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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在，我国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阶段。
在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高等职业教育扮演了不可替代的角色，已发展成为重要的一种高等教育类
型，并且占据了高等教育半壁江山。
然而，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走过了一段艰难的历程。
1978年4月，邓小平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作了重要讲话，系统阐述了党的教育方针和党对教育工作
的要求，我国的教育事业开始复苏，教育结构开始调整。
同年，为了适应经济建设需要，天津、无锡等中心城市开始试办“坚持为地方服务”的高等职业技术
学校。
1980年，国家教委批准设立首批13所职业大学。
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人才短缺成了突出的矛盾之一。
针对这一状况，1982年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提出：“要试办一批花钱省，见效快，可收学费，学生
尽可能走读，毕业生择优录用的专科学校和职业大学。
”在这一精神指导下，此后几年，在全国部分中小城市相继举办了100多所为当地培养实用人才的新型
地方性大学——职业大学。
职业大学的建立，标志着中国高等职业教育正式起步。
　　我在这一时期有幸参与创办了一所职业大学，并多次参与全国性相关的研讨会。
据我了解，由于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理念、师资、政策、办学条件等问题未能很好解决，几年以后，大
部分职业大学都靠上了普通高等教育，只有少数学校坚持职业教育。
　　为了推进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1991年国务院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决定
》，该《决定》要求“初步建立起有中国特色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的基本框架”。
1994年，我国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通过现有职业大学、部分高等专科学校和独立设置的成人高校
改革办学模式，调整培养目标来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在仍不满足需要时，经批准可利用少数具备条件
的重点中专学校改制或举办高职班等方式作为补充来发展高等职业教育。
以后，一大批高等职业院校相继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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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职业教育院校研究新论》是高职院校研究的首本专著。
该书从高职院校发展的现实需求出发，提出高职院校研究作为全新的专业领域，对快速跨越发展的我
国高职教育来说，有的放矢地开展院校研究，有助于创新高职教育研究的范式、有助于实现高职院校
的科学管理、有助于高职教育内在特性的形成、有助于高职院校面向市场依法办学。
书中论及高职院校研究的价值与目标，并从高职院校发展战略、人才培养目标、培养模式、办学特色
、学生问题研究、校企合作等领域进行了院校研究的探讨；对高职院校研究在对象、内容、主体、方
法、功能、数据等方面表现出来的特征进行了概括，进而对高职院校研究遵循的原则与运用的方法进
行了初步探讨，在此基础上对高职院校研究发挥的功能与作用进行了论述；最后，针对高职院校的实
际与特点，对如何在高职院校开展院校研究提出了可实现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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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为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教授，职业技术教育学专业硕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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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协作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高职高专院校人才培养工作评估专家，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分会
常务理事等职。
　　主要从事高等教育、高等职业教育管理及研究工作。
著有《高等职业技术教育办学特色研究》《职业基本素养》等4本专著，在《中国高等教育》《中国
高教研究》《高等教育研究》《高教探索》《黑龙江高教研究》《教育与职业》《中国青年报》等全
国中文核心期刊、报纸发表50多篇文章。
曾主持参加10项省部级以上课题，6次获省部以上奖励。
现主持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重点课题等3项省部级课题的研究。
现任北京市属市管高等学校学术创新团队《高职院校发展研究》团队负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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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规模的扩大，办学主体多样化，功能的进一步拓展，对社会和个人负有多种责任，这些使高职院
校管理变得日益复杂，单独依靠领导个人智慧和能力已经无法应对新形势要求，高职院校管理和决策
方式需要转换。
传统的领导个人经验型管理决策模式需要更多外部智囊团的介入，需要专门管理咨询机构针对本校收
集信息、分析问题、提供咨询，从而为本学校管理层提供科学管理和科学决策的方法和依据。
国外高等教育发展的实践也证明，在学校规模扩大的变化过程中，管理的复杂性超越了管理者的能力
，需要建立针对本校院校研究机构，并证明此机构有力推动学校发展。
因此这为“基于本校的自我研究”、“注重应用研究”的院校研究提供了大显身手的机会与舞台。
　　1．1．2 院校研究：高职教育市场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央与地方政
府为高校制定统一的管理条例和政策，政府对高校的管理也非常具体，所有高校的管理研究也仅仅限
于解释和执行政府的管理条例与政策，学校基本上不需要独立思考如何办学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我国高等学校实际上只是高等教育管理条例和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因此，以本校发展
为目的旨在提高本校管理水平的院校研究显得没有必要，因此针对本校的研究自然很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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