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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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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实施意见》），这是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重要举措，也是

职业教育“下好一盘大棋”的重要支柱，将带动中国职业教育新一轮改革发展。 

加快实现职业教育现代化的战略举措 

“双高计划”以价值导向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转向高质量发

展阶段，各行各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越来越紧迫。“双高计划”响应产业升级和经济结

构调整要求，面向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打造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服务中国产业走向全

球产业中高端；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动高职学校和行业企业形成命运共同体。支撑

国家战略、融入区域发展、服务产业升级，是“双高计划”重要的政策信号。 

“双高计划”以问题导向强化职业教育类型特色。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

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目前，职业教育类型特色还不够鲜明，体量大而不强、校企合而

不深、质量有待提高、体系还需完善。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迫切需要发挥高职教育的龙头引领作用，创造可复制、可借鉴的改革经验和模式，引领职业

教育改革发展。坚定职业教育发展方向与定位，探索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是“双

高计划”深刻的政策内涵。 

“双高计划”以目标导向促进职业教育现代化加快实现。高职教育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办

学形式，是我国教育改革的活跃因素。没有职业教育的现代化，就没有教育的现代化。《中

国教育现代化 2035》开启了我国教育现代化新征程，对教育理念、体系、制度、内容、方法、

治理等提出了一系列新目标，对职业教育现代化也作出了工作部署。虽然职业教育现代化的

时间表和任务书已经明确，但实现路径仍需深入探索，尤其需要高职教育先行先试，率先发

展。凝聚职业教育现代化的思想共识与行动共识，是“双高计划”鲜明的政策指向。 

舞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龙头” 

“双高计划”明确一个定位——下好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先手棋。“双高计划”不

仅是建设一批高职学校和专业，更是立足职业教育整体发展的引领性制度设计。近年来，国

家实施一系列引领项目，示范校主要创新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骨干校重点完善校企合作

体制机制，优质校着力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通过扶优扶强、率先突破、带动整体的建

设模式，加快了职业教育改革步伐。站在新的起点上，“双高计划”扎根中国、放眼世界、



面向未来，支持一批高职学校和专业群先行先试，形成有效支撑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

制度、标准，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和培养千万计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双高计划”建设两个支点——打造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和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

“双高计划”着眼新时代新要求，引导高职学校深化改革、整体提升，聚焦服务面向、建设

高水平专业群，紧密对接科技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打造技术技能人才培养高地。同时，直

面高职技术研发薄弱的问题，围绕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加强应用研究、技术创新、成果

转化，提升服务行业企业社会的技术附加值，打造技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通过人才培养高

地、创新服务平台两个支点，支撑国家重点产业和区域支柱产业发展。 

“双高计划”达成三个要求——当地离不开、业内都认同、国际可交流。一是紧扣区域

发展，精准对接区域人才需求，创新高职教育与区域产业融合发展的运行模式，探索差别化

的职业教育发展路径，建设一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基地，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

供不可替代的人才支撑。二是紧贴行业企业，以应用技术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切实

提高生产效率、产品质量和服务品质，加强新产品开发和技术成果的推广转化，建成一批技

术技能创新服务平台，让行业和企业都认同。三是紧跟“一带一路”建设和国际产能合作，

集聚我国优质职业教育资源，通过院校合作、校企合作、政府援外等方式，探索与中国企业

和产品“走出去”相适应的职业教育国际化模式，与国际社会共享、交流中国职业教育模式、

标准和资源。 

汇聚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的合力 

“双高计划”通过国家顶层设计，构建扶优扶强、持续推进的建设机制。“双高计划”

对表对标国家教育改革发展步伐，整体设计改革发展任务，分段规划 2022年、2035年两个

阶段目标，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围绕国家战略需要，适时调整建设重点。在建设机制上

不搞身份化终身制，动态管理、有进有出、优胜劣汰，通过周期支持、分段推进，持续保持

项目张力。中央财政引导和激励，中央、地方、学校各自在职责范围内同向推进改革，着力

破除制约职业教育发展的体制机制难题。建立统筹决策、研究咨询、分工落实、监督评价、

总结推广的工作链条，完善项目组织管理。 

“双高计划”需要地方统筹推进，构建多元参与、协同推进的支持体系。发展职业教育

的主体责任在地方，建好“双高计划”，地方支持是关键。地方要充分发挥支持职业教育改

革发展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多渠道扩大资源供给，构建政府行业企业学校协同推进“双高

计划”的新机制。结合区域功能、产业特点，建立健全产教对接机制，优化职业学校和专业

布局，构建以“双高计划”学校为引领，区域内高职学校协调发展的格局。加大资金和政策

保障力度，新增教育经费向职业教育倾斜，对“双高计划”学校给予重点支持。着力推动高



职学校和行业企业形成命运共同体，吸引行业企业以共建、共培等方式积极参与项目建设。

进一步扩大院校办学自主权，建立健全改革创新容错纠错机制，鼓励高职学校大胆试、大胆

闯。 

“双高计划”强调学校主动作为，充分激发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着手综合改革和集

中攻坚，找准突破口和增长点，实现重点突破和整体提升。“双高计划”启动只是高质量发

展的起点，是否水平高最终还要看成效。列入计划的学校要聚焦学校和专业群建设，以人才

培养为中心，围绕《实施意见》提出的“1个加强”“4个打造”和“5个提升”，科学制定

建设方案，健全责任机制，持续深化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培训模式改革，健全德技并修、

工学结合的育人机制，率先开展“1+X”证书制度试点，创新高等职业教育与产业融合发展的

运行模式，真正发挥带动区域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龙头作用。“双高计划”不仅限于入选的

学校和专业群，应是高职战线共同的目标方向，每所学校都应在高水平目标引领下，找准自

身发展定位，持续深化改革，强化内涵建设，办出特色水平，实现高质量发展。 

（本文摘自《中国教育报》2019年 4月 9日 09版，作者高志研，工作单位教育部职业

教育与成人教育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