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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与创新

国际视域下北部湾民办高职院校发展探讨
李其军

（广西英华国际职业学院，广西 钦州 535000）

摘要：北部湾经济区十多年的发展，带动了北部湾民办高等

职业院校的发展，但同时也给北部湾民办高等职业院校提出了新

的问题和挑战。北部湾民办高等职业院校须科学定位，创新办学

模式，方能找到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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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带一路”经济圈、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不断发

展，北部湾经济区的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等获得了快速发展。

而北部湾经济区高等教育（含高等职业教育）迎来了前所未有的

良好发展形势，但也面临着众多的困难与挑战，探求寻找适合自

己的长足发展路径是重中之重。

一、北部湾经济区面临的发展形势

中国 - 东盟自由贸易区是发展中国家间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一带一路”经济圈成为了世界上跨度最大的经济长廊和最有发

展潜力的经济合作纽带。我国还在积极主动地推进“一带一路”

经济圈、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发展涉及国家、地区的经济合

作关系，共同打造融合兼容的发展共同体。

北部湾经济区连通西南、中南和华南，沟通国内东中西与东

南亚，充分发挥交流合作平台功能，有助于进一步实施西部大开发，

增强西南出海大通道作用，促进西南地区的经济、文化、社会发

展，使东部、中部、西部的发展更为均衡；有助于进一步完善疆

海疆边的经济格局，使我国与东南亚的联系更加密切，为多地区、

多国家经济合作、文化交流增添新的能量。

二、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因素

（一）政府部门与社会各界大力支持

新时代背景下，地方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更能为高等职

业教育增添动力和保障。应当统筹配给教育经费、教学资源、师

资培训资源、校企合作资源、人才培养资源及其他社会资源，加

强对高等职业院校，尤其是民办高等职业院校的扶持和帮助。

（二）办学力量与经济社会发展协调

区域经济发展速度快，生产总值增幅大，财政收入充足，能

够很好带动科技、文化、教育行业发展。民办高等职业院校的举

办者，一般是社会力量或是有社会力量的参与。作为公益事业之一，

高等职业教育的生存和发展，却是需要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帮助。

（三）育人标准与行业岗位要求匹配

培养学生，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以岗位能力为要求”，

把行业、企业的岗位工作能力需求，作为制定高等职业院校人才

培养方案的标准。大健康、大数据、大物流、新能源、新材料、

新制造等新兴产业，其对应专业的设置和培养，更是要调研到位、

融通到位。

三、新时代背景下民办高等职业院校的发展路径

（一）增强办学力量

民办高等职业院校的办学力量可以是多元化的，可以是社

会力量独立办学，也可以是社会力量、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

社会组织等多方合作办学。如有需要，还可以在办学期间根据

具体的办学实际组织和调整办学力量，以便增强办学实力和办

学活力。

（二）建设标准化系统

职业教育是一个系统工程，高等职业教育自有规律。要办好

民办高等职业院校，必须要严格按照行业、专业的发展形势，依

据先进的教育理念、教学方法，形成规范、标准的育人模式，建

立起高等职业教育的培养机制。

（三）创办教学工厂

高等职业院校可以开办企业，企业可以开办高等职业院校，

还可以校企合作办学，创建“教学工厂”。充分利用校企合作的平台，

建立校企双主体人才培养实践模式，实现行业、企业与高职院校

在生产和教学上的统一，凸显教学实效。

（四）抓好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

高等职业院校就是要把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统合起来，在提

高高等职业院校学生文化层次的同时，须注重培养他们的职业技

能，增强职业教育的成效；牢牢把握各行各业发展的方向，抓好

行业培训考证和学历教育双式工程。

（五）推动校社育人

民办高职院校可运用社会实践资源，加强育人的效果。与区

域内的政府部门、行业、企业、社会组织等单位搭建育人平台，

广泛开展了人才合作、产学论坛、文化交流、志愿服务等活动，

锻炼学生、教育学生，培养学生团队合作、组织管理、独立处事

等能力。

（六）开拓国际化办学

根据学校实际创新办学机制，有条件的可制定国际化发展规

划，要学习借鉴国际先进的职业教育经验如德国的“双元制”、

英国的“现代学徒制”等，革新办学思想和办学机制，在课程设

置、管理规范上有所创新，积极组织国际间职业教育交流与合作，

努力培养国际化人才。

四、结语

北部湾经济区民办高等职业院校唯有从办学实际出发，科学

规划长远发展，寻找发展突破口，进一步壮大办学力量，完善办

学机制，创新教育教学，提高办学质量，才能够逐渐增强学校育

人能力，创建高等职业教育优良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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