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部副部长吴岩：“新双高”要有新内

涵、新标准

2019 年，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启动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

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后简称“双高计划”），支持一批优

质高职学校和专业群率先发展。在首轮“双高计划”建设的 5

年中，通过优化专业结构、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深化产教融合

等方式，我国职业院校的办学能力和教育质量得到了显著提升。

“双高计划”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先手棋”，将持

续引领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今年 5 月，教育部部长怀进

鹏提出了以“办学能力高水平、产教融合高质量”为导向的“新

双高”建设，释放了关于新一轮“双高计划”建设的明确信号。

7 月，教育部副部长吴岩在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现

场推进会上，从目标定位、遴选标准、实施方式及任务变化四

个方面，对“新双高”提出了明确要求。本文即为对此次会议

讲话中关于“新双高”内容的整合与分析。

首轮“双高计划”的不足之处

首轮“双高计划”从 2019 年开始，遴选出了 56 所学校

和 141 个专业群。五年来，国家、地方、企业三方的投入合

计达到了 645 亿，全国“双高计划”院校的办学条件明显改

善，教育教学质量有了不同程度的提升。但与此同时，首轮

“双高计划”建设也有一些明显的不足。



第一，改善主要集中在学校内部建设上，对地方产业发

展的支撑力没有显著提升。

第二，“双高计划”院校所属地区对“双高计划”建设

的参与度不足，“双高计划”院校服务于地方和所在省份经

济以及社会发展需求的主体性不足。

第三，“双高计划”建设院校的特色化发展不够鲜明，

同质化较强。

基于此，“新双高”要有新内涵、新标准。要引导“双

高计划”院校由原先的基础好、条件好，转向服务好、支撑

好。眼睛向外，教育的小逻辑要遵循经济社会发展的大逻辑。

思考学校建设是否对当地经济发展提供了支撑，要用学校专

业、师资等各个方面提升后的贡献力和服务力来评判“双高

计划”建设的成效。

“新双高”与首轮“双高”大不同

一是目标定位。首轮“双高计划”侧重于提升院校的办

学条件，实现内部资源的优化配置与自我循环发展。而“新

双高”将要求院校从注重自身循环发展的小逻辑，转到服务

产业发展和区域发展的大逻辑上。真正把自身改善和循环的

能量，转化为服务力、贡献力，为国家和地方的经济转型升

级提供有力支撑。

二是遴选标准。目标定位发生变化，遴选标准也理应全

面升级。新的遴选标准将围绕五个核心维度展开，即社会需



求适配度、基础条件支撑度、目标措施达成度、政策机制与

投入保障度、建设成效贡献度。遴选标准的变化意味着，单

纯注重内部建设的院校在“新双高”遴选中将不占据优势，

如果无法满足社会需求、缺乏有效支撑、难以达成既定目标

或贡献度不足，将很难进入“新双高”的行列。

三是实施方式。首轮“双高计划”由教育部、财政部直

接遴选，“新双高”则要采用地方、国家级联合体、共同体

共同遴选推荐的方式。学校可根据自身条件和发展目标提出

个性化的申报方案，并自证其可行性和有效性；地方也可以

根据区域发展实际与需求，展开综合评估。这种实施方式将

有效提升地方及区域对“双高计划”建设的参与度、激发参

评院校助力当地经济发展的主动性。

四是任务变化。要由眼睛向内转变为眼睛向外。职业院

校要积极对接地方产业、区域战略、省域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建设、市域产教联合体和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打造、大国外

交布局体系建设、民生等多个关键领域的发展需求。只有真

有水平、真有特色、真有贡献的院校才有机会进入“新双高”

行列。

“双高”到“新双高”的演进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必

然趋势和内在要求。“新双高”的新要求不仅为高职院校指

明了新的发展路径，也将会进一步彰显职业教育在发展新质

生产力、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中的新担当。瞄准新一轮“双

高计划”的学校要进一步明确办学定位、专业定位、人才培



养定位，自觉肩负起引领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支撑现代产

业体系建设的责任，做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者与推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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