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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发展困境与策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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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职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迅猛发展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内

在要求和必然结果。文章以厦门城市职业学院为例，深入剖析高等职业院校发展的困境及策略选择，分析

表明: 办学定位模糊、专业同质化、校企合作松散是当前高职院校发展面临的主要困境，而差异化的办学

定位、优势专业的培育、产教融合的深化将是实现高职院校长远发展的有效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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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经济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产业的竞

争，产业发展所需要的大批高技能、应用型人才

的培养关键在高等职业院校。《国家中长期教育

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 2010—2020 年) 》中强

调: 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满足人民群众接受

职业教育的需求。探索高等职业院校发展的路径

选择，对进一步推动高等职业教育质量的提升，

满足经济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需

要，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高等职业院校发展基础分析
21 世纪以来，我国高等职业院校蓬勃发展，

高职院校内涵建设成效显著，主要体现在以下四

个方面:

( 一) 高职院校发展的支撑体系日趋完善

高职院校的发展离不开国家政策的 扶 持。
1996 年，《职业教育法》的颁布确定了我国职业

教育的法律地位，它补充和完善了 《教育法》。

随后颁布了 《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

展的决定》 《关于推进职业教育工作的若干意

见》 《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工作的若干意

见》《关于以就业为导向，深化高等教育改革的

若干意见》以及 《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

育的决定》，这一系列可行的政策支持了高等职

业院校的改革和发展，明确了高等职业院校的人

才培养目标。2014 年 6 月，《关于加快发展现代

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 “到 2020 年，形

成适应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

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体现终身教

育理念，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

育体系。”它为高等职业院校的进一步发展指明

了方向，高等职业教育迎来了新的春天。
( 二) 经济增长为高职院校发展提供了物质

保障

高等职业院校的发展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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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支撑，雄厚的经济基础为高等职业院校的发展

提供了强有力的物质保障。数据显示，2000—
2011 年，我国 GDP 年均增长 10. 8%，远高于中

等收入国家 6. 4%的增长率。①高速的经济增长使

我国经济实力日益增强，为高等职业院校规模不

断扩大提供了物质保障。有关数据显示，1998—

2012 年，高等职业学院从 101 增加到 1297 所，

增长了约 13 倍; 毕业生从 3. 5 万人增加到 320

万人，占普通高等学校的 51% ; 招生数从 6. 2

万人增加到 314 万人，占普通高等学校的 45%
( 见表 1) 。

表 1 1998 年和 2012 年我国普通高校与高职院校招生情况 ( 单位: 万人) ②

学校数 学生数

高校总数( 高职) 毕业生数( 高职) 招生数( 高职)

1998 1022( 101) 829 833( 35 480) 1 083 627( 62 751)

2012 2442( 1297) 6 247 338( 3 208 865) 6 888 336( 3 147 762)

( 三) 国家示范院校计划带动高职办学水

平的提升

高职院校兴起于 20 世纪 80 年代。进入本世

纪以来，高等职业院校蓬勃发展。2006 年 “国

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已陆续遴选

出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福建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等 100 所国家示范性高等

职业院校建设单位和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等 8

所重点培育院校。通过示范校计划，重点建设

100 所办学特色鲜明、教学质量优良，在全国能

起引领示范作用的高职院校，以此带动高职院校

整体办学水平的提升，更好地服务经济建设和社

会发展。
( 四) 东部地区高职院校由规模发展转向内

涵式发展

我国经济的发展呈现出东中西部地区差异，

东部地区具有比较优势，直接反映到高职院校在

发展上的不均衡。2012 年，东中西部地区规模

以上工业企业单位数分别为 221 993 个、79 296

个、42 480 个，③东部地区企业数量多，市场化

程度高，容易接收更多的毕业生，工学结合、产

教融合 较 易 开 展; 同 时，东 部 经 济 发 达，政、

行、企对高职院校的支持力度大，故东部高职院

校工学结合、校企合作、教育服务产业等优势明

显，更注重专业内涵建设。而中西部地区企业较

少，吸收劳动力也较少，以就业为导向的高职教

育发展较慢，高职院校仍处于规模扩大的外延式

发展阶段。

二、高等职业院校发展的普遍困境

尽管高职院校规模不断扩大，办学质量也得

到了有效的提升。但是，办学定位模糊、特色不

明显、专业设置过于相似、校企合作不够紧密等

制约着高等职业院校的长远发展。
( 一) 高等职业院校办学定位模糊

高等教育体系中，高职与本科院校之间的差

异不够鲜明。部分高职院校没有考虑到自己职教

的特点，没有按照岗位要求进行课程的重构和解

构，在办学模式、人才培养定位、课程体系、课

程内容等方面与本科趋同。我国高职院校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有些学校特别是示范校已经具

有鲜明 的 办 学 特 色，如 深 圳 职 业 学 院 确 立 了

“大学水平的能工巧匠”或 “能工巧匠的大学

生”的培养目标，“教授手上有油”的师资队伍

建设特色。但是，有些高职院校办学容易追求热

点，特色不足，培养出的人才 “千人一面”，不

能有效满足经济社会对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多

样化的需求。
( 二) 高等职业院校专业设置相似

一些高职院校为了扩大办学规模，盲目追求

专业多样化，导致了严重的专业同质化，这使得

大量的办学资源浪费在了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专业

上。以福建省高职院校来说，各高职院校基本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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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设土建、制造、电子信息、财经四大类的专

业，70%以上的福建省高职院校开设了计算机、

市场营销、电子商务、物流、商务英语等专业。

而在水利、环保气象安全、医药卫生、公共事

业、公安、法律大类的专业布点数都比较少。［1］

以厦门市高校来说，厦门的本科院校以厦门

大学为龙头，尚有集美大学、华侨大学工学院、

厦门理工学院等。坐落于厦门市的高职院校有厦

门城市职业学院、厦门安防科技职业学院、厦门

海洋职业技术学院、华夏职业技术学院、南洋职

业技术学院、华天涉外技术学院，厦门演艺学

院、厦门医高专等 11 所高职院校。再以经贸类

专业 ( 国际经济与贸易、国际贸易实务、国际

商务、经济信息管理、商务经纪与代理) 为例，

厦门的所有的本科院校均有开设，在厦门的 7 所

高职院校也都有开设，占 64%。
( 三) 产教融合紧密度不高

高等职业教育的职业性、实践性等特点都要

求企业参与专业建设、课程改革和人才培养。高

职院校必然与企业有着密切的合作，如温州职业

技术学院与当地鞋革协会和服装商会合作办学，

创办了 “中国鞋都技术学院”和 “温州服装学

院”。但是总体来看，高职院校产教融合紧密度

不够高，只是处于实训基地的提供、校企人员互

相兼职 “请进来，走出去”等浅层次。从信息

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产教融合紧密度不高，势必

造成学校与企业之间关于人才培养目标、职业标

准、课程标准、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的信息不对

称。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逆向选择，则会造成企

业无法在实训基地建设、学生实训、教师职业能

力培养等方面给高职院校支持; 高等职业院校也

会在课程设置、内容等方面出现脱离产业实际，

教学质量无法有效提高的情况。

三、厦门城市职业学院发展的策略选择
( 一) 实现差异化的办学定位

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竞争力之父迈克尔·

波特 ( Michael E． Porter) 在竞争优势理论中提

出了企业制胜的战略，主要包括成本领先和差异

化战略。［2］高职院校的成本领先战略是指在现有

的资源约束下，通过提高管理水平和资源利用的

效率，用最低的成本培养出符合企业、社会需要

的人才。高职院校的差异化战略是指各高职院校

培养的人才有一定的差异，全力打造自己的品

牌，方能建立本校的特色。

作为一所年轻的高职院校，厦门城市职业学

院在现实环境中勇于创新，差异化办学主要体现

在品牌定位差异和区域角色差异。厦门城市职业

学院有着准确的品牌诉求，其办学理念直接外显

于校名，学院所开设的专业都与城市产业相关。

区域角色差异就是收缩式市场定位，以院校所处

的区域 地 位 和 竞 争 地 位 来 制 定 竞 争 导 向，以

“取得赛跑中的胜利”。［3］ 实行差异化的办学策

略，与本科院校实行错位竞争，满足经济社会发

展对不同层次人才的需求; 通过办出品牌特色在

同质化的高职市场中脱颖而出，培养 “高层次

技术技能型人才”。
( 二) 着力培育优势专业

从专业内涵建设来看，优势专业的引领、辐

射能够带动整个专业群的快速发展。纵观各个高

职院校的优势专业，主要可以分成几种: 一是专

业依附在载体上，考虑到福建茶叶产量居全国第

一，茶叶出口呈现量价齐增态势及福建省在福

州、泉州、漳州、厦门等中心城市建立了专业性

茶叶批发市场，厦门海洋职业学院国贸专业开设

了茶叶方向。二是在校企合作中开创一片天地，

如温州职业技术学院的 “立地式”研发［4］是校

企合作的深化。相对于其他专业，优势专业在人

才培养、课程改革、校企合作等方面具有明显的

比较优势，定位和选择优势专业容易实现率先突

破，优势专业可以成为先导和主导专业带动和加

快专业群的发展，最终实现专业内涵发展走在同

类院校前列。
2012 年底至 2013 年 10 月，福建省教育评

估研究中心对全省 48 所高职、24 类专业 ( 二级

类或专业群) 、906 个专业点开展专业质量建设

评价，以评价结果为依据，对部分民办高校居全

省同类专业排名前三分之一的专业进行奖励。此

次质量评估中，厦门城市职业学院的国际贸易实

务、电子商务、市场营销、涉外旅游、会展策划

与管理、艺术设计、商务英语、电子信息与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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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等专业进入全省同类专业排名前三分之一，

未来可以通过进一步遴选，培育发展使之升级为

优势专业。另外，可以另辟蹊径，抓住先机，通

过捕捉海西经济的热点，形成自己的优势专业。

近几年，电子商务跨境交易成为新的热点，国内

最大的外贸电商兰亭集势已经在美国上市，电子

商务跨境交易已经成为外贸工作新领域。厦门城

市职业学院商贸系通过整合资源优势，国贸专业

与电子商务专业联手筹办 “跨境电商”专业，

以此带动整个专业群的共同发展。
( 三) 不断深化产教融合

只有通过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才能有效地解

决校企间的信息不对称，实现校企的双赢。产教

融合、校企合作应该贯穿在人才培养的全过程，

包括人才培养目标、专业标准、课程标准、教学

内容的制定，教学资源、实训室的共享，实训基

地和双师队伍的建设等。

厦门城市职业学院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方

面已经开展了许多有益的尝试。第一，成立校企

合作实训中心，全面负责校企合作相关工作。第

二，构建联合教师、企业、行业专家的专业建设

指导委员会，促成产教对话、校企合作共同制定

专业标准，课程标准，共同完成校企合作开发课

程，共建 “双师型”教师队伍，共同授课，共

同举办技能大赛等。第三，通过与企业合办订单

培养班，定向地为企业培养其所需要的人才，如

“顺丰班”“佰翔班”，有效实现了专业设置与企

业需求、技能训练与岗位要求、培养目标与用人

要求相一致。第四，目前已经立项成立中小企业

电子商务化等 7 个校内研究所，以研究所为平

台，通过承接纵向、横向课题和课程体系开发，

倒逼专业建设和课程建设，推进人才培养模式

改革。

［注释］

①数据来源: 世界发展指标 2013。

②数据来源: 教育部网站数据。

③数据来源: 国家统计局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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