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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双高计划”赋予了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新的价值意蕴和发展内涵。在“双高计划”视阈

下，深化专业群内涵建设应突破提质增效过程中的难点堵点，突出专业群内涵建设的特色化、信息

化和协同化，强化专业群共性职业技能资源建设，深化专业群课程体系、教材和教法的综合改革；

应以深化产教融合为契机，提升专业集群与产业集群的契合度，构建专业集群和产业集群融合协

同发展命运共同体，切实提高专业群内涵建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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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New value connotation and new development connotation are given for the professional
group construction of vocational colleges under the“double-high pla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ouble-high plan”, the connotation construction of the professional group should be deepened by
breaking through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process of improving quality and efficiency, highlighting the
specialization, informatization and coordination of the connotation construction,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ommon professional skills resources, deepening the comprehensive reform of the
curriculum system, teaching materials and teaching methods. We should take the opportunity of
deepening the integration of industry and education to improve the fit between professional clusters and
industrial clusters, and build a community of shared future of professional clusters and industrial
clusters. Base on the above mentioned measures, the level of connotation construction for professional
group will be effectively impr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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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简

称“双高计划”）涵盖了 197所高职院校和 253个专

业群，其中 56所高职院校入选高水平学校建设，每

所学校有 2个高水平建设的专业群；另有 141所高

职院校入选高水平专业群建设。从专业群建设名

单可见，“双高计划”建设的高水平专业群主要分布

在我国社会人力资源结构中产业亟需的专业大类，

主要包括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的装备制造专业大类、

新兴高技术产业的电子信息专业大类、现代化服务

产业中的交通运输专业大类和财经商贸大类、现代

化农业中的农林牧渔专业大类，以及其他专业群大

类。［1 ］“双高计划”旨在聚焦深化专业群内涵建设，

促进高职院校不断提升新时代经济转型升级所亟

需的复合型、多元化的高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质

量，打造新时代中国特色高水平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高地。

一、新时代高水平专业群建设的现实背景

职业教育是我国一种面向技术技能型人才培

养的重要类型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

分。早在 2005年，我国就启动了国家示范性和骨干

高职院校建设计划，通过以点带面、分批推进和统

筹建设，高职院校在软硬件设施、办学水平和办学

规模等层面取得了新突破，推动了我国高职院校教

育与教学水平进入快速发展的新轨道。

随后，为了进一步巩固和提升示范性院校建设

成效，我国提出了优质高职院校和骨干专业建设计

划。在经历了示范性院校建设和优质校建设之后，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进入了提质增效和深化内涵建设

的新发展阶段，高职教育服务人力资源强国建设和

产业发展的诉求日益提高。在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的新时期背景下，产业转型升级对高技能人才

的需求强烈，据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技术技能人

才的累计缺口总量达到了 1.65亿人，产业经济发展

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长期处于供不应求状态，高技

能人才的供需矛盾十分突出。［2 ］

为缓解我国当前就业压力和解决高技能人才

供需结构性矛盾，针对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

新形势和新常态，国家从顶层设计角度，实施了一

系列新时代职业教育改革的重要举措：高职百万大

扩招、1+X证书制度、学分银行、现代学徒制等政策

陆续推广与实行。［3-5 ］为进一步持续推进我国新时

代高水平高等职业教育的内涵建设和框架体系架

构，“双高计划”建设应时而生，这是国家赋予高职

教育的重大政策性红利，旨在集中优势力量，分阶

段和分层次建设高水平高职院校和专业群，构建和

完善具有新时代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高水平高等职

业教育框架与体系。高职院校开启了高水平内涵

建设的新篇章。

二、“双高计划”下高水平专业群建设的愿景

1.新时代专业群内涵建设的价值意义

长期以来，高职院校以专业建设作为内涵发展

的主体和载体。但是，新时代新兴经济的发展催生

了众多的产业新形态，产业链向上游和下游不断延

续拓展，新职业、新岗位和新工种在产业经济发展

浪潮中不断涌现出来，产业转型升级发展导致形成

了更多的产业链上下游相关知识，出现了技术和技

能的岗位群，这就需要职工掌握更多的技术技能以

应对产业形态发展的变迁，对岗位群中职工提出了

新诉求，亟需更为复合化、专业化、多元化的高技术

技能型人才。

在此背景下，深化专业群内涵建设是实现复合

型、多元化、高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的新路径。专

业群概念源自于哈佛大学迈克尔·波特提出的产业

集群理论，［6 ］借鉴产业集群效应，专业群的建设可

以改变原先单一专业“单打独斗”的局面，将若干个

办学实力较强、核心专业知识关联度较大、具有共

性技术特征和契合区域产业链上下游专业知识结

构的专业组群，优化课程体系中相关专业之间的知

识结构，互化融通专业结构知识，深入融合区域产

业经济转型升级发展的新诉求和优势资源，打造具

有区域特色的高水平品牌化专业群，开创高技能人

才培养和产业经济社会协同发展的共赢局面。

2.新时代高等职业教育内涵建设的使命

经过多年的砥砺奋进和改革发展，虽然大多高

职院校在专业群建设方面取得了较为丰硕的成果，

但是在专业群内涵建设、专业群体系标准、专业群

精细管理等多方面，与现代化高水平高职教育还是

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在后示范性建设时期，我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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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院校的专业群建设逐渐进入了改革发展的“深水

期”，对比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先进的职业技术教

育水平，我国高职院校的专业群建设对新时代产业

经济转型升级的支撑力度尚有不足，与现代化高水

平技术技能型人才供给侧的匹配度还不够，与新时

代教育强国的总体要求仍存在着较大差距。［7 ］

高职院校应以高水平专业群的内涵建设与提

升为契机，在办学理念、办学定位、治理体系、财政

投入、发展观念等多方面进行综合改革，进一步强

化新时代中国特色高水平职业教育体系框架的建

设，为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实现新时代跨越发展夯实

软硬件基础。从国家层面拟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

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可以看出，高等职业教育将

被重新定位，办学地位和招生层次将得到进一步提

升，高等职业教育也将从法律意义上变更为职业高

等教育，这将从法律层面明确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框

架，畅通我国职业教育发展通道，这意味着高职院

校今后也可以培养包括专科、本科和研究生等多层

次的人才，这些都将为新时代高职院校专业群内涵

建设的全方位发展提供法理依据。

3. 产业所需复合型人力资源供给的新动能

当前，我国产业经济进入了发展的新常态，生

产方式和生产技术都发生了巨大变革，人民对美好

生活的向往和需求，倒逼产业经济进入发展新业

态，国内外复杂多变的局势也进一步加速了我国产

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发展。然而，当前我国产业经济

转型升级发展面临着复合型、专业化、多元化的高

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大面积缺口，高技术技能型人才

的供需矛盾十分突出。

专业群的建设直接影响了高技术技能型人才

的专业复合化水平和多元化能力，作为高技术技能

型人才供给主要来源的高职院校，必须顺应新时代

区域产业经济转型升级发展对高技术技能型人才

的新需求，以区域产业经济发展对专业群内涵建设

的新诉求为新契机，将专业群课程体系与产业经济

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所亟需的

技术技能融入到专业群的教育教学过程中，创新复

合型、多元化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逐步破解高

水平专业群建设和发展的瓶颈，加强产业经济转型

升级所需的高技术技能复合型人才的供给和智力

支撑力度，构建高职院校教育综合改革与区域经济

结构转型升级协同发展的命运共同体。

4. 优化专业结构与课程体系配置的新范式

专业群由若干相关专业组建而成，其组群关系

必须基于一定的逻辑系统和现实依据。根据公布

的“双高计划”中专业群特点分析，专业群的组群大

致上有基于产业链、基于岗位群和基于技能内容三

种组群逻辑。［6 ］

首先，基于产业链组建的专业群，是以服务区

域产业发展为组建的现实依据，将契合产业链上下

游的相关专业技能知识作为组建基础，以区域产业

链转型升级对技术技能的需求作为培养目标，将共

性的技术技能作为专业群的基础课程，通过产业链

在专业群技能知识的映射和辐射作用，实现产业链

映射作用下的专业群内涵纵深发展。其次，基于岗

位群组建的专业群，是以学生未来宽口径职业技能

生涯发展为组群目标，将技能岗位相似或相近的专

业融合在专业群中，有利于学生的专业技能迁移和

转换，满足对特定技能岗位和复合化岗位技能的实

际新诉求，优化课程体系中岗位技术技能知识点的

分布与设置，提升专业群对岗位群中相关技术技能

的适应性。再者，基于技能内容组建的专业群，主

要是以相关专业的基础技术技能作为组群逻辑依

据，优化专业课程体系设置，充分共享实训条件、师

资资源和教学资源，实现专业群的内涵质量提升。

虽然上述专业群的组建逻辑有所不同，但都是以课

程体系的优化配置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为核心

要义，以专业群内涵建设为抓手和新范式，打造高

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新高地。

三、“双高计划”下专业群内涵发展现状

“双高计划”下高水平专业群内涵发展有如下

三个特点。

1. 专业群建设特色化不显著

深化专业群的内涵发展，离不开区域特色产业

发展对专业技术技能人才的现实诉求。当前，不少

高职院校在专业群建设中没有紧密结合区域经济

发展的特色和需求，课程设置与教学内容存在较为

严重的同质化和内卷化现象，教学内容无法与时俱

进，没有契合新形势下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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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导致教学质量停滞不前，

高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质量欠佳。

专业群内涵发展的核心要义之一是基于区域

产业的特色化办学。以区域特色产业为现实依据

建设专业群，既实现了专业群与区域特色产业经济

的协同融合发展，又有利于集中区域产业优势资源

并将它转化为专业群特色化发展的新动能，通过融

合区域特色产业构建的特色专业群，谋划专业群特

色化长期发展新蓝图，专注特色化办学和特色化人

才培养，有助于提升人才培养优势和核心竞争力，

有利于提高对区域特色产业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源

支撑力度。

2. 专业群组织体系与管理机制缺失

专业群的组建是其经济功能与社会功能的综

合体现，应以产业经济基础和社会需求的充分融合

作为基本组群定位，须遵循专业之间的共性教育基

本规律，充分发挥其高技术技能型人才培育功能，

通过专业群组之间的集群贴近产业集群，实现空间

集群效益和配置效益之间的最优化效果。专业群

集群效应是建立在组织体系重架构基础上的，这就

要求进一步厘清专业群组织关系和管理机制。然

而，部分高职院校专业群的组群逻辑牵强附会，内

部组织分工不明确，仍沿用了先前各专业单独建设

的方式，专业群内各专业仍处于“单打独斗”的态

势，专业群内部缺乏有效的运行和管理机制，在专

业群人才培养方案的互补共促、教学团队建设、教

学组织方式、教学资源建设、课程体系重构和教学

成效的跟踪与评价机制等方面缺乏有效的体制创

新，导致专业群的集群效应难以达到最优化。

3. 专业群评价体系缺位

专业群中各专业之间相互独立、相互融通，又是

一个统一的整体。在何种评价框架体系中统筹推进

专业群建设，将直接影响到专业群建设的成效。专

业群的评价体系涵盖了课程体系的构建、课程标准

的制订、专业设置逻辑的建立与依据、教学计划的制

订与实施、实训实习的开展、教学成效的综合评价、

双师型教师队伍的建设、教学资源库的建设和产教

融合的深化程度等多方位、多维度内容。但在专业

群建设过程中，不少高职院校仍沿用先前各专业各

自的评价体系，并未真正发挥专业组群的集群合力

和集群效应，致使评价目的不够明确，评价内容不

够具体，评价标准和评价机制单一化。

四、“双高计划”下高水平专业群建设思路

为了进一步深化专业群内涵建设，本文提出五

个建设思路。

1.深化专业群内涵建设，创新人才培养范式

专业群建设的提质增效是高职院校深化内涵

发展的必由之路。专业群内涵建设应积极贯彻落

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方案，深化复合型高技术技能

型人才培养改革，在不断探索和实践中创新教育教

学模式。

首先，专业群应根据各专业之间的核心职业技

能、基础职业技能和交叉职业技能与专业办学特

色，积极对接区域产业集群，响应区域产业集群转

型升级对高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新诉求，进一步促进

专业群内课程体系之间的融合性和协同性，优化专

业群课程科学配置，与时俱进更新课程标准体系，

加强专业群共性核心职业技能课程的开发与建设，

进一步丰富专业群建设内涵。

其次，充分发挥专业群人才培养的集群效应，

以产业集群逻辑为现实依据，深化高技术技能型人

才培养新范式。积极对接区域产业链发展特色和

新诉求，开展“1+X”职业技能证书制度的试点，［8，9 ］

扎实推进学生职业技能、职业素养、团队能力和创

新能力等多方面素质的综合提升，切实推进工学交

替的办学模式，坚持知行合一和追求卓越的办学理

念，更加注重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培育学生的工匠精

神、职业素养、敬业专业、精益求精和追求卓越等优

秀品质，着力打造区域经济转型升级亟需的高技能

型人才培养高地。

2. 产教融合，共建协同发展命运共同体

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产

业更新发展对高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更加复合

化、多元化和细分化。因此，作为高技能人才供给

的主要来源，高职院校在专业群建设过程中，应积

极融入产业链集群发展，加强专业群对区域产业经

济发展的人力资源支撑力度和服务发展的功能属

性作用，促进专业集群与产业集群转型升级的动态

优化，深化产教融合，构建专业群与区域产业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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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融合发展共同体。［10 ］

紧密结合区域产业经济发展所亟需的高技术

技能人才供给新诉求，深化产教融合，回归产业集

群才是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之源本。首先，应深入

摸底和系统调研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过程中所

急需、紧缺的高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数量、岗位类型

和技术需求，编制针对区域特色产业、重点主导产

业、高新技术产业等产业及其产业链对人才、技术

和技能需求的大数据，针对产业发展对人才需求和

技术技能诉求进行量化分析，将量化分析结果作为

专业群内涵建设与课程教学内容动态调整的重要

参考依据，实现专业群高技术技能型人才培养供给

侧与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发展人才需求侧之间

动态化、常态化的匹配。其次，切实将专业群建设

基础延伸到产业链中，扩大校企合作的层次和深

度，积极探索企业参与专业群内涵建设的途径，以

灵活和多样化的方式激发校企合作的潜能，加强厂

中校、校中厂、订单式培养等多元化育人模式的创

新与改革，切实提高企业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话语

权、参与度和积极性，扎实推进和完善校企双主体

育人的办学模式，无缝对接人才供给侧和需求侧，

促进专业群内涵发展和产业集群发展的融合共赢，

构建产教融合协同发展的命运共同体。

3.建设共性职业技能资源，深化教学改革

专业群组之间的职业技术技能具有一定的交

叉性和融通性，建设共性职业技能教学资源是夯实

专业群内涵建设的重要保障，是支撑专业群中各个

专业协同发展和差异化发展的重要基础。专业群

建设应深入挖掘和梳理各专业技术技能的个性特

点，避免各个专业建设存在同质化和内卷化现象，

在专业定位、核心职业技能与素养、就业岗位群、核

心课程标准等方面求同存异，凝练出专业群之间共

性的基础职业技能，并以此为基础，促进专业群中

各专业个性化、特色化和差异化的协同发展和错位

发展，从而推动专业群中各专业的均衡发展和科学

发展。

此外，专业群内涵建设的提质增效离不开教材

与教法的综合改革，教材是专业群教学实施的重要

载体，教法是专业群教学的实施路径。专业群建设

过程中教材与教法的改革应积极响应产业集群的

新诉求，创新教材开发形式，在产业生产线上、工厂

车间里和实践岗位中开发手册式和活页式教材，多

元化教材内容和形式，联合产业工匠和技能大师共

同开发工学交替的教材，建立教材优化更新与产业

集群职业技能岗位群的动态匹配关系，提升教材与

核心职业技能岗位群的契合度，坚持课证融通、课

岗衔接和课赛互促的课程教学体系。其次，专业群

教法的深化改革应藉借新兴技术，大力推进教学的

信息化和智能化，将 5G、人工智能、VR/AR等新兴

技术融入教育教学改革全程中，丰富数字化教学资

源，加强数字化情景教学和混合教学模式创新，利

用“线上+线下”混合教学方式，实现实时学习、自主

学习和教学互通互联，畅通专业群教学信息流和教

学资源流渠道，消除信息孤岛，多渠道、多维度、多

元化提高智慧教学水平。

4. 强化新时代高水平双师型队伍建设

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必须依靠一支专业素质过

硬的高水平双师型教师队伍，提高专业集群和产业

集群的契合度离不开具有扎实理论基础和丰富实

践教学经验的高素质双师型队伍。然而，当前部分

高职院校教师的产业实践经验仍尚为欠缺，教育教

学仍停留在本本教育主义，脱离了新时代专业群教

育教学主旨，影响了教学质量的提升。［11 ］

因此，加强专业群建设必须加强双师型教师队

伍建设，应筑巢引凤，引进企业高技术技能型人才，

还需切实提升现有教师队伍的企业实践经验，积极

争取上级政府部门的政策扶持和资金补助，积极推

进校企人员“双向挂职”、双向流动、柔性引才等校

企协同互动，共建校企技能大师工作站和工作室，

构建高职院校与重点行业企业的教育科研协同创

新平台，着力打造一批高水平校企双师团队，切实

提升专业群双师型教师队伍的综合实力。

5. 提高专业群服务社会发展的能力

首先，契合区域产业经济发展和结构转型升级

对高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新诉求，为产业、行业和社

会人员提供技术、技能和知识的教学和培训，积极

融入产业链人力资源建设体系中，开展产业和行业

相关员工的职业教育和技术技能培训，为产业发展

提供强有力的人力资源保障。

其次，充分利用专业群团队的技术和资源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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势，通过校企合作、产学研、技术合作或转让等方

式，为行业企业解决生产、技术和工艺等方面的实

际问题，联合企业共同研发新产品、新工艺和新技

术，促进专业群团队的科研成果在企业的转化和推

广应用，协助企业提升研发能力，切实提高企业的

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

最后，积极贯彻国家职业教育百万大扩招的政

策，面向退役军人、农民工和其他社会群体积极开

展学历教育和技能培训，专业群在教学过程中应因

地制宜和因材施教，创新多元化多样化的人才培养

模式，优化专业群的教学资源配置，切实提升扩招

群体的职业技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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