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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6年6月教育部下发教高16号文件，引导我国高职教育进入了旨在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内涵建设
时期；同时，伴随着高等教育界提出的“遵循科学发展观，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宏伟目标，也提出
了建设高职教育强校的理论构想和自主实践，大体经过了两个阶段：，获得办学实力、教学质量、　
　第一阶段是在教高16号文件下发以后，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引领带动成为高职教育强校建设的
主要特征。
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是在我国高职教育资源有限，办学经验不足的情况下，发展中国特色高等
职业教育的重要举措。
它可以通过探索和实践深化高职教育办学理念、明确发展定位、明晰办学方向、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创新社会服务体系、创新校企合作模式，尝试办学体制和管理方式改革，为高职教育管理水平和办学
水平提高提供借鉴。
但从我国目前现实条件看，绝大多数高职院校很难获得与示范性高职院校相同的财政投资数额；在行
业企业优质教育资源被示范性高职院校抢先占有的情况下，绝大多数高职院校也难以获得与示范性高
职院校相同的行业企业优质教育资源；更难以获得与示范性高职院校等同的生产性实践教学基地、精
品课程建设等专项发展项目投资的机会；高职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衡性，决定了大多数高职院校的强
校之路，不能完全移植示范性高职院校发展模式。
　　第二阶段是十七大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以后，走自身特色发展之路成为高职教育强校建设的主要
特征。
发达国家高职教育强校建设经验表明，这是一条遵循高职教育强校一般规律，基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和产业结构，与特定行业企业互动协调发展的特色发展之路；是一条基于自身外在环境和内在基础，
借鉴发达国家高职院校健康持续发展经验的自主创新之路；是一条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融合，与区域
产业结构耦合，与区域优势特色行业企业合作互动发展之路。
这里所说的“强”不是绝对意义上的量大质优，而是相对意义上的投入与绩效之比，是对区域特定行
业企业发展的贡献率。
走这条强校之路，不仅可以使大多数高职院校能够深化高职院校办学理念，明确发展定位，明晰办学
方向，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创新社会服务体系，创新校企合作模式，改革办学体制和管理方式管理水
平、办学效益有效提升提高，还可以使我国逐步形成结构合理、功能完善、质量优良的高等职业教育
体系，更好地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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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有利于提高高等职业教育质量。
高职院校品牌所体现的办学质量和管理水平是高职院校生存的前提。
开展高职院校品牌建设，从而推动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
反过来，质量维护了高职院校的品牌形象。
因此高等职业学院想要在办学中办出特色和提高教育质量，就要借鉴企业品牌管理的理念和经验，把
建立学院自己的品牌标识性作为管理上最大追求。
　　（四）有利于增强高职院校办学竞争力。
提高高职院校在教育领域中的地位和竞争力，是目前亟待研究的课题。
我国高职院校面临较大的压力和竞争，国内普通高等教育一统天下，给职业教育留下的空间有限，生
源问题就是高职院校面临的难题之一。
因此高职院校要在高等职业教育的实践中不断探索和总结高职教育的经验，逐步形成具有自身特色的
高职教育品牌，逐步提高高职院校的核心竞争力，以适应教育品牌时代的到来。
　　（五）有利于高等职业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高等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是指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智力和技能支持，同时经济决定高等职业教育的发
展，通过市场调节为高等职业教育系统不断注入新的动力，保持高等职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的生机与活
力。
实施以转变理念为先导，创新体制为动力，打造品牌为核心，强化保障为基础的发展战略，是高等职
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基本取向。
重视高等职业教育内涵建设，通过品牌建设，有利于集中思想、集中财力、集中精力，通过集约建设
、内涵发展、品牌锤炼，真正提高教育质量，提升办学层次，凝聚优质资源，促进学院可持续发展。
　　二、财经金融类高职院校品牌建设的必要性。
打造财经金融类高职院校品牌是在新的历史发展阶段面临的新课题和新任务。
　　（一）财经金融类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需要重塑品牌形象。
中国人民银行50多年的发展积累了大量金融教育资源，金融职业教育资源已形成了一定的规模，截
至1999年人民银行所属各类本专科、中专院校有35所，人民银行各级行所属的干部学校多所，形成了
一省一校架构（一所银行学校）和高等专科学校、高等职业学院的发展格局，满足了金融事业发展对
金融应用人才培养的需要，也形成了各种丰富的无形资源和品牌资源，为中国金融职业教育品牌建设
确立了良好基础。
但1999年底至2000年初我国教育体制改革，将历史形成的行业办的学校划转地方。
中国人民银行原行属院校划转地方，在隶属关系上由中国人民银行行属院校转变为地方院校，金融职
业教育体制发生了变化，金融类各院校在调整中求稳定，在调整中求发展，抓住了机遇，保持了稳定
，促进了发展，特别是浙江、山西、辽宁、福建等金融高等职业院校的建立，继续为金融事业发展精
心育才。
在升格后的发展中，金融职业院校随着规模的扩张而原有的品牌优势逐渐削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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