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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海生：“双高计划”引领职业教育向类型教育发展 

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职业教育类型化发展的引领

者，是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和培养大国工匠、能工巧匠的重要途径。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

和专业建设计划（“双高计划”），是继高职示范校（骨干校）项目之后，面对以人工智能、

互联网+、大数据为主的新经济、新技术、新业态的新一轮产业革命挑战下的中国高等职业

教育的重要战略部署，对于职业教育向类型教育发展具有重要的历史和战略意义。 

“双高计划”引领现代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理念变革。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一样，是人人

可以成才、人人可以出彩的教育。回顾我国职业教育特别是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历程，其人才

培养目标逐渐向培养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向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向培养知识型、技能型、

创新型劳动者转变。这就要求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在不断提升社会服务能力的同时，树

立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在人的全面发展与服务经济社会中寻求平衡，关注学生职业素养、

通识能力和可持续学习能力的培养，为学生分类可持续的职业发展提供可能。 

“双高计划”引领职业院校办学理念的变革。面对新经济新技术带来的生产技术、组织

模式快速变化，在培养服务区域发展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之外，重点服务企业特别是中小

微企业的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成为高职学校办学功能的重要延伸。这需要中国特色高水平高

职学校要明确不同于普通大学以基础性、原理性研究的科研创新定位，聚焦于中小微企业生

产工艺等应用性研究，探索符合自身特色的技术创新模式，成为区域产业优化升级的重要创

新源、技术源和人才源，使技术创新成为高职学校内在基因，探索技术创新与教育教学的有

机互动模式，以技术创新反哺教学，实现技能人才与技术创新的集成供给，形成“技术创新、

人才培养、社会服务、文化传承”有机互动的职业院校办学模式。 

“双高计划”引领职业院校现代治理能力提升。《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了

职业教育标准建设机制——教育部门根据职业标准制定国家教学标准，职业院校根据国家教

学标准，通过校企合作方式进行人才培养方案开发。我国以学校为主的职业教育体系，决定

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质量对职业教育标准构建起着决定性作用。这需要中国特色高水平高

职学校不断创新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吸引社会力量多种形式举办和参与职业院校办学，

积极打造学校与社会、科研生产与教学、内部资源与外部资源互为交融的开放式无边界组织

模式，不断优化和完善治理结构和机制，加强院校自身能力建设，推动企业高水平参与，实

现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和企业自身利益同频共振，推动形成校企命运共同体。 

“双高计划”引领职业院校人才培养模式变革。“双高计划”建设的核心是专业群建设。

专业是人才培养的基本单位。新一轮产业革命的到来，使企业生产模式、组织形式和人才需

求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在以智能制造为主的新技术新经济的背景下，生产过程去分工化、

人才结构去分层化、技能操作高端化、生产方式研究化、服务与生产一体化成为工作模式的

根本性特征。面对技术和职业的快速更新和更迭，需要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破除内部壁

垒，构建基于专业群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打造院系合作、专业融合的学习型组织，践行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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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群平台与特色化发展的理念，打造学生个性发展与分流分层的人才培养模式。 

“双高计划”引领职业教育国际化进程。从职业教育国际化的模式看，无论是德国的双

元制，还是北美的 CBE 模式、澳大利亚的 TAFE 模式，都是在支持本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过

程中，逐步形成理论化、系统化、标准化的职业教育特色模式，伴随其产业变迁与转移进程，

推动职业教育的国际化进程。经过多年的发展，我国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知

行合一为主要理念的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模式业已形成，一批具有国际水平的职业院校在服务

区域经济发展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这需要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在创新实践过程中，积

极推进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模式的理论化、系统化和标准化建设，以“一带一路”“中国制造

2025”等为载体，积极探索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化的模式与路径。 

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正处于改革发展“深水期”的关键时期，“双高计划”必将成为职

业教育向类型教育发展的引领者，带动中国特色、世界水平职业教育体系的发展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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