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1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EDUCATION

2021 年第 15 期    第 42 卷    总 1009 期
No.15, 2021   Vol.42    General No.1009

2019年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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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全国

首轮遴选立项56家高水平学校建设单位和141家高

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其中，浙江省推荐申报的15

所高职院校全部入围，包括高水平学校建设单位6

所和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9所，入围项目数量仅

次于江苏省，位列全国第二。据统计，从入围A档

数量上看，金华职业技术学院、浙江机电职业技术

学院2所院校入选国家高水平学校（A档）建设单

位，和江苏省并列，是全国前十院校最多的省份之

一；从入围院校占比上看，浙江省入围“双高计划”

院校占全省高职院校总数比例为30%（15/50），

全国排名第一（江苏省为22.2%，20/90；山东省为

19.2%，15/78；广东省为16.1%，14/87）。

近年来，浙江省持续推进实施教育强省战

略，制定实施了若干重大关键性项目，如开展省

级高职优质暨重点校建设计划，遴选建设5所重

点校和15所优质校；开展四年制高职教育人才培

养试点，分两批遴选12所院校的16个专业进行高

职本科试点；开展高校“十三五”优势特色专业建

设，遴选建设150个高职优势专业和200个高职特

色专业，以项目为抓手不断推动高职教育高质量

发展、高水平办学、高标准引领[2]，为全省高职院

校参与国家“双高计划”打下了坚实基础。在此

背景下，参照国家级项目做法，浙江省经过多轮项

目论证和可行性研究，于2020年底组织实施省级

“双高计划”项目，项目面向高职也面向中职，计

划遴选建设15所高水平高职学校和50所高水平中

职学校，并分A、B两类遴选建设30个高水平高职

专业群和150个中职专业，全面开展省级高水平职

业院校和专业（群）建设工作[3]，旨在国家项目优

中选优的基础上扩大省级项目建设的覆盖面，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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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MENT
评 析

加强调职业教育服务区域乃至全省产业发展的能力，更加突

出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水平，继续保持浙江省职业教

育发展水平在全国的领先地位，努力成为展示中国职业教育

发展优越性的“重要窗口”。

一、浙江省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现状分析

根据浙江省“双高计划”遴选文件，已入选国家高水平

学校建设单位的金华职业技术学院（A档）、浙江机电职业

技术学院（A档）、杭州职业技术学院（B档）、宁波职业技术

学院（B档）、浙江金融职业学院（B档）、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C档）6所高职院校自动认定为省域高水平学校。其他44所

高职院校均符合条件可参与申报遴选。截至申报期结束，全

省有39所高职院校提交申报书和建设方案，浙江电力职业技

术学院、嘉兴南洋职业技术学院、浙江体育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安防职业技术学院、浙江科贸职业技术学院（筹）5所高

职院校未参与申报。

（一）全省50所高职院校的标志性成果分析

国家“双高计划”的遴选条件是9项标志性成果中有不

少于5项，包括国家教学成果奖、国家专业教学资源库、国家

教育教学改革试点、国家重点专业、全国就业创业典型、学

生国赛获奖、教师国家奖励、校级竞赛制度及国赛承办、校

级质量年报制度等成果指标。浙江省“双高计划”的遴选条

件在国家标准的基础上，将其中6个成果指标的级别调整为

省级及以上，并增加“省级及以上产教融合项目”成果指标，

同时要求申报高水平学校需是国家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

或在10项标志性成果中有不少于8项。全省50所高职院校的

各项成果指标分析情况如下。

1.省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

遴选条件要求近两届获得过省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

励，且是第一完成单位。数据统计2014年、2018年连续两届

的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以及2014年、2016年连续两届的省级

教学成果奖。统计分析，从获奖数量上看，浙江省高职院校

共有国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13项、二等奖36项，省级教学

成果奖一等奖56项、二等奖88项；从获奖院校上看，获得国

家级一等奖的有9所院校、获二等奖的有17所院校，获得省

级一等奖的有26所院校、获二等奖的有33所院校，未获奖项

的有13所院校。在国家高水平学校建设单位中，金华职业技

术学院、浙江金融职业学院虽然获奖项目数位居全省高职

第一、第二，分别是7项、6项，但是两所院校至今未能实现国

家级教学成果奖一等奖零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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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国家级教学成果奖（2014、2018） 
2.国家级专业教学资源库

遴选条件要求主持或联合主持过国家级职业教育专业

教学资源库立项项目且应用效果好。数据统计2010-2019年

教育部立项项目。统计分析，从立项数量上看，全省高职共有

国家级专业教学资源库42项，其中，第一主持的24项，联合主

持的18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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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国家级专业教学资源库（2010-2019） 
3.省级及以上教育教学改革试点

遴选条件要求承担过省级及以上教育教学改革试点且

成效明显。因浙江省未列入国家教学诊改试点省份，全省也

没有一所高职院校立项国家“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项目，

故数据仅统计现代学徒制试点国家级3个批次和省级2个批

次项目、省级首批“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项目、省级教学

诊改试点2个批次项目，以及连续3年的国家定向培养士官试

点项目。统计分析，从项目数量上看，全省高职共有教育教学

改革试点国家级项目18项、省级项目73项；从项目院校上看，

图 3  国家级教育教学改革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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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国家级试点项目的有17所院校，承担省级试点项目的有

41所院校，未承担过试点项目的仅有9所院校。 

4.省级及以上重点专业

遴选条件要求有省级及以上重点专业。数据统计国家

示范、骨干高职学校支持的重点专业，省“十三五”优势专

业。统计分析，在百所国家示范校中，全省有6所学校的29个

专业获批立项；在百所国家骨干校中，全省有5所学校的19个

专业获批立项。此外，全省高职共有44所学校的150个专业

获批省级“十三五”优势专业，仅有6所院校未获批任何重点

专业建设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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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国家级重点专业

5.省级及以上就业创业典型

遴选条件要求近5年学校就业工作被评为省级及以上

就业创业典型。数据统计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全

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全国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

校2个批次项目，省级普通高校示范性创业学院。统计分析，

从项目数量上看，全省高职共有全国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

校5所、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4所、全国创新创业教育

改革示范高校2所、省级普通高校示范性创业学院13所；从项

目院校上看，获2项国家级就业创业典型项目的仅有浙江工

贸职业技术学院，获1项国家级项目的有9所院校，未获得过

省级及以上就业创业典型的有34所院校。

6.国家级及以上学生竞赛获奖

遴选条件要求近5年学生在国家级及以上竞赛中获得

过奖励。因全省没有高职院校在世界技能大赛上获奖，故数

据仅统计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

新创业大赛、“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

和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具体统计分析如下。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从获奖数量上看，2015-2019

年全省高职共获奖589项，其中，一等奖144项、二等奖244

项、三等奖201项。从获奖院校上看，获得过一等奖的有29所

院校，二等奖的有37所院校，三等奖的有37所院校，另有9所

院校从未获得过国赛奖项。此外，5年累计获奖项数在20项

以上的有8所院校，其中，金华职业技术学院已经连续4年获

奖项数位居全国榜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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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仅统计获奖数在 20项以上的院校）

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从获奖数量上

看，2015-2019年全省高职共获奖14项，其中，银奖3项、铜奖

11项。从获奖院校上看，获银奖的有2所院校，获铜奖的有7所

院校，另有43所院校未获得过国赛奖项。2020年底，金华职

业技术学院以“1金2银”的优异成绩，成为省内首个在“互联

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上获得金奖的高职院校。

图7  中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2015-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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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简称

“大挑”）和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简称“小挑”）。统

计2015-2019年国赛成绩，全省高职仅有2所院校获奖，分别

是：金华职业技术学院获得“大挑”一等奖1项、“小挑”铜奖

1项，宁波职业技术学院获得“大挑”二等奖1项、“小挑”银

奖1项。2020年底，浙江省高职院校在第十二届“挑战杯”大

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全国决赛中取得历史性突破，共获得金奖

3项、银奖2项、铜奖6项，获奖院校达到7所。

图 5  国家级就业创业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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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生就业典型经验高校      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      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示范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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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挑战杯”中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2020 年） 
7.省级及以上教师奖励

遴选条件要求教师获得过省级及以上奖励。数据统计

全国高校黄大年式团队、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

队、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省高校优秀教师、全国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获奖。具体统计分析如下。

国家级教学团队。全省高职仅有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

院获评全国高校黄大年式团队，另有11所获评国家级职业教

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省级以上名师。全省高职获评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

师仅有4人，分布在3所院校；获评省级高校优秀教师58人，分

布在30所院校。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从获奖数量上

看，2015-2019年全省高职共获奖35项，其中，一等奖10项、

二等奖10项、三等奖15项。从获奖院校上看，获得过一等奖

的有6所院校，二等奖的有7所院校，三等奖的有7所院校，另

有38所院校从未获得过国赛奖项。

图 9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2015-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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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省级及以上竞赛承办

遴选条件要求建立校级竞赛制度，近5年承办过省级及

以上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统计分析2015-2019年，共有34所

高职院校累计承办386项省级赛项，共有8所高职院校累计

承办17项国家级赛项。 

9.省级及以上产教融合项目

遴选条件要求近5年获评省级及以上产教融合项目。

数据统计，省级产教融合示范基地2个批次项目、省级2019-

2020年度“五个一批”产教融合项目（申报主体单位），省级

示范性职业教育集团（牵头组建单位）。统计分析，从立项

数量上看，全省高职共有省级产教融合示范基地20个、省级

“五个一批”产教融合联盟1个和产教融合工程项目21个、省

级示范性职业教育集团9个；从立项院校上看，共有28所院

校获批省级产教融合项目51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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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省级产教融合项目（仅统计项目数在 2项以上的院校） 
10.校级质量年报制度

遴选条件要求建立校级质量年报制度，按要求发布学

校质量年度报告。据统计，因学校质量年报缺失“内容真实

性责任声明”被通报的有6所院校，其他院校近5年均未有负

面行为被通报。

（二）浙江省高水平高职院校的遴选结果分析

2020年12月底，浙江省教育厅和省财政厅联合公布了高

水平职业院校和专业（群）建设名单，确定浙江经济职业技

术学院等15所高职院校、杭州市中策职业学校等50所中职学

校为省级高水平职业院校建设单位，温州科技职业学院的绿

色食品生产与检验等30个高职专业群、杭州市富阳区职业教

育中心的生物技术制药等150个中职专业为省级高水平专业

（群）建设单位[4]。浙江省“双高计划”的落地实施，是进一

步推动全省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提高职业技能人才培养质

量、增强职业院校社会服务能力、提升职业教育综合办学水

平的重要举措，标志着浙江省落实“确保高职教育在全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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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承办学校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赛项数量（2015-2019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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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先地位”的目标迈出了重要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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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浙江省高水平专业群（按专业大类分布统计）  
结合国家“双高计划”遴选结果，浙江省高职共有21个

国家级高水平专业群和51个省级高水平专业群，其中，省级

高水平专业群分为26个A类建设专业群和25个B类建设专业

群。统计分析，从专业分布上看，72个高水平专业群涵盖15个

专业大类37个专业小类，仅有资源环境与安全、能源动力与

材料、新闻传播、公共管理与服务4个大类没有专业群立项；

从产业布局上看，72个高水平专业群中有55个专业群紧密对

接浙江省重点发展的信息、环保、健康、旅游、时尚、金融、

高端装备制造、文化等“八大万亿”产业，专业群布局对接产

业发展有较好的匹配性和契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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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  浙江省高水平专业群（对接浙江“八大万亿”产业）  
浙江省积极响应国家重大项目，创设省级项目载体，快

速启动省级高水平职业院校和专业（群）建设，形成了国家、

省域两级互补的建设梯队，在进一步扩大“双高”建设覆盖

面的同时，更是对“双高”建设项目做了再延伸、再深化，尤

其是填补了信息、健康两个浙江重大产业领域没有高水平专

业群对接的空白，突出了职业教育服务地方发展的浙江特

色，充分体现了浙江高职教育的全面发展和领先优势。

二、浙江省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机遇与挑战

浙江省“双高计划”的落地实施，是对国家“双高计划”

的扩展和补充，为全省职业教育“十四五”建设与发展定好

了位、开好了局。新时期的高职教育依然是我国技术技能人

才培养的主阵地、主战场，国家重大战略的部署和区域产业

转型升级的需求都为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赋予了新的使命、担

当和责任，国省联动的“双高计划”更是赋予了高水平高职

院校强劲的生命力和行动力。

一是社会需求推动质量提高。全国高等职业教育的规模

已占据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

重要人力资源支撑，而实现“规模扩张”向“提高质量”的转

变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然要求[5]，社会需求是推动高职教育

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

二是专业特色发展愈加鲜明。随着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的深入推进，职业院校毕业生正逐渐成为支撑区域中小规模

产业向集约化发展、中高端发展的生力军，通过“参照普通

教育办学模式”向“企业社会参与、专业特色鲜明的类型教

育”转变成为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6]。同时，适应产业

集群发展，以特色发展、优势发展的核心专业为龙头，推动

专业集群发展以专业群对接产业链，将成为新时期高职专业

建设与发展的必然趋势。

三是系列重大改革部署推进。国家层面先后部署推进

了诸如开发具有国际水平的中国职业教育标准体系，建立

“1+X”证书制度，培育数以万计的产教融合型企业，打造一

批职业教育培训评价组织，建设一批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

团队等一系列重大改革与建设任务，进一步激发高职教育的

发展活力。同时，也亟需省级层面布局一批专项的试点改革

与建设任务，通过先行先试为深化改革贡献智慧和经验。

浙江省高职教育的未来发展也同样面临着挑战。一是职

业教育虽然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但能否有效引导

高职院校积极转变观念，加强办学软实力，主动适应办学类

型的变革仍是值得探索的问题[7]。二是围绕专业内涵建设，如

何构建高水平专业群的办学标准和体系，紧密对接全省现代

化产业体系建设，持续提升全省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质量和

优势还需深入思考。三是现行的制度保障体系能否做到全方

位、全过程的覆盖，切实保障所有“双高”项目从计划到实施

过程的绩效转化，有效发挥“双高”院校在新时期高职教育改

革与发展中的引领和示范作用，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检验。

三、浙江省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对策

一是围绕大局提升发展站位。当前，我国职业教育面临

的一大课题就是：如何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大有可

为”的殷切期待，转化为职业教育战线“大有作为”的实际行

动。“双高”院校作为高职教育的“排头兵”，要正确认识党

和国家的新期待，在新形势下以新理念、新思维、新视野重

新审视学校发展建设的目标定位，积极谋特色、显优势、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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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整体提升内涵发展水平，尽最大可能把新目标、新定

位量化细化具体化到工作举措上、体现到“双高”建设的精

神状态上、落实到工作成效上，努力成为展示我国高职教育

发展水平的“重要窗口”。

二是把准方向实现改革引领。“重要窗口”意味着“双

高”建设肩负的责任和使命不是普通的工作成果展示，而是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以及习近平关于教育

的重要论述指引下，具有深远影响的展示。因此，必须把准

“双高”建设方向，要坚持立德树人，把高水平建设的着眼

点放在人才培养上，将新时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贯穿

人才培养的始终，健全德技并修、工学结合的育人机制，培

育更多具有家国情怀、国际视野、技术创新能力、职业发展

能力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要坚持改革破题，围绕职业教

育改革中的痛点、难点问题，在完善职业教育体系、深化体

制机制改革、推进产教融合发展、提升院校治理水平、加大

政策供给力度等重要改革领域，积极探索、突破瓶颈，通过

出高招、出实招、出妙招，努力出标准、出制度、出成果，以改

革创新推动内涵式发展，引领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三是整合资源提升综合实力。“双高”建设是教育领域

的系统工程，也是与产业相关、社会相关的融合工程。“双

高”院校要紧紧抓住浙江“改革开放再出发，八八战略再深

化”的历史机遇，跳出教育看教育，一方面紧密对接经济社会

发展新需求，找准、找好与产业需求的契合点，服务好产业

发展。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产业发展的资源，以更加开阔的

视野、更加开放的心态，搭建产教融合发展更高的平台、创

新更活的机制，有效聚合产业链、创新链和专业链、人才链

之间的资源优势，促进产业与专业之间深层次、多元化的交

叉融合，形成“共建共享、互惠多赢”的政校行企合作良好生

态，提升学校在人才队伍、教学条件、技术创新等方面的实

力，在职业教育产教融合发展中提升话语权、提高贡献度。

四是凝聚合力提升浙江品牌。“双高”建设是一场攻坚

战和持久战。“双高”院校既要有“只争朝夕、不负韶华”的充

沛干劲，又要有咬定青山不放松、一年接着一年干的钉钉子

精神，努力取得更多实质性、突破性、系统性成果。积极打造

高水平职业院校发展共同体，通过组建“双高”院校联盟等

形式，共同致力于服务国家战略，解决国家职业教育重大问

题，推动我国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群建设改革创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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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Status and Development Countermeasures of High-level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Zhejiang

——Based on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Landmark Achievements of 50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Zhejiang

Zhang Meng, Liu Luping

Abstract  Taking 50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n Zhejiang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object, and based on the 10 symbolic achievements 
of  the  selection conditions of Zhejiang “double-high” colleges, a comprehensiv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construction basis and 
advantages of Zhejiang’s high-level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t  is  found  that Zhejiang vocational colleges have promoted quality 
improvement due to social needs, the development of professional characteristics has become more distinctive, and a series of major reforms 
continue to be deployed and promoted. In the future, to effectively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double-high plan” in Zhejiang 
province,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development position around  the overall  situation,  focus on  the direction  to promote  reform 
leadership, integrate resources to enhance comprehensive strength, and cohesive force to enhance Zhejiang br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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