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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本科的现状及发展路径研究
罗锡才　林洁林　刘浩霖　康利梅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广东 广州 510430）

摘要：高职本科举办是为了构建我国现代职业教育新体系，为了解决经济快速发展、产业转型升级后对高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本文

通过对高职本科发展现状、升格路径等进行分析，总结面临的问题，提出问题的解决对策，为高职本科教育体系完善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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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绪论

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高等教育实现大众化，我国产业结

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各行各业对高技能型、创新型人才需求倍增。

目前，高职教育培养的人才难于满足当今社会的需求，高职院校

自身要求进一步升格。高职学生工作后，均需要继续深造或培训

才能胜任岗位，老员工也愿意接受更高层次的职业教育。根据西

方发达国家对高职教育层次的定位，在 20 世纪中叶起就设置有高

职本科，甚至有技术硕士层次。美国著名的教育专家 Foechek 提

出高职本科教育将在高等教育体系中占据重要的社会地位，成为

高等教育一种重要的社会类型。我国多部委联合印发的《现代职

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 年）》中强调，在高等职业教

育中既要设置专科层次也要设置本科层次。在《关于加快发展现

代职业教育的决定》这一文件中也有指出，要推动普通本科学校

转型为技术类院校，加强对本科职业教育的举办力度，此外还应

当将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纳入高等教育中。

在高职本科层次开设之前，我国已探索了其他高职本科的人

才培养模式，譬如三二分段的高本协同等培养模式，但在实施过

程中存在一些教师对新模式的内涵理解不深刻、未能在教学过程

中践行新的育人理念等问题。目前，高职本科率先在河北、辽宁、

云南、四川等省份开始试点，主要开设了道路桥梁工程、物流工程、

数控技术、电气自动化技术等专业，但在办学过程中出现了一些

问题，如相对独立的高职教育体系不完善、发展路径和目标定位

不清晰等问题。本文通过研究高职本科的现状，总结高职本科所

面临的困境，提出我国高职本科发展路径及对策。

二、我国高职本科现状分析

（一）高职本科办学模式多样化

自 2003 年始，有学者提出设置应用型技术本科教育或者现有

的本科基础上举办职业教育的研究。学者杨金士在从人才培养以

及科学技术发展的角度对我国本科教育的类型分布情况进行了研

究，他认为我国本科教育的多样化有利于教育类型结构的完善，

同时这是全球教育改革工作的发展趋势。

汪亚明和钟云华等学者论述在现有高职教育基础上发展高职

本科教育的必要性及可行性。在 2003 年，山东省开始举办高职本

科教育试点，青岛科技大学职业技术学院正式开始招收高职本科。

2006 年，国家启动高职院校建设示范性（骨干校）项目，之后开

办高职本科教育的呼声日益高涨。一些省市逐渐在推动本科教育

办学模式的多类型、多层次化发展，形成了集中比较有特色的模式。

例如，中职教育与本科教育分段培养所构成的“3+4”模式，还有

高职院校和本科院校共同构建的“5+2”模式等。

从专业层面来看，高职本科试点主业主要面向国家示范（骨

干）高职院校的重点建设专业，以理工类专业为主。从区域来看，

试点的院校主要是江苏、山东、河北、天津、四川、云南、贵州、

海南及福建等 19 个省市。

根据教育部公布数据，如图 1、图 2 所示。结果表明，本科

层次职业学校主要分布在 19 个省市，如山东、江苏和河北，江苏

省最多有 6 家，其他省市均为 1 ～ 2 家。

图 1　全国本科层次职业学校办学性质比例分布

图 2　全国本科层次职业学校省市分布情况

（二）高职本科升格路径

就目前阶段而言，高职本科教育的举办路径有三，一是高职

院校直接升本，二是公办学校与民办独立学院合并转设，另外一

种是优势专业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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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高职院校升本。这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方向，不过之前

相关的政策出台较晚，该路径迟迟未推进。近些年，多个省市已

开展高职院校升本，目前全国有 23 家升格成功，占据高职本科

61%，是高职本科主要发展路径。

2. 公办学校与独立学院合并转设。教育部发布《关于独立学

院转设有关问题的说明》，明确指出独立学院整合优质的高职学

校或高等专科学校成为本科层次职业学校，合并后名称为某某职

业大学或职业技术大学。江苏、山东、河北等 6 个省份率先开展

试点，转设本科层次院校有 15 家，占 39%，如图 3所示。

图 3　升格本科不同路径占比

3. 优势专业升本。该路径的提出是打算在各省市选择国家示

范（骨干）高职院校或双高建设院校的优势专业率先升本试点，

以理工科专业为主，在高职院校学习 4 年，学业合格，颁发本科

毕业证书。但由于政策尚未出台，此路径尚未实施。

三、举办高职本科所面临的问题

我国自发展高职本科以来，已经经历了十几年的摸索，虽然

在办学方式、办学类型、人才培养等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

面临着一些问题。

（一）人才培养目标不清晰

教育目标的明确和细化是开展具体教学工作的重要导向，但

是就目前阶段而言，我国对于高职本科人才的培养目标规定得不

够清晰。在相关文件中，一般用“技术应用型人才”“高端技能

型人才”等术语来描述高职人才的培养目标。很显然，这些定位

相对笼统模糊，不能明确界定本科职业教育的内涵和外延。这就

直接影响了后续课程设置、师资安排以及考核标准制定等工作的

开展。

（二）社会认可度不高

从近些年来看，虽然职业教育的发展速度很快，在体量上甚

至占到了高等教育的 50%以上，但是其仍然很难收到社会的认可。

高职院校本身虽然就业率并不低，但是招生工作却并不顺利。部

分家长片面地认为子女参加职业类院校就会被人瞧不起，甚至普

遍认为只有成绩差的学生才选择职业教育，被贴上“差生”的标签。

四、高职本科发展对策

（一）明确人才培养目标

高职本科的发展首要目的是为了满足地区经济发展以及产业

升级所造成的人才缺口，旨在培养技能型、应用型人才。在教育

工作实践中，校企合作以及工学结合也已经成为常态，这就为人

才培养目标的确立指明了方向。高职院校对接当地产业，能更准

确确定人才培养目标，更容易开展产教融合，为当地企业做好人

才输送及技术服务。

（二）提高社会认可度

高职本科想要争取到更高的社会认可度，首先要做得就是提

高教育质量，提升人才培养的素质。较好的人才培养质量，首先

会得到企业的认可，家长对学校培养质量放心，学生对自身发展

充满信心，自然高职本科的社会认可度就会提高。此外，还要做

好宣传工作，通过互联网等手段让更多学生和家长认识到职业教

育同样具有重要的价值，是社会发展以及现代化人才培养的不可

或缺的途径。

（三）完善高职本科的相关制度

高职本科的发展，需要各级政府更深层次政策支持，需要出

台一些保障性措施，以确保职业院校能快速、稳定地转型为高职

本科层次，为国家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专科层次向本科层次

的升格，是从技术性学习到理论性学习的跃迁，对教师的教学能

力和教师团队的质量、数量要求更为严格，并且还需进一步完善

设备器材、提升技术型实验能力。这些均离不开政策的支持、教

育资金的投入，以此完善现代职业教育题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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