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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高计划”背景下高职院校博士引进与培育的困境与

出路 
冯金冉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  南阳  473000） 

摘要：双高计划是现阶段我国在发展高职院校过程中较为关键的一项战略措施，该措施旨在新时代背景下发展中国特色高水平
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是现代化教育的大变革之一。同时，计划实施的过程中与传统的高职院校建设计划产生了冲突，在发展
方向以及具体的建设方面产生了一定的矛盾，同时在提升高职院校教师团队资源与质量的时候也同样遇到了一定的问题。同时，高
等级人才的引进以及培养问题逐渐浮出水面，对于博士研究生人才的引进和培养几乎是现阶段高职院校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最为关
键的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研究高职院校博士引进与培育就显得非常关键，另一方面，对于研究过程中产生的困境也应当作出一
定的调查，以此来谋求一条较为有效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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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双高计划作为现阶段高品质院校发展过程中提升院校基础水

平以及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措施，在各个方面都对传统的教学以及

建设模式进行了改革，同时对于高等级人才的引进和培养也提出了

一定的看法和策略。对于博士人才的引进与培育陷入了一定的困

境，原因在于传统的高职院校对于引进人才的培育系统设置并不完

全，这就导致在引进人才或是变更发展方向的时候往往无法直接的

做到相应的标准，而这也会直接的导致在博士引进与培育的过程中

出现很多的问题，最终导致引进人才的数量稀少同时质量不高。 

一、双高计划的基础概念 
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简称“双高计划”）

是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为建设一批

引领改革、支撑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等职业学校和骨干

专业（群）的重大决策建设工程，亦是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

决策 ，被称为“高职双一流”。“双高计划”旨在打造技术技能人

才培养高地和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引领职业教育服务国家战

略、融入区域发展、促进产业升级 。 

2019 年 1 月 24 日，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提出将启动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等职业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由

教育部和财政部共同研究制定并联合实施，“双高计划”正式启动 ；

同年 4 月 1 日，教育部、财政部发布《关于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

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同年 4 月 4 日，全国深化职业教

育改革电视电话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批示并指出：着力培育发展一

批高水平职业院校和品牌专业。 

2019 年 12 月 10 日，教育部、财政部公布《中国特色高水平高

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建设单位名单》，正式公布中国特色高水平

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高校及建设专业名单，首批“双高计划”建设

名单共计 197 所，其中高水平学校建设高校 56 所（A 档 10 所、B

档 20 所、C 档 26 所），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高校 141 所（A 档 26 所、

B 档 59 所、C 档 56 所）。、 

双高计划作为现阶段我国在发展过程中为了应对社会变革而

产生的针对高职院校可持续性发展的重要措施，一经推出便受到了

广大高职院校的欢迎与响应，三年以来，已经呈现出了不少教育成

果以及具体的改革方案，而针对博士人才的引进与培育择日是较为

关键的一部分。在现阶段双高计划的实行过程中，往往存在着对人

才培育的不重视或是措施失误，这就导致了整体的人才培育计划失

效或是效果不好，但双高计划作为近年来提出的新型观点，仍需要

在时间中寻找一条切实可行的道路。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每一个

学校研究的方向与侧重点不同，高职院校有不等同于寻常的高等院

校，其差异化以及特殊化的程度会更高，在人才引进与培育的过程

中势必会产生一定的问题。 

二、现阶段我国双高计划建设现状以及困境 
双高计划是我国实行教育改革以来针对高职院校而产生的一

种新型改革方针，在时代的背景下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高质量高职

院校，同时开展专项建设，目的就是在于要提升高职院校的建设成

本以及教学质量，在博士引进与培育这方面，则更能体现高职院校

的专业精神以及双高计划的专向性建设标准。但实际上，在调查过

程中我们发现不仅博士人才引进与培育进展缓慢，即使已经过了三

年也仍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成果。甚至是双高计划的建设与实行都

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如果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前程堪忧”。要注

意的是，双高计划不仅代表着国家对于高职院校的重视程度，同时

还代表着教育行业整体风向的变革，而博士的引进与培育则很好地

体现了这两点，并能够完善地实行双高计划的实质，但这一切的前

提，都需要在双高计划建设完全的背景上才能实现[1]。 

1.高校本身对于双高计划的了解不深入，导致实施过程中缺少

主动性 

教育改革对于任何一个教育领域都会产生非常大的影响，而双

高计划针对高职领域做出的建议和调整进一步促进了高职领域的

增效提质，同时也对传统的高校发展方向产生了影响。另一方面，

由于双高计划是近些年刚刚提出的新兴教育改革，难免存在一些实

施方面的问题。而就当前的研究与调查结果来看，双高计划在我国

现阶段教育背景中的作用几乎难以体现，换句话来说就是双高计划

的预期成果并没有完成。在调查中，我们研究了山西省境内三所高

职院校关于实行双高计划的实质成果，但在调查中我们难免发现双

高计划的实行过于机械，也就是说完全是根据国家下发的相关标准

与做法进行的，但实际上这样的做法或许根本不适合有的高职院

校，原因在于高职院校的差异化较大，同时发展方向以及现状都存

在着一定的区别，如果完全按照相同的模式进行发展双高计划的

话，则会造成一定的偏差。在这样的背景下，双高计划的实行与拓

展都受到了很大的限制。 

另一方面，在研究中我们发现很多的高职院校领导甚至都并不

清楚双高计划的实质，只知道照猫画虎的去研究字面的意思，完全

不根据实际的情况做出调整。同时也没有仔细地研究双高计划需要

产生的效果以及根本意义上的实质，最终就导致双高计划无法产生

预期的效果，甚至还造成了原有的教育系统的紊乱。也正是因为这

样的原因，导致这三所高职院校在实行双高计划的过程中非常被

动，几乎是照葫芦画瓢式的按照机械的标准开展，完全没有达到建

设中国特色的高质量高职院校的相关标准，在主动建设上也非常缺

乏自我意识，最终导致了双高计划的流产或是效果不好[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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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双高计划建设的过程中缺少实质性的进展，同时也缺少一定

的针对性 

2019 年，国家针对职业教育密集发布了一系列重要文件，重点

聚焦“三教”改革、“1+X”证书制度、产教融合型企业认证、教师

教学创新团队、实训基地建设等内容，足以表明产教融合、校企合

作是“双高计划”项目实施的关键路径。然而在“双高”建设任务

的实施过程中，学校与企业合作深度不足，企业人员在院校教学、

专业设置、“三教”改革、实践基地建设、“双师”教师培养、人才

培养方案论证、高技能人才实践指导等方面参与度低，院校教师在

参与企业一线实践、产品技术研发与改良、企业职工培训等方面参

与度同样也不高，势必会造成企业和院校之间接触少、合作层次低、

缺乏真正沟通等诸多问题，这对于正在实施的“双高计划”是必须

深度解决的问题，否则现阶段背景下诸多“双高”任务的高质量建

设将无法保证。 

另一方面，双高计划并非是国家对于高职院校提出的硬性标

准，而是一种改良性的改革、改变、优化，同时也提供了一定的发

展方向和前进道路，这样的举措与措施无异于是为了迎合新时代的

发展，让高职院校成长为本科院校同等的专向性人才培育基地。因

此双高计划需要一定的针对性，紧跟党的领导优化落实党的政策完

全没错，但需要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做出相对应的调整。例如在此

次研究的三所高职院校中，实质性的进展缓慢，同时开展双高计划

所得到的成果几乎没有，原因就在于这几所院校再试试双高计划的

过程中缺少针对性，过于急切的要求成果，也正是这样的原因导致

了双高计划的进展缓慢[3]。 

3.博士引进与培育陷入一定的困境 

博士的引进与培育往往是为了加强科技成果转化，同时促进校

内的准啊也质量与全校的发展，但高职院校博士引进主要是为了促

进教师团队的组件，同时提升校内的教学质量与整体水平。在往年

的教育改革中，我们也曾试图推进高职院校的教师团队组建，开始

博士引进计划，但由于社会教育的整体水平不高，同时对于高职院

校的看法存在一定的偏见，导致博士引进计划的衰退。而这样的问

题哪怕是现阶段也仍然存在，高职院校引进博士的目的是为了让教

师团队的专业化程度更高，同时让整个学校具备更加优质的教育水

平，这样的思想对于社会上整体的高职发展是非常有利的。但现阶

段仍存在一种观点，就是高职院校的针对性教学较强，而博士人才

往往不适合这样的教学模式，因此不仅无法对教学质量产生很大的

提升，同时还在一定程度上会造成人才的浪费。一方面是对整体水

平的提升，另一方面是人才的浪费，想要解决这样的问题就只有通

过人才的培育进行中和，一方面确保了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也不

会浪费人才。但就是引进与培育两方面的问题无法得到均衡。现阶

段在很多的高职院校中，都开始引进博士人才作为新兴教师团体来

提升专业水平，但博士人才的研究性较高，并且并非每一个博士都

适合扮演教师的身份。另一方面，由于现阶段博士人才存在于高职

院校的案例较少，而博士人才往往具有较强的个人色彩，因此在学

校中想要好好的接受培训也是非常困难的，这样的困境几乎笼罩着

大多数的高职院校，使其即使引进了博士人才也无法将日常的教学

和培育进行调和。 

三、“双高计划”背景下高职院校博士引进与培育的出路 
博士人才的引进与培育必将是根据双高计划的标准进行的，但

想要二者之间达到相对应的平衡，就必须要将双高计划的相应标准

与深层含义进行解读，根据自身院校的实际情况进行改变和调整，

只有“适合”，才能“均衡”发展。另一方面，面对一些较为棘手

的难题，也应当根据党和国家的响应改革策略进行调整，要尽可能

的做到不浪费人才的同时进一步提升高职院校的建设成果。 

首先就是深入了解双高计划的深层含义，将双高计划的实行标

准作为自身高职院校的发展方向来实行，同时要在教师群体、学校

管理群体、区域内高校联盟等多个群体内部产生联系，互相探讨博

士引进与培育的方式方法，互相学习在双高计划推行落实以来的相

互经验。只有做到交流，才能将成果互相交换，从而促进多方面的

发展。另一方面，各高校应当主动出击，自主的学习党的意识方针，

做到以建设中国特色的高质量高职院校为己任。同时在博士引进与

培育中探寻合理的、合适的、可靠的可行方案，尽量做到不浪费国

家人才[4]。 

其次，要做到针对性发展双高计划，在博士引进与培育中取得

实质性的进展。以潍坊学院为例，截止到 2021 年，潍坊学院作为

高职院校中的佼佼者已经成功引进了一百余名博士作为教师，成功

组建了一个完整且有效的教师团体。通过潍坊学院的成功案例我们

不难发现，在博士引进与培育中，潍坊学院最为关心的问题就是“均

衡”，这一百多名博士之间形成了一种较为完善的均衡，这就使得

潍坊学院可以在发挥博士作用的同时做到有条不紊的培育。而现阶

段很多的高职院校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在博士的引进中束手束脚，

看见了外界很多不成功的案例就觉得自身没有能力去引进博士，这

样的思想是错误的，同时也是双高计划无法顺利实行的主要原因。

所谓“万事开头难”，这并非空话，当高职院校开始引进博士人才

的时候，往往不会一次性的引进过多的博士人才，都会将少数的博

士作为试点来进行试验，这样的思想本没有问题，但实际上少量的

博士引进并不能做到“均衡”，同时也就无法在日常和培育中做做

到完善的调和。因此高职院校应当正视自己，做到以自身的实际情

况去大胆的推进双高计划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获得研究成

果，并在博士的引进与培育中做到相对应的均衡[5]。 

结语： 
综上所述，博士的引进与培育应当作为高职院校在现阶段社会

背景中发展的主要方向去实行与落实，任何事物只有探索才能或的

成果，或许前期的调整会存在不足，但实际上博士的引进与培育本

就可以作为一个学校的研究防线去探索，建立“双师型”教师团体、

提升教师队伍的枕头整体水平、再发挥博士的关键作用的同时完善

的调和二者之间的关系，都可以实现阶段高职院校发展的主要方向

与政策。而双高计划则非常明显的诠释了这几点，在发展中寻求自

己的道路，这本就是中国特色的一种。因此，高职院校在实行双高

计划的同时，更应当注意的是自身的情况以及适合的道路，在这样

的条件下做到双高计划的完成，才能达到双高计划本身应当发挥的

作用，同样的，博士的引进与培育也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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