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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报提纲

l相关背景
l 多学科视角研究的高职教育理论

l核心观点
l “双高”背景下高职院校的生态位制约
l “双高”背景下高职院校的生态位优化



相关背景

l潘懋元《多学科视角的高等教育研究》
       
       他强调：不管是高等教育的外部关系还是内部结构等问题研究，都要用
多学科的视角研究才能深入地理解高等教育的本质功能和价值，掌握高等教
育规律，用多学科的方法研究教育问题不仅有助于选择最恰当的学科视角开
展针对性地研究，也有利于对一定特定的教育领域课题进行多学科视角比较
研究。



相关背景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高校治理研究》2013年；
《基于新公共管理理论的高校内部管理改革》2012年；
《公共产品理论与高等教育投资体制改革浅议》2012年；
《基于多学科视角的公办高职院校章程建设思考》2017年；
《章程视域下公立高校法人治理》2017年；
《高职教育的经济现象及其解释》2018年；



相关背景

教育生态理论研究的视角

       教育生态学理论可以帮助我们厘清教育主体与环境、遗传与变异、平衡
与失衡、共生与竞争等，可以作为教育实践中认识教育现象、解决教育问题
的方法论。世纪初，中央教科院在杭州市下城区建立了全国首个教育综合改
革实验区，实验区获得的改革经验正是实施区域教育生态理论指导下的教育
发展方略，坚持发展生态的教育与教育的生态的辩证哲学思路。



生态位制约困境

一是部分高职院校生态自觉缺失，生态位选择“追高”

       “双高计划”背景下，以及高职院校对提高办学层次的渴望，使得高职
院校定位的出发点源自对政策指挥棒的服从以及“双高”项目背后优质资源
的驱使，而非出于对其所处整体生态环境——包括社会、产业、教育发展规
律、区域需求的客观分析和对自身资源、优势、实力的准确评估，在发展愿
景的设定上盲目地追高。



生态位制约困境

一是部分高职院校生态自觉缺失，生态位选择“追高”

       案例：某省市的20所申请方案中，建设目标为“省域一流，全国知名”
的学校有4所，“西部一流，国内先进”的学校有2所，“国内一流”的学
校有5所，“国内知名、一流，世界知名、先进”的学校有6所，其中仅有3
所学校提到了发展一流专业的建设方案。简单推算，20所申请院校中有
85%、17所院校都的建设目标都是达到省内领先、国内一流、世界知名的
办学水平，在全省高职院校中占比超过了50%。



生态位制约困境

二是生态位宽度窄化，高职院校资源利用能力欠缺
      
       受制于产教融合的生态格局尚未形成，直接影响了高职院校资源利用的
幅度，导致生态位宽度变窄。从职业教育整体生境的变迁来看，推动职业院
校“产教融合”演替的外部力量已经具备——随着职业教育利益主体间合作
的纵深化发展，传统校企二元合作关系开始向产教协同多边关系转变。
       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分工劣势，对从业人员的技能复杂
程度要求不高，没有形成企业对高级技术人才明显的刚性需求，无法建立高
职院校与其直接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共生机制，主体间互动表征出碎片化迹象，
高职院校对企业及社会资源的集聚能力受到严重制约，企业、社会单位等都
更依赖、倾向与普通本科高校合作。



生态位制约困境

三是生态位重叠严重，高职院校骨干专业（群）建设趋同
      
      

Ø 数据来源于该自治区高等教育质量年报
Ø 2015年全区共有普通本科高校19所



生态位制约困境



生态位优化

一是明确生态定位，强化生态自觉
      
Ø “双高计划”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一批高水平院校和高水平专业的建设

而产生集聚效应，发挥一部分高职院校建设功效，带动其它高职院校内
涵建设，促进高职教育整体质量提升，其根本在于深化“内涵建设”改
革、产教融合和特色专业群建设。高职院校理应强化生态自觉，摒弃借
“双高计划”大背景，生态位设定上“追高、追大”的简单观念，结合
发展实际制定科学合理的发展定位。一方面，学校在进行生态位选择时，
需要遵守高职教育发展的内在规律和特点，不能盲从依赖于政策指挥棒，
失去自我思考、判断的能力。另一方面，高职院校生态位选择需要摸清
区域经济发展状况，争取与自身发展相适应的生态资源和空间，避免学
校与市场在办学层次、内容上的断裂。



生态位优化

二是加强高职院校的资源集聚能力，拓宽生态位
      
Ø        深化产教融合的一个有效手段还是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混合

所有制办学，形成深度产教融合、五业融合的有效机制。如山东省教育
厅等14部门联合发文的《关于推进职业院校混合所有制办学的指导意见
（试行）》，在混合所有制办学中明确各办学主体的收益分配、共赢原
则，赋予充分的办学自主权，建立各办学主体的耦合条件，真正把学校
办成地方离不开、业内都认同的高职院校。



生态位优化

三是实现生态位分离
      
Ø        实现高职院校生态位分离，必须加快完善职业教育体系，形成多层

次的职业教育生态群落。要尽快完善纵向贯通的职业教育体系，实现系
统内生态位分离。这其中有几个关键因素，一是修订《职业教育法》，
为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提供法理依据；二是研究本科层次人才培养标
准问题，应该明确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标准与普通本科人才培
养以及与专科层次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区别到底在哪些方面；三是既然是
本科层次的教育，就应该研究专业、专业群体系与学科体系的衔接；第
四个就是学位授予的问题，现行学位制度的修订。



2020
敬请批评指正  ！

王荣辉   139832034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