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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高背景下民办高职院校治理模式创新实践案例分析
——以重庆市J职业学院为例

张崇友

重庆工商大学、重庆经贸职业学院　重庆　409000

摘　要：“职教20条”“双高计划”“提质培优计划”等职教纲领性政策相继出台，职业教育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与挑战。新修订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对于我国民办职业教育的影响重大且深远。近年来，民办高等职业

院校普遍存在招生混乱、人才培养质量低劣、师资队伍素质不高、频繁更换管理干部等难题，诸如种种严重影响了

我国高端职业人才培养，民办高职院校的治理模式变革与创新迫在眉睫，本文通过对重庆市J职业院校积分制治理模

式的引进与创新实践案例分析，将对我国民办高等职业院校的治理模式提供一些思考和启发。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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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ocational education programmatic policies such as “20 vocational education rules”, “double-high plan” and “quality 

improvement plan” have been issued one after another,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facing unprecedented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The revised Regulations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Private Education Promotion Law has 

a great and far-reaching impact on China's private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recent years,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privat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such as chaotic enrollment, poor quality of personnel training, low quality of teaching staff, 

frequent replacement of management cadres, etc., such as all kinds of problems that seriously affect the training of high-

end vocational talents in China, and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of the governance mode of privat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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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eges in China through the introduction and innovative practice case analysis of J vocational colleges in Chongq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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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分析

2021 年 5 月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

进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民促法实施条例》）公布，

其第三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依法支持和规范社

会力量举办民办教育，保障民办学校依法办学、自主管

理，鼓励、引导民办学校提高质量、办出特色，满足多

样化教育需求。对于举办民办学校表现突出或者为发展

民办教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的社会组织或者个人，按照

国家有关规定给予奖励和表彰。”截止 2020 年 6 月 30 日，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全国高等学校名单分析可知：全国高

职高专院校共计 1468 所，其中：公办高职高专院校 1128

所，民办高职高专院校 337 所，中外合作办学高职高专

院校 3 所，民办高职占据全国总数的 23%，即近四分之

一占比，随着国家政策进一步放开，未来新设立的民办

高职院校也会越来越多，市场竞争亦愈发激烈，机遇与

挑战并存，在新形势下，民办高职院校如何提升自身的

办学质量、办出特色将成为其赢得市场竞争、取得国家

和政府更多扶持和支持的关键所在。

二、重庆市J职业学院现状分析

重庆市 J 职业学院（以下简称 J 学院）自 2011 年成立

以来，招生规模从 300 余人到日前 8000 余人，专业数量

从 3 个到日前 30 余个，在具体的发展过程中，遇到了前

所未有的发展难题，有一些具有民办高职院校的普遍性，

有一些是 J 学院自身所独有的。

1. 招生人数原地踏步，规模突破遭遇瓶颈

民办学校最重要或者最基本的目标就是盈利，而直

接决定学校是否盈利的关键因素就是“招生规模”，可

以说“招生规模”就是民办高职院校的生命线。J 学院

自 2015 年全校招生人数突破 3000 大关以后，一直原地踏

步到 2019 年，其间，学院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改革举措，

但收效甚微，招生人数一直原地踏步，招生规模未能取

得质的飞越。学院投资方公布的学院财务年报显示：自

2011 到 2019 年，学院整体持续处于亏损状态，投资方的

信心备受打击，这对 J 学院长期可持续发展严重不利。

2. 人才培养质量不高，办学特色不明显

截止 2019 年 12 月，J 学院专业门类主要涵盖财务会

计类、金融类、经济贸易类、市场营销类、电子商务类、

建设工程管理类等，专业数量接近 30 个，学院的主体定

位在财经商贸大类，但主流专业发展内涵和质量却不理

想，毕业生就业质量参差不齐，尤其专业对口就业率低，

毕业生对专业的认可度与学院整体认可度也不高。从学

院整体人才培养工作推进情况来看，虽然教育教学改革、

技术技能竞赛、校企合作融合等都在齐头并进，但成果

不明显，给全体教职工的印象却是“东一榔头西一棒

子”，所有的人才培养工作都浮在表面，没有深入且富有

成效地推进工作，成果也不明显。

3. 中高层管理队伍频繁更换，师资队伍整体流动性

很大

J 学院自 2011 到 2019 年，副校长层面的主要领导前

后更换了 4-5 轮，不同领导的个人管理风格、管理水平

也是参差不齐，导致校内管理混乱。中层管理者更换频

率甚至可以精细到半年度，专业对口性也很差，造成外

行管内行的尴尬局面，这也是造成频繁更换中层管理者

的一个重要原因。从事教育教学管理的基层师资队伍流

动性更大，一段时期内，相当一部分教师把 J 学院仅仅

当做一个入门的跳板，完成高等院校教师资格证培训并

顺利拿到证书之后即跳槽到更好的其他同类院校，一位

曾经任职不到 1 年的副校长戏称“J 学院是重庆其他高职

人才培养的摇篮，为其他高职输送了大量优秀的教师。”

整体师资队伍的流动性偏大对 J 学院的日常管理、人才

培养、特色办学造成了致命的打击。

4. 校园文化软实力不足，师生员工归属感不强

校园文化是体现一所学校办学理念、精神和风气的

一种群体性文化，是在长期的办学实践过程中积淀而成

的育人条件、历史传统和校园氛围等物质因素和非物质

因素的总和。良好的校园文化对整合育人资源、拓宽育

人渠道、强化育人效果、提升学校品位具有重要作用。

很难想象，一所办学历史已经超过 10 年的大学，尚未形

成相对比较明晰的校园文化，在校园里走一走，除了修

剪整齐的花花草草展现出的姹紫嫣红之外，却丝毫感受

不到浓厚的学习、学术氛围。我曾经对毕业生进行调研

时更发现一种奇怪的现象：相当一部分优秀的学生在工

作中却不愿意向他人提起自己的毕业院校，这到底是为

什么呢？后来他们反馈到：他们不仅不以从 J 学院毕业

为荣，反而觉得是一种耻辱，让他人知晓自己是 J 学院

的毕业生让自己倍感羞愧，他们也不认可学校的诸多做

法。上述种种可以归结为校园文化软实力不足，师生员

工归属感不强。

J 学院在办学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难题、乱象、矛盾，

一方面，它们是客观存在的现实问题，另一方面也折射

出民办高职院校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的真实状态，任何

一所民办高职院校在创立、经营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出现

诸多上述 J 学院类似的难题，问题本身并不可怕，小问

题演变成大问题，多种问题交织在一起，最后的结果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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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就是学校停办，既损害了全体师生的切身利益，又给

国家和社会带来了非常不利影响，情况严重者甚至可能

影响社会稳定。因此，一种解决上述 J 学院棘手难题的

方案变得迫在眉睫。

三、J学院积分制治理模式解析

复旦大学著名教师陈果曾经说过：“世界的问题归根

到底都是人的问题，人的问题归根到底是心的问题。”基

于上述 J 学院出现的种种看似不可攻破的难题，J 学院投

资方集团董事会在 2019 年下半年决定全面改组 J 学院的

全部高层管理者团队。自此，J 学院迎来了全新的领导班

子，系列大刀阔虎地改革举措势在必行，其中最富有成

效的改革举措就是引进并推行积分制治理模式。

1. 积分制

积分制，即积分制管理制度，是指把积分制度用于

对人的管理，以积分来衡量人的自我价值，反映和考核

人的综合表现，然后再把各种物资待遇、福利与积分挂

钩，并向高分人群倾斜，从而达到激励人的主观能动性，

充分调动人的积极性。积分制管理的核心内容就是用奖

分和扣分来记录和考核人的综合表现，然后用软件记录，

并且终身有用，把积分与设计的立体需求挂钩，从而调

动人的内在动力，让优秀的人不吃亏，让“吃亏是福”

真正变为现实。

2. 积分制治理模式的主要做法

（1）积分值与 J 学院发展目标建立映射关系

首先，J 学院投资方与 J 学院校长每年签订目标责任

书，目标责任书中的具体指标与任务分别赋予一定积分

值，同时，对于积分值的取得有非常明确明晰的范围界

定。其次，J 学院校长与各分管副校长之间分别制定并签

订每年目标责任书，目标责任书中同时明确具体任务指

标与积分值赋值与考评细则。第三，各分管副校长与各

二级学院及职能处室再分别制定与签订目标责任书，目

标责任书中明确具体指标任务与积分赋值及考核细则。

（2）科学制定积分制内容，明确“评什么”

积分制治理模式能顺利得以贯彻执行的第一个重要

内容就是明确每学年纳入积分制考核的具体内容及积分

具体赋值。以 2020 年 J 学院招生任务为例详细分析如下：

J 学院全年的招生任务为 2000 人，其中全日制统招人数

为 1000 人，五年一贯制招生人数 1000 人。最终的结果如

表一所示：

此外，上述表格中的具体指标数据、积分赋值等具

体确定，皆在高层领导办公会议、中干专题会议、各二

级学院教职工会议等专题会议充分研究、讨论、协商一

致的前提下完成，以充分保证上到校长、分管副校长，

下到二级部分负责人及普通员工，都充分认同、认可

表一　2020年J学院招生任务积分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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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积分内容，并明确自己的任务与积分值。其他诸如

“教学管理”“后勤管理”“安全管理”“专业建设”“课

程建设”等所有需要纳入当年积分管理的内容，均采取

上述办法执行。

（3）规范积分管理考评办法，细化“怎么评”

与积分管理内容密切相关且同等重要的工作就是制

定规范地积分管理考评办法或者叫考评方案，以具体细

化“怎么评”的问题。因为全校常年推进积分制治理模

式，从顶层设计层面来讲，制定具体的积分考评管理办

法至关重要。首先，成立积分考评委员会，设立在学院

办公室，由校长任主任，相关副校长任副主任，有关中

层、基层人员任成员。其次，J 学院根据全年总体责任目

标的轻重缓急等级划分到每个月，以学校红头文件的形

式具体发放到各职能部门。第三，每个月的积分考评日

期为每月 25 日，并召开专题考评会议，由考评委员会通

报当月考评打分结果，每个职能部门对考评积分有异议

的当场提出，经全体成员研究形成最终决议。充分保证

积分考评结果的公平、公正与公开。考评专题会议结束

后，形成无异议的积分考评结果，并以学院红头文件形

式予以全校通报，同时在会议上研究制定下月积分管理

内容，月底或下月初下发下月积分管理内容的红头文件。

（4）强化积分结果的运用，确保“出成效”

采取积分治理模式以来，上到校长，下到每一位基

层员工，等到学年结束，每一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一个

独特的积分值。对于校长而言，积分的多少直接与 J 学

院背后投资方给予的业绩奖金直接挂钩，将直接决定其

能否顺利拿到当年的年终奖等。对于副校长来说，积分

的多少一方面关系其当年绩效奖金的多寡，更关系到其

能否继续留任职务的问题。对广大中层管理人员来讲，

积分值既与其年终绩效奖金有关系，又关系其职位晋升。

对于全体基层教职工而言，与职称晋升、岗位工资级次、

课酬等级、绩效、津补贴等有着密切的联系。总之，积

分值多寡将直接决定其待遇的优劣。

四、J学院积分制治理模式成效与评价

1.J 学院积分制治理模式成效

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J 学院在以下几个方面取得

了突破性的成效：

（1）招生规模 2 年翻一番

在全面实施积分制治理模式以后，J 学院形成了全体

教职工进行招生与宣传的良好氛围，成功实现了从 2019

年的 3000 余人到 2021 年年底 7000 余人翻两番的骄人业

绩，招生规模的快速提升也同时带来了全体教职员工待

遇质的提升。

（2）教职工责任与质量意识显著提高

因为采取积分制治理模式，让每一项工作都落实到

了相应的人头上，工作任务的完成质量将不在模糊，不

再是以往做好做坏一个样，而是可量化，也直接与每一

个人的切身利益直接关联，每一个员工的积极性、责任

意识、质量意识显著提高，每个员工的成绩与进步明显。

（3）内涵发展快速提升，学生认可度更高

近 2 年以来，J 学院在学生技能竞赛、专业建设、课

程建设、科研项目申报、学术论文发表、“三教”改革等

方面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许多方面实现了零的突破，特

别是实施有效课堂革命、高效课堂革命、“三全育人”等

以后，学生的理论、技能水平及综合能力得到全方位锻

炼和提升，学生们的获得感明显提升，他们对学院的认

可度也越来越高。办学口碑效应在稳步提升当中。

（4）师资队伍的稳定性和归属感大大提高

积分制带来的最直观的结果就是老师们的工资待遇

普遍涨上去了，2 年以来的涨幅超过过去近 10 年的水平，

对于那些踏实肯干、成绩突出的教职工来讲，他们不仅

仅是收获了真金白银的工资，更是晋升了职称，对 J 学

院未来的发展更充满了信心，对自己的职业规划与发展

更加明确，职业归属感和幸福感大大提升，师资队伍整

体稳定性得到显著提升，这对进一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办出特色夯实了基础。

2.J 学院积分制治理模式的评价

J 学院引进并全面推行积分制治理模式以后，之所以

能在短期之内取得良好的效果，逐步解决了长期以来在

招生、人才培养质量、队伍管理、校园文化等方面存在

的问题，最核心的原因是以新校长为首的领导班子挖掘

出了系列问题背后的病根所在——人的积极性不高。而

积分制治理模式这种直接将工作结果或成绩与个人切身

利益直接挂钩的做法，有效激活了位于不同层级员工的

积极性，充分调动了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实现了将有限

蛋糕做大，同时，实现了蛋糕的合理分配。

五、J学院积分制治理模式经验启示

1. 学校定位准确，发展目标明确

投资方在创设一个学校之初，对该学校的发展定位

必须准确，发展目标必须清晰，这是最顶层的设计，是

一个学校创立之后具体发展的行动指南。它与选拔、任

用学校的领导班子有直接的关系。

2. 积分制内容科学合理，做到因地制宜

积分制能否顺利、有效地推行下去，与积分制的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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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内容是否合理、考核方式是否公平公正、考核结果应

用是否彻底有直接关系。各民办高职院校在引进并推行

积分制治理模式时，需要充分对本校面临的难题进行客

观解剖，抓住主要矛盾，找准症结所在，做到因地制宜

推行积分制治理。

3. 学研做相长，久久为功

任何一个组织在推行一种新制度的过程中，不免出

现各种各样问题，积分制也不例外，要学习其他院校或

组织在推行积分制过程中的优秀做法，结合本校具体情

况进行研究分析，逐步修正本校的积分制制度，坚持实

践，实现学、研、做相辅相成、相长，久久为功，就能

形成一套适合自己的独特的积分制治理模式。

4. 制度固化，依法依规推行

一旦形成比较成熟的积分制治理模式，就要以文件

制度的方式把它固定下来，在未来长期推行的过程中，

做到有法可依、有据可依，真正实现依法依规的校园治

理，形成长久的可持续的治理。

六、展望

治理理论自 20 世纪 70、80 年代提出以来，发展越来

越成熟，应用的领域也越来越广，本文讨论的积分制治

理模式也是众多治理理论中的一种新尝试，在民办高职

院校应用也不是很广泛，J 学院的成功探索，这种经验值

得借鉴推广，但这里面还存在诸多问题，还需要继续探

索与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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