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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高计划” 背景下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现状分析
——以广东省为例

彭    姗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 广州   511483）

【摘要】本文以广东省为例，在分析产业结构、“双高计划”和省域高水平专业群建设现状的基础上，阐述了专业群建设存

在同质化、专业群建设缺乏“群”思路和专业群内资源整合共享程度不高等专业群建设问题，并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了以产业需

求为核心，注重特色建设、以集群发展为重点强化系统建设、以整合优化为手段促进群内资源共建共享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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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我国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和优化升级，产业集群效应

愈发显著，这对需根据区域经济发展需求灵活设置和调整专

业的高等职业教育提出了挑战。2016 年，《教育部关于全面提

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首次在国家政策文件

里提出要建设专业群，高职院校要“建立以重点专业为龙头、

相关专业为支撑的专业群”。2019 年，国家教育部和财政部联

合实施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简称“双

高计划”），这是首次在国家政策文件里明确提出要建设“引

领改革、支撑发展、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高职学校和专业群”，

最终入选 253 个专业群，其中 19 个专业群所属专业大类紧贴

第一产业，122 个专业群所属专业大类紧贴第二产业，112 个

专业群所属专业大类紧贴第三产业（见表 1），这在一定程度

显示了专业群建设与产业的适应性。而广东省作为我国经济

总量连续 33 年位居全国第一的经济大省，以及名列前茅的职

业教育大省，广东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契合区域产业结构需

求，对促进区域乃至全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本

文以广东省为例，在分析产业结构、“双高计划”和省域高水

平专业群建设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专业群建设存在的问题及

优化对策。

表 1.2019 年入选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校和专业建设计

划专业群情况

资料来源 ：教育部 财政部公布的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

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建设单位名单。

二、广东省三次产业结构现状

根据 2021 年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见图 1），

2016-2021 年，广东省第一产业比重维持在 4% 左右 ；第二产

业比重维持在 40% 左右，并在 2016-2020 年里逐年降低 ；第

三产业在近 6 年里每年比重均在 50% 以上，并在 2016-2020

年里逐年递增，这充分反映了广东省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成效。《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

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反映出在“十三五”期

间，广东省已初步形成了现代产业体系，其特点在于以先进

制造业为支撑，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

 

序号 产业门类
专业群所属
专业大类

专业群建设数量
合计

A档 B档 C档 小计
1 第一产业 农林牧渔大类 5 8 6 19 19
2

第二

产业

装备制造大类 12 21 26 59

122

3 土木建筑大类 4 4 5 13

4 食品药品与粮食
大类 0 3 2 5

5
资源环境与安全

大类
2 1 7 10

6 生物与化工大类 2 7 2 11
7 轻工纺织大类 2 5 2 9

8 能源动力与材料
大类 1 4 6 11

9 水利大类 1 3 0 4

10

第三

产业

财经商贸大类 2 6 13 21

112

11
电子与信息
大类

10 13 5 28

12
公安与司法
大类

0 0 1 1

13
公共管理与
服务大类

1 3 1 5

14 交通运输大类 1 12 17 30

15
教育与体育
大类

1 1 1 3

16 旅游大类 0 2 3 5
17 文化艺术大类 1 4 3 8
18 医药卫生大类 1 2 8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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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016-2021 年广东省三次产业结构比重

数据来源：2021 年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

三、广东省高水平专业群建设现状

（一）入选“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现状

2022 年，广东省高等职业院校共有 93 所（其中公办 67 所、

民办 26 所），其中入选国家“双高计划”的高职院校共 13 所，

占比 13.98% ；入选高水平学校建设单位 5 所，在 56 所高水平

学校建设单位中占比 9%。共有 18 个专业群入选国家“双高

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其中所属轻工纺织大类、装备制造大类、

水利大类等紧贴第二产业的专业群 8 个，所属电子与信息大类、

文化艺术大类等紧贴第三产业的专业群 10 个（见表 2）。广东

省入选国家“双高计划”的高水平专业群分布符合第三产业

第一，第二产业第二的区域产业结构比重。

表 2.2019 年广东省高职院校入选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院

校和专业建设计划情况

（二）省域高水平专业群建设现状

2020-2021 年，广东省建设了两批省高职院校高水平专

业群项目，最终立项 311 个省域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项目，其

中 6 个专业群所属专业大类紧贴第一产业，85 个专业群所属

专业大类紧贴第二产业，220 个专业群所属专业大类紧贴第三

产业（见表 3），高水平专业群数量分布符合区域第三产业第

一，第二产业第二，第一产业第三的区域产业结构比重。同时，

专业群建设数量排名前三的是财经商贸大类 59 个、电子与信

息大类 57 个、装备制造大类 40 个，契合了广东省建设金融

强省，创新强省，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规划。

表 3.2021 年广东省第一批、第二批省高职院校高水平专

业群建设情况

资料来源：广东省教育厅公布的第一批、第二批省高职院

校高水平专业群建设项目立项名单。

四、存在的问题

（一）专业群建设存在同质化

在 2021 年广东省立项的两批共 311 个省高职院校高水平

专业群建设项目中，没有重复名称的专业群仅有 83 个，占比

26.69%。出现 2 个重复名称以上的 228 个专业群中，数量排

名前三的是电子商务专业群有 12 个、学前教育专业群有 11 个、

市场营销专业群有 10 个。由此可见，高职院校高水平专业群

建设存在一定程度的同质化，在某种程度上缺乏了鲜明的专

业办学特色。

（二）专业群建设缺乏“群”思路

专业群是基于专业基础相通、技术领域相近、职业岗位

相关、教学资源可共享的思路下组建的，是人才培养形式的

创新。但在实际建设过程中，存在部分专业群组群逻辑不够

序号 类别 学校名称 专业群名称 所属专业大类 产业门类

1
高 水 平 学
校建设单
位（A档）

深圳职业
技术学院

通信技术
电子与信息
大类

第三产业

电子信息工程
技术

电子与信息
大类

第三产业

2

高 水 平 学
校建设单
位（B档）

广东轻工
职业技术
学院

精细化工技术
生物与化工
大类

第二产业

产品艺术设计 文化艺术大类 第三产业

3
广州番禺
职业技术
学院

艺术设计 文化艺术大类 第三产业
珠宝首饰技术
与管理

轻工纺织大类 第二产业

4
深圳信息
职业技术
学院

软件技术
电子与信息
大类

第三产业

移动通信技术
电子与信息
大类

第三产业

5
顺德职业
技术学院

家具设计与
制造

轻工纺织大类 第二产业

制冷与空调技
术

装备制造大类 第二产业

6

高 水 平 专
业群建设
单位
（B档）

广东科学
技术职业
学院

软件技术
电子与信息
大类

第三产业

7
广东水利
电力职业
技术学院

水利水电建筑
工程

水利大类 第二产业

8
广州铁路
职业技术
学院

铁道供电技术 交通运输大类 第三产业

9

高 水 平 专
业群建设
单位
（C档）

广东工贸
职业技术
学院

测绘地理信息
技术

资源环境与安
全大类

第二产业

10
广东机电
职业技术
学院

数控技术 装备制造大类 第二产业

11
广东食品
药品职业
学院

中药学 医药卫生大类 第三产业

12
广州民航
职业技术
学院

飞机机电设备
维修

交通运输大类 第三产业

13
中山火炬
职业技术
学院

包装策划与
设计

轻工纺织大类 第二产业

序号 产业门类 专业群所属专业大类
专业群建设
数量

合计

1 第一产业 农林牧渔大类 6 6
2

第二产业

装备制造大类 40

85

3 土木建筑大类 20

4
食品药品与粮食

大类
7

5 资源环境与安全大类 5

6 生物与化工大类 4

7 轻工纺织大类 5

8 能源动力与材料大类 4

9

第三产业

财经商贸大类 59

220

10 电子与信息大类 57
11 公安与司法大类 4

12
公共管理与服务

大类
8

13 交通运输大类 10
14 教育与体育大类 27
15 旅游大类 13
16 文化艺术大类 19
17 新闻传播大类 4
18 医药卫生大类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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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没有充分体现专业群建设的“群”思路和“群”逻辑。

有些专业群表面戴个“群”帽子，实质上群内专业各行其是，

缺乏完善的专业群课程体系、专业群人才培养模式、专业群

基地等资源建设规划等。

（三）专业群内资源整合共享程度不高

群内资源共享是专业群发挥集群优势的重要支撑，但在

实际建设过程中，特别是涉及到跨学院的专业群建设中，因

受制于体制机制等条件的限制，专业群内资源整合共享程度

并不高，有的专业群并没有全面统筹各专业的实践（实训）

基地、课程教材等建设，仍存在各专业重复建设资源、其它

专业无法共享的问题。

五、对策

（一）以产业需求为核心注重特色建设

职业教育紧紧依托区域经济社会和产业发展，为进一步

提升职业教育专业人才培养的适应性，广东省高职院校专业

群建设要根据国家特别是粤港澳大湾区宏观战略的布局以及

学校自身资源与特色，采用“一对一”“一对多”或是“多对

一”的方式对接产业，形成与区域产业结构布局相适应、特

色鲜明的专业群格局。如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重点围绕广

州市构建“一核引领、两极带动、三港辐射、多点支撑”的

产业功能布局和打造万亿级、千亿级产业集群规划，对接人

工智能、5G、物联网、区块链、智能装备、科技金融等战略

性新兴产业，结合学校在建专业群的发展历史、特色、优势

与定位，以“人工智能 +”升级专业，优化调整专业群布局，

构建“2+8+X”专业群发展新格局。

（二）以集群发展为重点强化系统建设

专业群是一个系统，而不是专业简单的组合，专业群建

设应具备系统思维，应统筹谋划、协同发展、持续优化，不

断整合专业群内各专业的课程体系、实践（实训）基地、师

资队伍等要素，充分发挥集群效益。高职院校可从学校层面

出台专业群建设指导意见或管理办法，明确专业群的设置、

建设、评价等标准。二级学院和专业群自身应当基于整体建设、

集群发展的角度，统筹协调专业群内各专业的资源分配、共

性建设与特色发展。

（三）以整合优化为手段促进群内资源共建共享

专业群建设需打破原有专业之间、学院之间、部门之间

的壁垒，提高专业群内部的联系，整合、优化专业群现有的

教学设施、校内外实践（实训）教学基地等资源，避免教学

资源重复建设。需提升同一专业群内的合作企业、用人单位、

专业课程、校内外实训基地、专任专业教师、校外兼职教

师等资源共建共享程度，最大程度发挥和放大专业群的集

群优势。

六、结语

随着产业集群的不断发展，国家近几年陆续出台了相关

政策开展专业群建设，在“双高计划”背景下，广东省作为

经济和职业教育大省开展了高水平专业群的建设。无论是入

选“双高计划”的广东省高水平专业群，还是广东省域立项

的高水平专业群，其专业群所属专业大类紧贴三次产业的分

布均符合广东省第三产业第一，第二产业第二，第一产业第

三的区域产业结构比重。但由于专业群建设还处于不断完善

阶段，因此高职院校在建设过程中出现了专业群建设存在同

质化、专业群建设缺乏“群”思路和专业群内资源整合共享

程度不高等一系列问题。针对上述问题，高职院校可以从以

产业需求为核心注重特色建设、以集群发展为重点强化系统

建设、以整合优化为手段 , 促进群内资源共建共享等方面进行

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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