对外界的

影响力输出所组成，内部运营产出主要是专业

教师教学、科研、实践成果，人才培养成果和

质量，对外界的影响力输出，主要通过专业社

会服务实现，体现在对学科的认同度上。诊断

的标准与企业、行业的用人标准为核心，应辅

以参考地方、区域的人才需求动向。

高等职业院校周期性开展专业诊断的机

制决定了专业调改的常态化。专业调改的常态

化要求专业，根据诊断的内容，及时自查，针

对性展开调改，并坚持调改反馈的常态化；要

求对专业结构，人才培养目标和过程模式保持

动态的问题分析，坚持调改后监控的常态化；

要求高度关注调改的方向、目标，时刻绷住“防

走偏”的神经，坚持“防偏、纠偏”常态化；

要求建立专业开放性、系统性兼备的“自查、

自改、自控”动态调改机制。

（三）加强双师型教师培养，加快专兼结

合师资队伍建设

双师型素质是当前高等职业院校优质化

建设对专任教师提出的迫切要求，而加快完成

“专任教师为核，兼职教师合理补充”的师资

队伍配备，成为了高等职业院校区别于甚至优

于其他高等院校的优质特征。

双师型教师既具备良好的理论功底，又拥

有较强的实践动手能力，并且善于将理论寓于

实践，把理论深入浅出地形象化、具体化、通

俗化，提高课堂教授效率，同时又善于引导学

生从实践中提炼总结理论，贯通实践和理论的

内在联系，大大增强学生“做中学”与“学中

做”的获得感，提升学生融会贯通的能力。双

师型教师的培养应注重其内生素质的培育，而

激发素质培育的内生动力，是增强培养效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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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抓手。首先，要打破当前双师型教师资格

认证体系的封闭性，把资格认证的独立性和认

证标准的权威性有机结合起来，增强教师资格

认证的信度和可操作性，切实扩大双师型教师

资格认证体系的影响力，从而强化双师型教师

对自身教师资格和职业资格的认同感。其次，

要结合双师型教师工作的性质、类别、内容，

明确其工作成绩、成果的评价导向，以此作为

双师型教师职称评聘管理规定的制定和实施

依据，充分尊重双师型教师工作的个性化，成

果的差异化，根据双师型教师工作的具体方向，

实行分类评聘，摒弃唯论文、唯项目、唯教学

的评聘导向，促进双师型教师的职业认同。第

三，对双师型教师的素质能力、业绩的评价激

励，应打破终身制，实行年度或季度的动态评

定比较，量化评价结果应作为绩效工资定级定

额的重要指标，推动双师型教师的激励认同。

专兼结合的师资队伍建设需要高等职业

院校和企业的密切配合，形成合力，但高等职

业院校单位性质与企业存在天然差异，高等职

业院校缺乏引导企业一线经验丰富的兼职教

师进入学校，充分履职的有效机制，因此，加

快专兼结合的师资队伍建设，首要任务就是建

立完善高等职业院校兼职教师的准入机制，专

兼教师融合发展的制度体系以及兼职教师的

考核评价制度。另外，加快专兼结合的师资队

伍建设，高等职业院校与企业要在产学研领域

搭建平台，借助科研、生产项目，专任教师和

兼任教师深度参与生产实践，补齐短板，增强

职业素养。再有，高等职业院校利用企业资源，

建立教师的生产实践培训基地，不定期派驻教

师赴生产一线进行生产再学习，促使教师保持

对企业、产业需求的灵敏度，利于教师在人才

培养过程中自觉对标，提高人才与企业、职业

的契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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