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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大
成就。
当前，调整、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和办学结构，实施高等教育质量工程，加强一流大学和高水平大学建
设，推进体制创新和机制创新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面临的主要任务。
高职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高度重视高职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2002年8月，国务院做出的《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高职教
育，培养一大批专业技术应用型人才。
高职教育是我国实现高等教育大众化和普及化的最重要力量，高职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关系到我国数
以亿计的劳动者素质，关系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速度和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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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兰明，男，1963年生，山东济宁市人。
曾先后获工学学士、工学硕士、高等教育学博士学位。
现为河北省邯郸大学党委委员、副校长、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等。
先后在《高等教育研究》、《中国高等教育》、《中国高教研究》、《职业技术教育》等刊物上发表
论文30多篇，合作出版著作2部，主持和参与国家及省级课题6项。
曾获邯郸市科技进步二等奖、河北省科技进步三等奖；被评为邯郸市第二届社科青年专家、邯郸市青
年拔尖人才、河北省第二届优秀青年教师；被聘为河北省高职高专人才培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教
育部高职高专人才培养工作评估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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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高职教育办学特色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基础条件。
高职教育办学特色体现在许多方面，但无论哪方面特色的形成都需要有一定的基础条件作支撑，办学
条件的质量直接影响到办学特色的形成。
比如：培养技术型人才与培养传统的学术型人才相比，高职院校最突出的特色就是强调对学生动手能
力的培养，而动手能力的培养需要校内外大量的实训教学环节。
为保证实训教学效果，实训教学应有充足的设备，使学生真正得到动手锻炼学习机会，而不仅仅是教
师予以演示或学生蜻蜓点水象征性地体会一下。
另外，实训用的设备应与实际现场中的设备类似或一致，不能用技术寿命已经终结的、过时的、淘汰
的设备，否则就无法使学生学习掌握到实用的应用技术。
又如，“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是影响高职教育质量的关键之一，“双师型”教师队伍需要有专兼结
合的教师组成。
但是，高职院校应该努力建设自己的教师队伍，不能全部依靠“外援”，否则，就难以保证教育质量
。
　　但在高职教育实际工作中，有相当一部分的高职院校基本办学条件不足，缺乏专业教学的设施，
导致教学质量无法得到保证，影响了办学特色的形成。
这也是为什么许多高职院校缺乏特色，办不出特色的重要原因。
　　（3）办学质量是高职教育生存、发展的基础。
在高职教育的发展过程中，面临许许多多的困难和问题，其中，最不利于高等职业教育事业发展的就
是社会认可度低。
一方面是社会对高职教育的办学层次、性质、特点等缺乏认识和了解，不少人视同于中职教育、技工
教育；还有些人由于受“重学轻技”、“学而优则仕”等传统思想的影响，认为高职教育是次等教育
，是“落榜生”层次的教育，鄙薄高职教育。
此外，据作者调查，造成社会认可度低的另外一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高职教育自身的问题。
具体地讲就是本身的质量问题。
　　从高职院校的自身发展来看，职业大学创立仅仅几年，1986年数量上已达到126所。
①但在随后的发展过程中，各学校发展状况参差不齐，差别越来越大。
据作者研究分析：凡是办学条件较好，教学管理规范，办学质量好，有一定办学特色的学校，如广州
大学、北京联合大学等就得到了快速发展，社会认可度高，招生与毕业生就业就会处于良性循环中，
显示出充分的活力。
相反，一些办学条件差，办学质量较差的学校长期处于低水平维持之中，招生和毕业生就业运行不畅
，缺乏办学特色，社会认可度低，办学效益不高，学校发展异常缓慢。
　　从正、反两方面经验看，没有质量作保证，就难以形成特色，即使在短期内形成了一定的特色，
也不会坚持长久，得不到社会认可，缺乏生命力而最终还是失去自己的特色，因此，高职教育办学质
量是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也是高职办学特色形成的基础。
　　第3章 发达国家和地区高职　　教育办学特色及其　　启示　　许多发达国家和地区在高职教育
方面有着悠久的办学历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形成了各自鲜明的办学特色，为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
展做出了无法替代的巨大贡献。
总结它们高职教育的办学特色，从中汲取经验，为我所用，会使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少走弯路，
尽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高职教育办学之路。
随着经济全球化，高职教育的国际化也是今后高职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
通过对发达国家和地区高职教育办学特色的剖析、研究，也必然会有利于我国的高职教育与国际接轨
，适应我国经济转型升级对高职教育的要求，满足培养具有现代国际化意识的技术应用性人才要求。
　　3．1 经济腾飞的秘密武器：“第二条教育通道”　　——我国台湾地区技职教育的办学特色　
　3．1．1 台湾地区的技职教育　　台湾地区的技职教育是“技术和职业教育”的简称。
台湾地区的现行学制明确划分为普通教育和技职教育两大系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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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地区的自然资源非常有限，但通过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有效地弥补了自然资源的不足。
通过近50年的努力，台湾地区从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过渡到工业社会，并迈进资讯社会，创造了举世
瞩目的经济奇迹，跃居亚洲“四小龙”之列。
台湾地区经济的快速发展与教育的普及与进步、培养高素质人才是密切相关的。
在社会经济产业结构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的转型中，技职教育对促进台湾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发挥了重要作用。
技职教育的成长，可以说是台湾地区经济起飞的见证人，贡献良多。
①在台湾地区每个经济发展阶段，技职教育提供了经济发展所需的质与量兼具的人力资本。
因此，总体而言，台湾地区的经济成就可归功于台湾地区技职教育的成功。
囚台湾地区的技职教育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已形成了比较完善的体系，既有学历教育，也有非学历的
培训。
学历教育主要包括：普通高中技艺教育班、高等职业学校（相当于内地的职业高中）、综合高中、专
科学校、独立设置的技术学院、附设在普通大学和学院内的技术学院或系所、科技大学等。
专科学校以上，均属于高等教育层次的职业教育，学制有五专（五年专科）、三专（三年专科）、四
技（四年技术学院）、二技（二年技术学院）、硕士班、博士班，被称为第二条教育通道。
　　3．1．2 台湾地区技职教育的发展历程　　台湾地区技职教育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
　　（1）起步阶段（1950—1965年）。
此间，台湾地区尚处于农业发展阶段。
当时的产业结构是农业占32．3%、工业占21．3%、服务业占46．4%。
产业人口结构分别为农业56．1%、工业16．9%、服务业27%。
为满足农业发展及初级工业的需求，台湾地区积极扩大了初级及中级职业教育学校，并决定将普通中
学与职业学校的学生比例由7：3调整为6：4。
①这一时期，技职教育在层次上以初中阶段的初等职业教育为主，在专业上以农业类为主，兼顾工业
。
职业学校中农业类专业的学生人数多于工业类，增长速度也高于工业类。
　　（2）快速发展阶段（1965—1990年）。
1965年台湾地区已进人工业发展期，随着台湾地区工业、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农业劳动力大量向第二
、三产业转移，产业类型开始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过渡。
普通中学与职业学校的学生比例由6：4调整为3：7。
由于台湾地区经济状况大幅度好转，1968年开始将“国民教育”延为9年，并停止了初级职业学校的招
生。
　　20世纪60年代中期及70年代，台湾地区中等职业教育得到了长足发展。
为适应工业升级对中、高级技术人员的迫切需求，大量增设了五年制及二年制专科学校，并于1974年8
月成立第一所技术学院——台湾工业技术学院。
1979年开始在技术学院设置研究所，培养硕士研究生。
1986年起又开始培养博士研究生。
　　正是由于技职教育的突出贡献，不仅增强了台湾地区的经济力量，也使当地人们的生活迅速富裕
起来。
台湾地区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进入新兴工业时代，并享有“亚洲四小龙”美誉。
1950年人均“国民所得”137美元，到1990年，提高为7413美元，增长了54倍。
o　　（3）巩固提高阶段（1990年至今）。
1990年，台湾地区产业结构中农业所占比例已降低到4．2%，工业及服务业分别提高到41．296及54
．696。
产业人口结构也有大幅度改变，农业约占　　19%、工业约占40%、服务业约占41%。
　　1996年台湾地区平均“国民所得”已提高到12 369美元，是1950年的90倍。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因资讯高科技时代的来临，产业结构快速转型，在产业人口结构中农业及工业
比例分别下降到10．1%及37．5%，服务业却上升至5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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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由于技职教育学生升学意愿的日趋强烈，台湾地区及时决定将普通中学与职业学校的学生比例
由原来的6：4再向下调整为5：5，在技职教育体系中放开了专科学校改制技术学院，技术学院改制科
技大学。
并在大学增设了二年制技术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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