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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研究通过对２０１０—２０１９年高职院校办学条件数据以及实地调研分析发现：我国高职院校教学基

础设施建设纵向增幅较大，横向区域已全部达标；高职院校师资队伍水平大幅提升且结构日臻多元；信息化

建设的基础要素基本达标，核心要素稳步优化。但高职院校办学条件达标水平参差不齐，结构性短板明显；

自东向西持续走低，区域性差异显著；供需错匹利用率低，适用性建设不足。为此，高职院校办学条件需从

“标准化”迈向“现代化”，通过因地制宜建立高职院校办学条件均衡化制度体系、鼓励利益相关者共建共享

办学条件和建立健全办学条件信息化水平提升机制以促进高职院校办学条件向现代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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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推进职业教育发展的脚

步从未停下，相继颁布了《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

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１９９１年）、《国务院关于

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２００２
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

（２００５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

的决定》（２０１４年）等文件。在系列政策文件的

推动下，职业教育的办学条件取得了突破性进

展。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发布的《２０１８年全

国高等职业院校适应社会需求能力评估报告》显

示，高职院校的办学条件显著改善和提升，但也

存在部分高职院校办学条件仍然不达标问题，其

标准化建设仍在征途。随着我国进入新的发展

阶段，职业教育现代化转型成为大势所趋。２０１９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代化

２０３５》提出到２０３５年，我国总体实现教育现代

化，迈入教育强国行列，推动我国成为学习大国、

人力资源强国和人才强国。同年，国务院颁布的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没有职业教

育的现代化就没有教育的现代化……大幅提升

新时代职业教育现代化水平，为促进经济社会发

展和提高国家竞争力提供优质人才资源支撑。办

学条件是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而“物

质”又是现代化的基础［１］，故高职院校办学条件现

代化是推进职业教育现代化转型的前提。就此而

言，高职院校办学条件不能仅停留在对基本指标

的标准化追求上，而应该用发展和引领的眼光反

思当前不足，勾勒出高职院校办学条件现代化转



型的路径。那么高职院校办学条件标准化建设现

实境况如何，“达标之路”还有多长？高职院校办

学条件现代化样态为何，“转型之路”又在何方？

职业教育现代化一直是我国学术界的研究

热点，涉及范畴多元，主要有三条研究路径。一

是解释性路径。现有研究重点关注职业教育现

代化的内涵表征与结构要素，从狭义和广义两个

视域廓清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内涵［２］，普遍认为融

合性、终身性、多样性、民主性、开放性、智慧性、

公平性等为职业教育现代化的特征。二是规划

性路径，即对职业教育现代化建设进行整体目标

布局与行动设计，如推进治理体系现代化、健全

制度框架、强化国际影响力、提升教育信息化水

平等［３－６］。三是反思性路径。虽然改革开放以来

职业教育走出了一条特色性现代化发展之路，即

以实现局部发展到体系建构，从规模扩张到内涵

建设，从单一封闭到多元开放［７］，但也有研究直

指职业教育现代化建设面临培训体系亟待完善、

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仍需深化等问题［８］。总体

而言，既有研究均忽略了对高职院校办学条件这

一基础要素的系统性分析。为此，本研究在梳理

相关文献基础上，对不同时期我国高职院校办学

条件的空间格局和时间变化进行分析，呈现我国

职业教育的标准化进程样态；厘清高职院校办学

条件的区域差异现状，为促进职业教育均衡办学

提供参考和依据；结合教育现代化的特征构建高

职院校办学条件现代化的实践路径，以现代化引

领标准化，推动高职院校办学条件优质发展。

二、研究设计

结合现有理论研究与政策规定，本研究归纳

和梳理出高职院校办学条件的测算指标。在此

基础上，本研究引入标准化和现代化两个评价尺

度，前者为衡量基准，后者为引领向度，衍生构建

量化与质性二者兼顾的高职院校办学条件建设

进程样态分析框架，以全面掌握高职院校办学条

件的建设现状与困境，并以此为依据设计高职院

校办学条件建设的转型路径。

（一）测算指标

在高职院校办学条件具体构成方面，多数研

究主要指向教学场地与教学设施。其中，教学场

地涵盖生均占地、校舍建筑、普通教室、实验室、

图书馆、微机室、体育馆、运动场地、行政办公用

房等要素；教学设施囊括生均图书册数、实验设

备值、教学仪器设备值、每百名学生拥有的计算

机数、校园网、音体美实验器材配备等。在上述

基础上，一些学者将师资力量也列为办学条件的

监测要素之一，如王正青等人从场地、设施与师

资三个维度衡量八大综合基础性办学条件的均

衡程度与发展水平［９］。该指标经中国教育科学

研究院设计论证，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与可靠性。

亦有学者将教育经费归纳为办学的财政资源要

素［１０］，认为资源是学校最基本的办学条件，包括

人、财、物基础［１１］。结合上述研究成果，遵循代

表性、可获性、类别性原则，本研究测算指标最终

聚焦于人力资源和物力资源。前者包括生师比

例、高级职称教师比例、“双师型”教师比例、研究

生学历教师比例；后者包括生均图书册数、生均

仪器设备值与信息化设施设备。在高职院校办

学条件标准化进程探索上，本研究除了参照《普

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试行）》（教发

［２００４］２号）（以下简称“０４标准”）外，还引入结

构性、区域性和适用性三个衡量尺度。其中，结

构性考量宏观层面（各类办学条件之间）和微观

层面（某类办学条件内部）的标准化样态；区域性

则指向每类办学条件在不同地区的标准化建设

水平差异；适用性瞄准办学条件的应用层面，以

供需匹配为视角剖析办学条件建设困局。

（二）分析框架

既有研究在教育办学条件这一议题上大都

是遵循“现状－问题－对策”的逻辑进路，缺乏具体

的视角与落脚点，本研究尝试引入“标准化”与

“现代化”两个概念以拓展和深化研究主题，使分

析更加立体和饱满。首先，在高职院校办学条件

样态描绘上，本研究划分为实然图景与应然走

向，前者以标准化为衡量基准，后者以现代化为

引领向度。其次，在反思高职院校办学条件标准

化现状与困境的基础上，本研究探索优化高职院

校办学条件的路径。现代化的评价尺度不仅指

明了高职院校办学条件的发展路向，而且为其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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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提供了理论视窗。最后，在高职院校办学条件

标准化进程上，本研究将时间与空间维度进行糅

合。一方面，在时间节点的确定上，２０１０年是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

２０２０年）》（以下简称《规划纲要》）实施的开局之

年，开启了我国建设教育现代化强国的征程，考

察《规划纲要》实施以来的高职院校办学条件建

设现状具有一定的必要性，故本研究以２０１０年

为研究的起始时间。同时，囿于２０１９—２０２０年

部分教育统计数据的缺失，本研究确定２０１９年

为研究的终止时间。综上，本研究最终选择

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间的高职院校生均仪器设备值、

生均图书册数以及师资发展水平、２０１９年高职

院校信息化建设现状等相关数据考察高职院校

办学条件的变化趋势与整体进程并分析存在的

问题与困境。另一方面，本研究将高职院校办学

条件在八大区域①与全国之间进行横向比较，运

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法探讨区域高职院校办学条

件标准化建设的均衡情况。本研究最终确立的

研究分析框架如图１所示。

图１　高职院校办学条件标准化进程样态分析框架

（三）数据来源

本研究宏观调研数据主要来源于２０１０—

２０１８年的《中国教育统计年鉴》《全国教育事业

发展统计公报》，２０１０—２０１７年的《中国教育经

费统计年鉴》及《中国教育信息化发展报告

（２０１９）精简版》等，微观数据则来自２０２０年４月

本研究对３１个省份（港、澳、台除外）高职院校的

大型调研。该调研覆盖全国２６３所高职院校，涉

及１　３１２名高职院校教师和管理者。数据分析

主要运用Ｅｘｃｅｌ　２０１６和ＳＰＳＳ　２１．０。

三、样态描绘：

高职院校办学条件标准化建设现状

　　高职院校办学条件标准化建设在曲折前进

中反思，在反思中调整，在调整中前进。高职院

校办学条件在建设主体上，由“一条腿走路”即基

本由政府独立承担到“多点开花”即政校企多方

协同；在建设内容上，由外在的硬件投入（如建设

实习实训基地）转向内在的软件发展（如建立“双

师型”培养培训基地）；在建设方向上，由追赶规

定性质量观转为超越规定性质量观。可以说，经

过多年发展，高职院校办学条件标准化建设已基

本完成，集中反映在教学基础设施全部达标、师

资力量大幅提升以及信息化建设不断推进等方

面，这为职业教育现代化建设奠定了基础。

（一）教学设施：纵向增幅较大，横向区域已

全部达标

生均仪器设备是保证专业教学正常进行的

基本条件。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全国高职院校生均

仪器设备值从６　２６７元增长到１２　０８７元，增幅为

９２．８７％，对比办学标准值３　５００元②，在２０１０就

已达标，２０１８年是标准值的３．４５倍。纵观各区

域，生均仪器设备值增长最快的是北部沿海地

区，增幅为１２４．５３％；增长最慢的是长江中游地

区，增幅为４７．１４％。截至２０１８年，生均仪器设

备值最高的是北部沿海地区，为２０　９５６元，是标

准值的５．９９倍，最低的为长江中游地区，为

７　５８７元（见图２）。此外，生均图书册数是教育

部对高职院校办学条件监测的重要指标之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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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地区协调发展的战略和政策》将我国大陆地区划分为八大综合经济区：东北综合经济区、北部
沿海综合经济区、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黄河中游综合经济区、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西南综合经济区、西北综
合经济区。以下分别简称为东北地区、北部沿海地区、东部沿海地区、南部沿海地区、黄河中游地区、长江中游地区、西南地区、西北
地区。　

《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试行）》（教发［２００４］２号）规定，高职（专科）院校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标准是综合、师
范、民族院校，工科、农、林院校和医学院校为４　０００元／生；语文、财经、政法院校，体育院校和艺术院校为３　０００元／生。



一定程度上代表学校的学习环境［１２］。２０１０—

２０１８年，全国高职院校生均图书册数从６３．４３
册增长到７１．４２册，增幅为１２．６６％，对比办学

标准值３７册①，在２０１０就已达标，２０１８年是标

准值的１．９３倍。纵观各区域，生均图书册数增

长最快的是东部沿海地区，增幅为２７．４４％；西

南地区虽为负增长（－２．７２％），但一直维持在办

学标准值之上。截至２０１８年，生均图书册数最

高的是北部沿海地区，为９１．４７册，是标准值的

２．４７倍，最低的为西南地区，为５６．９３册（见图２）。

全国高职院校生均仪器设备值与生均图书

册数在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间不仅增幅较大，而且

２０１０年末各区域已全部达标，２０１８年远超标准

值。这反映出我国高职院校办学条件在教学设

施这一要素的标准化建设上一直坚守底线且持

续发展。但生均仪器设备值和生均图书册数作

为办学条件监测指标始于２００４年，而社会经济

发展一日千里，如今高职院校的发展环境已截然

不同。从这个意义上而言，教学设施的监测指标

需因时而进。

图２　２０１８年全国高职院校生均
仪器设备值与生均图书册数

（二）师资队伍：纵向水平大幅提升，横向结

构日臻多元

自《规划纲要》提出 “加强职业院校教师队

伍建设”以来，我国针对高职院校师资聘用渠道、

薪资待遇、晋升机制、教育培训的政策持续不断。

如针对“双师型”教师培训体系，我国在２０１１年

和２０１６年分别出台《教育部 财政部关于实施职

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的意见》和《教育部 财

政部关于实施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

（２０１７—２０２０年）的意见》。除此之外，以职业教

育建设为主旋律的政策文件中几乎都有与之对

应的师资建设目标与要求。在上述政策组合拳

的推动下，各地各高职院校开展广泛实践，并取

得了一定成效。

首先，高职院校教师职称结构日益优化。职

称结构是人才群体初、中、高各级职务（职称）的

比例构成状况，是衡量人才群体素质状况的尺度

之一［１３］。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全国高级职称教师占

专任教师的比例从２８．５０％上升到３０．２８％，远

高于标准值２０％②。纵观各区域，高级职称教师

占专任教师比例增长最快的是南部沿海地区，增

长了５．９７％；西北地区为负增长，降幅为０．８２％。

截至２０１８年，高级职称教师占专任教师比例最

高的是东北地区，为３８．１７％，是标准值的１．９１

倍；最低的是西南地区，为２６．５３％（见图３）。截

至２０１８年，八大区域高级职称教师占专任教师

比例均在２０１０年达到办学标准值，且一直处于

上升趋势。

其次，高职院校教师学历明显得到提升。教

师学历结构改善一般都会引起其教育思想观念

的变化和知识、能力结构的改善，进而对学生智

力产生持久影响［１４］。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全国高职

院校研究生学历教师比例从３２．３３％增长到

４９．９７％，远高于办学标准值１５％③。纵观各区

域，研究生学历教师比例增长最快的是西北地

区，增长最慢的是西南地区。截至２０１８年，研究

生学历教师比例最高的是东部沿海地区，为

６６．０９％，是标准值的４．４１倍；最低的是西北地

区，为３９．５４％（见图３）。综上，截至２０１８年，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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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试行）》（教发［２００４］２号）规定，高职（专科）院校生均图书册数标准是综合、师范、民族院
校，语文、财经、政法院校为４５册／生；工科、农、林院校和艺术院校为３５册／生；体育院校为３０册／生。

《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试行）》（教发［２００４］２号）规定，高职（专科）院校高级职称教师占专任教师的比例为
２０％。

《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试行）》（教发［２００４］２号）规定，高职（专科）院校研究生学历教师占专任教师的比例标准
为１５％。



大区域研究生学历教师比例均在２０１０年达到办

学标准值，且一直处于上升趋势。

最后，“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取得一定成

效。“双师型”教师队伍是高职院校提高专业人

才培养质量、增强核心竞争力、突出办学特色的

关键。２０１０—２０１８年，全国高职院校“双师型”

教师比例从３３．３３％增长到４０．５１％。纵观各区

域，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比例增长最快的是南

部沿海地区，增幅为３９．３４％；西北地区为负增

长，降幅为４．７６％。截至２０１８年，高职院校“双

师型”教师比例最高的是东部沿海地区，为

４８．０３％；最低的是西北地区，为２５．４０％（见图

３）。综上，截至２０１８年，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

比例除西北地区略有下降外，其他区域均在逐年

上升。同时，全国３１个省份的抽样调查显示，高

职院校高水平“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持续推进，

在“建立绩效工资动态调整机制”“建立健全校企

人才双向流动机制”“建设教师发展中心”“以‘四

有’标准打造‘双师’队伍”“培育专业群建设带头

人”等方面都颇受重视且成效明显。其中，成效

“好”的比例分别为２５．７６％、２３．８６％、２２．３３％、

２２．９４％、２０．８８％；“一般”及其以上水平的比例

依次为７４．４７％、７６．５２％、７６．７５％、７８．０５％、

７２．９４％。

图３　２０１８年全国高职院校师资建设现状

　　（三）信息化水平：基础要素基本达标，核心

要素稳步优化

２０１２年教育部出台的《教育信息化十年发

展规划（２０１１—２０２０年）》擘画了教育信息化建

设的蓝图，大量级别高、力度大、辐射强的职业教

育信息化建设相关政策相继出台，如《职业院校

数字校园建设规范》《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

《关于进一步推进职业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指导意

见》《教育信息化２．０行动计划》等。高职院校整

体形成了以教育信息化建设为目标，以信息化教

学管理设施改善为具体手段，以人员的信息化能

力提升为实施动力，以管理体制改革为实施保障

的立体推进路径，信息化建设初步实现了从量变

到质变的转换。

第一，信息化基础要素建设取得长足进步。

经过多年发展，全国职业教育信息化网络基础设

施与信息化教学环境已初步建成，基本可以满足

师生的教学需求［１５］。截至２０１９年底，全国高职

院校互联网接入率为９９．４３％，建有无线网络的

高职院校为９０．９４％，校园无线网络覆盖全部教

学区的高职院校为３９．６８％，基本实现校园无线

网络全覆盖的高职院校为２９．０７％。第二，信息

技术形态建设从单一到多元。如图４所示，截至

２０１９年底，全国开通网络学习空间的教师比例

为２６．２１％，多媒体教室覆盖率达６６．０５％，建有

仿真实训系统的学校比例高达８０．３１％。纵观

各区域，开通网络学习空间的教师比例最高的是

长江中游地区，为３６．９４％，多媒体教室覆盖率

最高的是东部沿海地区，为６８．３４％，建有仿真

实训系统的学校比例最高的是南部沿海地区，为

９２．７４％。本研究进一步调查显示，４８．６３％的高

职院校通过网络学习空间进行数字资源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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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３．３５％的高职院校采用虚拟仿真技术开展虚拟

仿真实验教学，５０．５７％的高职院校利用虚拟仿

真技术开展教师教学技能训练。第三，信息化建

设覆盖范围由点到面。一方面，全国高职院校数

字校园建设行动如火如荼，“十三五”期间教育部

遴选出３批共４２８所“高职院校数字校园建设实

验校”，涵盖全国３１个省份。教育部对实验校建

立“中期评估－结题验收”的动态监控机制，２３１
所院校通过总结验收，１１５所院校通过中期评

审，形成了４７个典型案例，有效发挥了数字校园

建设的示范引领和辐射带动作用。另一方面，

信息化应用面不断扩展，涉及教学、实训、管理

以及服务等方面。尤其是在校企合作信息平

台建设方面，高职院校重视此项改革的比例达

８２．００％。截至２０１９年底，全国高职院校提供

各类校企共享信息服务的比例为７５．０２％，主

要服务内容包括校企共训、企业引入、设备共

享、技术推广等。

图４　２０１９年全国高职院校信息化建设现状

四、三维审视：

高职院校办学条件标准化建设困境

　　以“０４标准”作为参照，全国高职院校办学

条件标准化建设的“底线”已经筑牢。但这并不

意味着高职院校办学条件标准化建设可“功成身

退”，仅能说明标准化建设已进入新阶段，即由追

求数量和规模转为追求质量和效益。高职院校

办学条件标准化的审视只有跳出固有基准范式，

才能全面把握其标准化样态。

（一）达标水平参差不齐，结构性短板明显

高职院校办学条件达标水平的参差不齐指

向宏观结构性短板与微观结构性短板，前者表示

办学条件要素之间的达标布局不均衡，后者表示

办学条件要素内部达标布局的不均衡。其中，高

职院校办学条件宏观结构性短板突显“三缺一”

问题，即“不缺钱，不缺物，但缺人”。截至２０１８
年末，全国八大综合经济区域的生均仪器设备值

和生均图书册数均已达标，但高职院校生师比例

的数值一直在标准值１６％①以上。生师比例是

从数量上反映教师人力投入与产出方面的生产

效率，越低代表教育产出质量越好［１６］。生师比

例不达标从侧面反映出教师供应不足，这将成为

制约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瓶颈。特别是在高职

扩招的大背景下，教师需求量骤增，生师比例建

设将面临巨大挑战。就微观层次而言，高职院校

师资队伍素质结构失衡，体现为学历（专业理论）

与能力（专业实践）的发展差异。全国八大经济

区域高职院校研究生教师学历平均值在２０１０均

已达标，但达标率普遍较低。纵观２０１０—２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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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普通高等学校基本办学条件指标（试行）》（教发［２００４］２号）规定，高职（专科）院校生师比标准是综合、师范、民族院校，工
科、农、林院校，语文、财经、政法院校为１８％；医学院校为１６％；体育院校和艺术院校为１３％。生师比指标高于表中数值即该项指标
未达到规定要求。



年的全国师资条件变化趋势，师资水平的发展缓

慢前行，每一个百分比的增长都十分不易，一些

地区不升反降。２０１９年教育部等四部门印发

《深化新时代职业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改

革实施方案》，提出“到２０２２年，高职院校‘双师

型’教师占专业课教师的比例超过一半”。截至

２０１８年，全国高职院校“双师型”教师平均比例

仅为４０．５１％，如果２０１８—２０２２年职业教育“双

师型”教师比例增长率依然进展缓慢，这个目标

将难以完成。究其原因，一是经济不发达地区的

高职院校“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即难以引进既有

高学历又有企业实践经历的优秀教师；二是高职

院校存在对“技能大师”“教学名师”等存量人才

过度引进而忽视学校内部教师培养的怪象，

４３．５０％的教师认为学校对年轻教师培养的重视度

不够；三是在“双师型”教师队伍与平台建设上，

３７．４０％的教师认为学校片面追求统计数字变化，

忽略教师的实际能力提升与平台实际效用的发挥。

（二）自东向西持续走低，区域性差异显著

为了更直观展现高职院校办学条件在区域

间的均衡程度，本研究按照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提出的“四大板块八大经济区”方案，将八大综合

经济区归为东部、中部、西部、东北四大板块。其

中，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东部沿海综合经济区、

南部沿海综合经济区为东部板块；黄河中游综合

经济区、长江中游综合经济区为中部板块；西南

综合经济区、西北综合经济区为西部板块；东北

综合经济区为东北板块。本研究通过单因素方

差分析法以及Ｓｃｈｅｆｆｅ法统计发现（如表１所

示），除生师比例这一指标外，其余办学条件指标

东部地区都以压倒性优势显著超过西部地区。

就东部地区与中部地区相较而言，除了开通网络

学习空间的教师比例、建有仿真实训系统的学校

比例、生师比例３个指标外，其余指标东部地区

显著优于中部地区。就东部地区与东北地区相

较而言，除生师比例、高级职称教师比例２个指

标外，东部地区均优于东北地区，而且在研究生

学历教师比例、生均仪器设备值、生均图书册数

３个指标的建设水平上显著高于东北地区。东

北地区在生师比例、高级职称教师比例、“双师

型”教师比例、生均图书册数上均显著高于中部、

西部地区。中部地区除生师比例这一指标外，其

余指标均高于西部地区。整体而言，高职院校办

学条件水平自东向西持续走低。

表１　高职院校办学条件建设水平的均衡分析

东部（组１）
Ｍ（ＳＤ）

中部（组２）
Ｍ（ＳＤ）

西部（组３）
Ｍ（ＳＤ）

东北（组４）
Ｍ（ＳＤ）

Ｆ

生师比例 １７．４２（１．８３） １７．９０（０．４９） １７．８５（０．９４） １６．１０（０．３８） ４．８３７＊＊＊

“双师型”教师比例 ４１．０３（４．４１） ３４．１９（３．４７） ２９．９６（３．０８） ４０．０１（２．８８） ３７．０１３＊＊＊

研究生学历教师比例 ４８．５１（８．６１） ３７．９９（５．５８） ３３．０５（５．４９） ３７．５８（６．０５） ２０．２９３＊＊＊

高级职称教师比例 ２９．７３（３．４５） ２８．４２（０．４２） ２８．３０（１．６８） ３７．６４（０．３１） ３９．２７９＊＊＊

生均仪器设备值 ４８．５１（８．６１） ３７．９９（５．５８） ３３．０５（５．４９） ３７．５８（６．０５） ２０．２９３＊＊＊

生均图书册数 ７７．２９（７．９９） ６４．４４（１．７１） ６０．３５（２．９４） ６６．７７（３．４３） ４１．９１０＊＊＊

开通网络学习空间的教师比例 ２９．９２（８．２８） ２８．５１（１６．５８） １７．７７（１１．４６） ２６．３６（９．３５） ２．００３

建有仿真实训系统的学校比例 ８５．７５（９．４２） ８３．９９（１０．４５） ６８．６１（２７．２６） ７７．８５（２１．８４） １．７００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

　　（三）供需错匹利用率低，适用性建设不足

教育资源的配置实质上是一种以客观需求

为主导的系统行为，而不是以供给为主导的、孤

立的随机行为［１７］。就此而论，高职院校办学条

件建设的首要问题就是明晰需求侧的资源需求

情况。只有以需求为导向才能够恰如其分地满

足需求侧的需求，尤其是能够明晰影响系统正常

运行的关键教育资源配备。如若不以需求为导

向，极易造成教育资源配备陷入“生存性短缺”

（想要的没有）和“奢侈性浪费”（不要的给了）的

窘境。通过对高职院校教师、管理人员的访谈得

知，虽然许多高职院校通过申请国家示范校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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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校企合作、集团化办学等途径提高了教育教

学资源的配置水平，纷纷建立了校内外实习实训

基地，但在使用过程中资源的供需匹配度不高，

加之共享机制不健全与管理不规范等，导致部分

资源被闲置，学校陷入了资源“浪费与稀缺”的窘

境。同时，高职院校教师、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

缺乏对高端先进设备的认识与掌控能力，资源利

用率不高。以虚拟仿真资源为例，各类虚拟仿真

教学软件建设存在本末倒置现象，即一味迎合视

觉性体验，追求美观、生动和逼真，忽略了建设的

教育性和智慧性，未能与专业教学标准相对接，

未能与学校的管理系统相结合，加之又缺乏必要

的技术型教师，造成软件未能被深度利用。在办

学资源分配上，部分高职院校逐渐衍生出“二八

定律”问题：少数学生享有大量的办学资源，多数

学生接触到少量的办学资源。以职业技能大赛

为例，许多高职院校为能够在比赛中脱颖而出，

常斥巨资购入较为先进的实习实训设备仅供优

秀学生练习使用，但此类资源又因与日常教学需

要不匹配而常被搁置。

五、图景展望：

高职院校办学条件现代化进阶

　　高职院校办学条件标准化建设虽已筑牢“底

线”，但是在追求质量与效益上尚且存在结构性、

区域性以及适用性三维建设困境。高职院校办

学条件建设不能耽溺于标准化追求，需要以发展

性思维另辟蹊径，以现代化引领标准化。教育现

代化是指与教育形态变迁相伴的教育现代性不

断增长和实现的过程。教育现代性包括教育的

人道性、多样性、理性化、民主性、法治性、生产

性、专业性等诸多内容，但与资源保障直接关联

的是理性化和人道性。具体而言，国家提供的人

力资源应该具有专业性，提供的物力资源（含信

息技术）应该具有技术性；在资源配置中，人道性

要求人、物等资源的配置体现公平性［１８］。教育

现代化在办学条件这一要素上的阶段性标志有

教育事业发展的主要指标达到全国的平均水平，

信息技术在教育中得到普及和教师队伍数量充

足，整体水平高［１９］。由此观之，高职院校办学条

件的现代性应具备均衡性、优质性与信息化特征，

其现代化转型路径应着眼于促衡、提质以及优技。

（一）梯度推进：因地制宜建立高职院校办

学条件均衡化制度体系

办学条件均衡化是实现职业教育协调发展、

缩小区域差距的前提。首先，我国应构建职高职

院校办学条件均衡化发展政策体系。我国一方

面要建立具有前瞻性和科学性的“自上而下、横

向贯通”的高职院校办学条件均衡发展政策体

系；另一方面在纵向体系建设路径中要坚持“中

央主导、地方主体”原则，由国务院及下属部门制

定、颁布基本政策，地方政府则积极“量身制定”

专属政策。在横向政策体系建设路径中，各部门

需在考量自身职责与功能的基础上分门别类地

制定促进高职院校办学条件均衡化发展的政策，

增强政府、教育、社会组织等部门的协作效能。

其次，我国应建立高职院校办学条件现代化分层

推进机制。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所

必需的要素［２０］，区域内的资源禀赋、经济水平、

文化特性以及制度等结构要素皆是影响职业教

育发展的重要因素。我国在设计高职院校办学

条件建设机制时须考虑其区域结构特性，借力优

势、转换劣势。就此而言，我国可以现阶段区域

高职院校办学条件标准化进程为基点，规划其现

代化方案。具体而言，我国对东部地区和东北地

区应注重发挥其先发优势，以现代化转型引领标

准化为重点优化结构；对中部和西部地区坚持

“内涵先行”原则，补短板、强弱项，聚焦于师资队

伍强化。最后，我国应改革和创新高职院校办学

条件评价机制。一是我国应革新高职院校办学

条件评价范式，从注重结果转向过程、规模转向

效益、量化转向质性；定期开展高职院校办学条

件评估工作，针对高职院校办学条件专项建设工

程或统计数据实行月月报、季季考。二是我国应

分层分类确立“共性＋个性”的现代化高职院校

办学条件动态评价尺度。为避免发达地区的“天

花板效应”与薄弱地区的“地板效应”，国家应先

出台制定基本的高职院校办学条件评价标准，各

省份再针对实际情况细化和整理个性化的办学

条件评价方案。西部地区可适当放宽对新建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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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势高职院校的考核评价，例如在示范性和高水

平高职院校遴选时给予“最近发展区”的学校适

度倾斜，以削弱建设中的“马太效应”，打破学校

的“身份固化”。三是我国应建立与社会经济发

展水平相匹配的高职院校办学条件评价标准。

“０４标准”距今已经十多年，其各项指标设计虽

具有一定合理性，对现在办学仍具有指导意义，

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部分指标已经不能反

映高等教育内涵发展的要求，需要进行调整［２１］。

国家应及时更新高职院校办学条件评价标准，完

善教学设施的评价指标类型。

（二）联盟共生：鼓励利益相关者共建共享

高职院校办学条件

高职院校办学条件的共生发展指不同区域

与层级的职业院校、行业企业之间充分利用资源

异质性，通过建立正式和非正式合作关系以实现

优势互补。首先，我国应建立和推动区域高职院

校帮扶机制。我国要落实《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行

动计划》要求，打破区域间的圈层隔阂，促进东部

地区对中西部地区高职院校办学条件现状的精

准调查、问题的精准定位、需求的精准补给，深度

挖掘被帮扶高职院校的隐藏价值。其次，我国要

鼓励区域内共建“校校联盟”以改善高职院校办

学条件。同区域高职院校应坚持“强带弱”原则，

以优质院校为龙头，联合２～３所普通院校构建

优质办学条件共享库与发展带，通过教师联聘、

课程联建、教研共行、资源互补等方式全面推动

联盟高职院校在办学条件方面的共建共享。如

“校校联盟”可以打造“Ｘ”资源联合信息平台，建

立相应的联合服务体系。优质院校将分散在区

域内各高职院校的资源，如图书资源、教学课

程、实训资源等进行有机整合，实现区域内各

资源平台的无缝联动，通过数字资源联合门户

实现对多专业、多形态、多载体资源的统一检

索。此外，政府要建立利益驱动机制，对积极

参与帮扶项目、行为规范、卓有成效、具有较大

影响力的帮扶高职院校给予一定表彰和相应

政策支持，如把高职院校参与帮扶的成绩作为

高水平和示范性高职院校评选的重要指标。

最后，我国要深化校企合作，提升办学条件对

接经济发展的契合度与适切性。校企应共建

师资培养基地，共育“双师型”师资队伍，共同

规划教师职业生涯发展路径［２２］。政府应通过

政策激励驱动企业、行业和其他社会组织共建

实训资源平台，共同研究与制定教学标准，并

制定动态资源优化清单。

（三）固基强能：建立健全高职院校办学条

件信息化水平提升机制

办学条件信息化是职业教育现代化的显著

标志。２０２０年９月，教育部等九部门印发的《职

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２０２０—２０２３年）》明

确将“实施职业教育信息化２．０建设行动”作为

八大重点任务之一。首先，我国应完善职业教育

信息化建设经费保障机制。一是制定高职院校

办学条件信息化提升相关法律法规，以保障高职

院校办学条件经费投入的稳定和规范。二是出

台相关政策和激励措施，拓宽高职院校办学条件

信息化经费的投入渠道，推动行业、企业和社会

组织等设立职业教育信息化办学条件专项资金，

并明确各主体的投入责任和比例。三是设立资

金管理机制，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与针对性。我国

需基于高职院校的现实教育教学需求规划各类

信息化设备的购入比例，以提高信息化资源质

量，实现结构优化。其次，我国应建立教师信息

化素养常态化培养体系。一方面我国应针对不

同区域制定不同层次的教师信息化素养提升计

划，鼓励优质高职院校与专家、行业、企业共同开

发教师信息化能力提升课程；另一方面高职院校

要利用信息类相关专业开展面向不同专业、教学

水平、信息素养教师分级分类地设计信息课程体

系，定期开展信息化教学工作量与应用能力评估

工作。同时，我国应积极引导教师参与国家级、

省级、市（县、区）级教师教学信息化技能大赛，将

课程学习与竞赛结果纳入教师评聘考核体系。

最后，我国要巩固信息化建设制度保障。对优秀

高职院校数字校园建设案例的剖析可知，校长信

息化领导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着一所学

校数字校园实施的进程和水平。因此，高职院校

应实行信息化“一把手”建设项目制，由校长亲任

项目组长进行统筹兼顾、科学规划和系统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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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高职院校可制定信息化建设项目立项

审批和运维办法［２３］，实行专人负责制，以保障系

统的日常维护、师生培训、推广应用、技术沟通、

及时升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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