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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绩效管理是依据设定的绩效目标实施过程监控，开展绩效评价并加强评价结果应用的管理过程。《中

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绩效管理暂行办法》为“双高”建设学校开展绩效管理提供了指南。文章在

论述“双高”建设战略导向、组织使命和目标管理的基础上指出，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应从人才培养模式创新、课程教

学资源建设、教材与教法改革等方面提升人才培养各环节的质量，以“双高”建设绩效引领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

同时，“双高”建设绩效评价应把握内部评价与外部评价相结合、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奖优励先与劣效

问责相结合的评价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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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引言

２０２０年１２月，教育部、财政部印发《中国特
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绩效管理暂行
办法》（教职成〔２０２０〕８号）（以下简称《绩效管理
办法》），作为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实施中国特色
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的意见》（教职成
〔２０１９〕５号）（以下简称“双高计划”）的配套文件，
《绩效管理办法》是继《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
和专业建设计划项目遴选管理办法（试行）》（以下
简称《遴选管理办法》）之后又一个规范性文件，从
而完成了最初政策设计时构想的“一个意见”“两
个办法”“三个通知”的规范体系。

具体而言，“双高计划”绩效管理表中的“双
高”学校建设数据采集表和高水平专业群建设数
据采集表以数据填报为主，侧重于对院校和专业
建设情况做定量分析；“双高”绩效目标实现贡献
度信息采集表、高水平学校和专业群社会认可度
信息采集表和地方政府（含举办方）重视程度信息

采集表以信息采集为主，侧重于对需求满足和利
益相关者的评价做定性分析。事实上，这五张表
是绩效自评报告的数据支撑，可以称之为“数据
版”的自评报告。

《绩效管理办法》提供了绩效自评报告的参考
提纲，为“双高”学校开展绩效管理提供了指南，具
体而言，绩效自评报告包括“双高”学校绩效目标
实现程度及效果，建设任务进度及绩效指标的完
成情况，项目预算执行情况，实现“双高”学校绩效
目标采取措施（含改进措施）的有效性（附相关佐
证材料），对“双高”绩效目标实现的贡献度和社会
认可度有关情况的说明、经验与做法，未完成或偏
离绩效目标的原因以及发现的问题、改进措施及
有关工作建议，其他需要特别说明的有关事宜与
有关建议等八项内容。其中前四项是必填项，后
四项为可选项，这反映出“双高计划”在实施过程
中，保持了相对的原则性和灵活性，有利于各地各
校根据自身情况办出特色，彰显高水平，这为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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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高”绩效管理，推进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
了指引。

二、“双高”建设的战略导向与目标管理
（一）从战略导向看“双高”建设
战略导向的核心是明确使命，这种使命既包

括国家战略导向，也包括组织使命担当，这在“双
高”建设启动实施过程中得到充分的体现。从国
家的战略导向来看，２０１８年１１月中央深改委会
议通过并于２０１９年１月发布的《国家职业教育改
革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以及２０１９
年２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中国教育现代化

２０３５》均将“集中力量建成一批中国特色高水平职
业院校和专业”作为重大战略任务，２０１９年４月，
教育部、财政部开始实施“双高计划”，引领新时代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从组织的使命担当来看，入选“双高计划”第
一轮建设的５６所高水平建设立项学校和２５３个
高水平专业群首先必须在类型特色打造上下功
夫，并立足于类型特色在能力建设与内涵深化上
见成效，将落实《实施方案》作为必修课，将实施
“双高计划”作为必答题，通过开展“一加强、四打
造、五提升”十大任务，完成好推进高等职业教育
高质量发展这份时代答卷［１］。在这个意义上，“双
高”学校建设的项目必须从资金预算安排和资金
使用两个方面予以加强，因为无论是中央财政投
入资金、地方各级财政投入资金，还是举办方投入
资金、行业企业支持资金，都是外部对学校完成
“双高”建设的重要支持，因此对投入绩效提出要
求是必须的，这也在另一个方面促使学校要以更
大的担当来完成这一光荣使命。

（二）从目标管理看“双高”学校建设数据采集
表

根据“双高计划”明确的十大任务，“双高”建
设学校自身内涵建设主要体现在“一加强、四打
造、五提升”上，在这其中，加强党的建设是出发
点，发挥着重要的指导和引领作用，也就是在党建
指导和引领“双高”建设的前提下，通过完成九大
任务强化内涵建设，带动职业教育持续深化改革，
实现高质量发展。

“双高”学校建设数据采集表包括了指标、目

标值、实现值三大要素，其中指标包括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而这些指标在一种逐级递
进的关系中形成指标体系，即一级指标分别细化
为若干个二级指标，二级指标又分别细化为若干
个三级指标。同时，目标值、实现值均以累计数的
形式呈现，这种增量体现出项目建设的效益，其
中，目标值包括了实施期满目标值和阶段性目标
值。具体而言，这些指标均以完成“四打造”“五提
升”的重点任务为具体工作内容。时效指标以任
务完成进度为具体评价方式；效益指标项下的社
会效益指标将引领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和人才培养
的贡献度等方面作为测量依据；可持续影响指标
则把项目标志性成果可持续影响的时间作为评价
标准，满意度指标项下的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则
从在校生、毕业生、教职工、用人单位、家长这些学
校中的主体及利益相关者的角度进行测量，也就
是说，在实践中，这种测量应具有定量统计和定性
描述相结合的特征。
三、基于高水平专业群建设的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

“双高计划”采用高水平学校和高水平专业群
两类布局和模式，高水平专业群建设是“双高计
划”的重要内容，全国２５３个高水平专业群的内涵
式发展要求提升每一个专业群人才培养环节的质
量。高水平专业群建设数据采集表产出指标项下
的数量指标、质量指标均包括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课程教学资源建设、教材与教法改革、教师教学创
新团队、实践教学基地、技术技能平台、社会服务、
国际交流与合作八个方面。

（一）人才培养模式创新
专业教育是动态响应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和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培养经济社会建设所需
应用型专门人才的主渠道。人才培养方案主要分
为课程建设、培养模式和培养环节、教学支撑体系
三个部分。这在２１世纪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教
学改革项目以及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建设、
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建设过程中有生动的体现，在
“双高计划”中，继续沿用“项目制”来扎实推进高
水平专业群建设［２］。

（二）课程教学资源建设
在过往的重大项目中，国家级、省级精品课建

９２

专题：高质量高等教育体系建设



设在高职教育界树立了好课程的典范，每个学校
的教学传统在精品课程、在线开放课程、“双师型”
创新性教学团队中继承发展。在“双高计划”背景
下，要进一步结合课程思政推进要求，深入开展基
础课、公共外语、思政课、体育课、通识课程、专业
课程等各类课程资源建设，并充分发挥优质课程
和资源的引领示范作用。

（三）教材与教法改革
高水平专业群建设数据采集表将教材与教法

改革和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并列，为我们深化教育
教学改革、推动内涵式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深化“三教”改革对于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
高质量人才培养体系意义重大。在此基础上，通
过教材与教法改革实现“课堂革命”［３］。随着“互
联网＋职业教育”迅猛发展，教师运用现代信息技
术更新教材和改进教法成为新常态，具体表现为
适应新技术的需求，通过创造性的转化，将其纳入
教学标准和教学内容，这种新技术在实验、实训、
实习等教学过程的关键环节的应用尤为重要。

（四）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教师是推动“三教”改革的主体，制订和实施

教师教学能力提升计划，构建更为完善有效的教
师教学培训体系，在此基础上，不断推进教师教学
培训实现全覆盖。特别是教师对教与学关系具有
决定性影响，因此要加大专业教师培养培训力度。
在教师队伍建设上除加强学校自身培养外，还要
着力构建“顶尖专家学者、双专业带头人、双师型
教师”三位一体高水平、结构化教师教学创新团
队［４］。

（五）实践教学基地
实践教学基地建设要充分发挥引进的高层次

人才、聘任的行业专家以及优秀校友等担任兼职
教师的桥梁纽带作用和行业企业优势，联合行业
企业共建现代产业学院，通过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的载体，将行业发展新技术、企业实用新工艺、岗
位实践新规范等元素融入人才培养方案和教学标
准之中，努力实现“岗课证赛”综合改革和一体化
培养。

（六）技术技能平台
职业教育是以技能为中心的综合职业能力的

教育，技术技能积累是高职教育的重要特征，这就
要求高职院校以应用技术解决生产生活中的实际
问题。为此，必须打破在学校里办教育的思维定
势，深化产教融合，强化教学、学习、实训相融合的
教育教学活动，推动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课
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
接、毕业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在教学改革中
紧贴职业实践，融入职业要素，完善职业教育和培
训体系。

（七）社会服务
社会服务是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要职能，也是

其不可回避的社会责任。对于高职院校而言，社
会服务的立足点在专业和专业群，而高水平专业
群的社会服务能力更强，社会服务的成效通常也
更明显。通常而言，应用技术开发与应用、开展社
会培训以及为行业提供咨询等是高职院校开展社
会服务的重要领域。有学者对高水平专业社会服
务情况深入调研后，得出社会服务能力与高水平
高职院校专业群建设水平相匹配的研究结论［５］。
因此，可以说，社会服务是高水平专业群彰显建设
成效的重要指标与依据。

（八）国际交流与合作
建设中国特色高等职业教育体系，离不开与

国际社会的交流与合作，这种交流与合作通常在
双边或多边组织的框架内得以实施。对于职业教
育而言，国际交流与合作通常在联合人才培养、联
合技术研发与跨文化交流三方面体现得更加明
显。新冠肺炎疫情对高等职业教育的国际交流与
合作影响较大。当前，服务国际产能合作成为国
际交流与合作的重要任务，特别是随着“一带一
路”倡议得到越来越多国家和地区认可与支持的
前提下，服务中国企业“走出去”，并充分发挥职业
教育在培养所在国技术技能人才中的重要作用，
推动高等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在实践中取得
进一步的实效显得日益迫切。
四、以“双高”建设绩效引领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
（一）引领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和人才培养方面
“双高计划”为建设教育强国、人才强国作出

重要贡献，推动职业教育“下好一盘大棋”，并致力
于把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龙头”舞起来，这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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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国家加快实现职业教育现代化的制度取向，回
应了高职教育推进高质量发展的制度需求［６］。通
过实施“双高计划”，促进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
群建设，尤其是通过推进体现职业教育类型特色
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持续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
展打造样板、树立标杆、贡献力量。

（二）支撑国家战略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方面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与改革开放同步，４０多年

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实现了历史性的发展，为支
撑国家战略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历史性的
贡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从服务
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和更高质量更充分就业需要
出发，高等职业教育必须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聚
焦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不断深化产教融合、校企
合作，引领职业教育服务国家战略、融入区域发
展、促进产业升级。

（三）推动形成一批国家层面有效支撑职业教
育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制度、标准方面

政策、制度、标准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我国高
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显著特征是“计划驱动
与项目引领”，这在２１世纪以来的国家示范高职
院校建设、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建设和国家优质高
职院校建设中体现得非常明显。随着《国家职业
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推进实施，特别是全国职业
教育大会的召开，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迎来了新一
轮制度供给，持续出台的政策措施推动着高职教
育大发展、大改革、大提高。
五、基于教育评价改革的“双高”建设绩效评价
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有什么样的评

价指挥棒，就有什么样的办学导向。２０２０年１０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深化新时代教育评
价改革总体方案》，基于教育评价改革的“双高”建
设绩效评价应把握以下三大原则。

（一）内部评价与外部评价相结合
不同的高职院校嵌于不同的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和历史文化环境中，不同地区和不同院校是否
面临同样的问题和挑战？一些区域和院校的成功
战略和经验是否可以复制到其他区域和院校的环
境之中？当然，“双高”院校和专业群在资源、治

理、领导力和组织文化方面，会因处于不同的地区
或因位于不同的教育生态系统中所采取的建设路
径是不同的［７］，尽管不同的高职院校拥有共同的
战略焦点和目标，但从自评报告中，可以识别出它
们之间不同的建设重点、发展过程和管理机制，因
此要坚持内部评价与外部评价相结合的原则。

（二）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
对于“双高”建设学校而言，过程性评价与终

结性评价通常均包含院校治理框架、质量保障体
系、经费投入与使用、透明度与信息公开等要素，
由于各个院校所处的环境不同，一些要素可能是
必需的，另一些则可能并非十分重要，但是，所有
这些要素都具有非常重要的评估价值和指导意
义。评估指标体系包含一级指标、二级指标、观察
点，这其中，评价标准、指标说明及计分办法也非
常重要，它要求各建设院校对照指标作出自评描
述，然后在院校内部由相应的责任部门领受工作
任务，继而通过任务分解以加快指标的完成度。
在自评的基础上，更好地开展督导评价。

（三）奖优励先与劣效问责相结合
与投入、绩效和问责相联系的是建设、管理和

评估，从国家或区域的视角来看是建设高职教育
发展高地，从学校的视角来看是管理“双高”建设
进程，从绩效考核的视角来看是评估“双高”建设
绩效，从而形成了一个包含多层次指标的闭环系
统。由于经费来源和资助计划具有竞争力，一定
要求院校和专业群层面开展与其相对应的内涵建
设与治理改革，这对于“双高”建设学校而言乃是
一种激励或是倒逼其开展改革，进而通过开展有
效和自治的管理评估，鼓励实现战略愿景和行动
创新，以此有效回应快速变化的区域、全国乃至全
球的需求与挑战［８］。

六、结语
改革开放４０多年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改革

的显著特征是“政策驱动”。在我国现实国情下，
虽然不是每一项政策都会驱动改革，但每一次改
革背后毫无疑问都会有政府的政策驱动，“双高计
划”及其绩效管理就是有代表性的典型案例。而
政策驱动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的成功得益于行政权
力的强制性、锦标赛体制以及对顺应式改革的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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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由于政府所拥有的体制权威，使得以政府主
导成为当代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９］。在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特别是在“双高计划”推进
实施过程中，高等职业教育政策演进需要充分考
量激励相容，以保持政府、行业企业与院校之间的
张力，最大限度整合高职教育内外部资源，构建政
府、行业、企业、学校协同推进“双高”建设的新机
制，为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推进高职教育高质
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参考文献】

［１］周建松，陈正江．计划引领与项目驱动：我国高职教育发展政

策的制度逻辑———基于“示范计划”和“双高计划”的分析［Ｊ］．

黑龙江高教研究，２０１９（９）：１１６－１１９．
［２］陈正江．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项目运作机制与治理逻辑

［Ｊ］．高教探索，２０１６（１１）：８０－８４．
［３］周建松，陈正江．高职院校“三教”改革：背景、内涵与路径 ［Ｊ］．

中国大学教学，２０１９（９）：９１－９５．

［４］陈正江．高职教育高水平专业建设———基于专门性人才培养

与专业化教师发展的二维审视［Ｊ］．中国职业技术教育，２０１９
（２）：７８－８３．

［５］张红．高职院校高水平专业群建设的路径选择［Ｊ］．中国高教研

究，２０１９（６）：１０５－１０８．
［６］陈正江．教育制度供给与高职院校发展———基于国家示范性

高等职业院校建设计划的研究［Ｊ］．中国高教研究，２０１６（７）：

１０５－１０９．
［７］周建松，陈正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政策的

演进［Ｊ］．教育学术月刊，２０１９（１２）：３－８．
［８］周建松，陈正江．高职百万扩招的战略意义与实现路径：基于

全纳教育视角的分析［Ｊ］．江苏高教，２０２０（２）：１１３－１１９．
［９］王建华．政策驱动高等教育改革的背后［Ｊ］．清华大学教育研

究，２０１９（１）：５６－６４．

基金项目：中国高等教育学会职业技术教育分会２０１７年度重点

研究 课 题 “中 国 特 色 高 等 职 业 教 育 话 语 体 系 研 究”

（ＧＺＹＺＤ２０１７００１）；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２０１９年度高校研究课

题“高等教育强省战略视阈下高水平高职院校建设研究”

（２０１９ＳＣＧ２６６）。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Ｄｏｕｂｌｅ－ｈｉｇｈ"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Ｚｈｏｕ　Ｊｉａｎｓｏｎｇ，Ｃｈｅｎ　Ｚｈｅｎｇｊｉａｎｇ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ｉｓ　ａ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ｏｆ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ｃａｒｒｙ－
ｉｎｇ　ｏｕ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ｉｎｇ　ｔｈｅ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ｕｌｔｓ　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ｓｅ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ｓ．Ｔｈｅ"Ｉｎｔｅｒｉｍ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ｆｏ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Ｈｉｇｈｅｒ　Ｖｏ－
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ｓ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ｇｏｏｄ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

ｆｏｒ"ｄｏｕｂｌｅ　ｈｉｇｈ"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ｔｏ　ｃａｒｒｙ　ｏｕｔ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ｌ　ｍｉ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ａｒｇｅｔ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ｄｏｕｂｌｅ　ｈｉｇｈ"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ｏｉｎｔｓ　ｏｕｔ　ｔｈａｔ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　ｓｐｅｃｉａｌｔｙ　ｃｌｕｓｔｅｒｓ，ｗ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ｑｕａｌ－
ｉｔｙ　ｏｆ　ｅａｃｈ　ｌｉｎｋ　ｏｆ　ｔａｌｅｎｔ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ｆｒｏｍ　ａｓｐｅｃｔｓ　ｌｉｋｅ　ｔａｌｅｎｔ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　ｍｏｄ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ｏｎ，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ｔｅａｃｈ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ｒｅｆｏｒｍ，ａｎｄ　ｌｅａｄ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
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ｏｆ"ｄｏｕｂｌｅ　ｈｉｇｈ"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ｔｈ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ｄｏｕｂｌｅ－ｈｉｇｈ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ｇｒａｓｐ　ｔｈｅ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ｆｉｎ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
ｔｉｏｎ，ａｎｄ　ｃｏｍｂｉｎｉｎｇ　ｒｅｗａｒｄ　ａｎｄ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　ｗｉｔｈ　ａｃｃｏｕｎ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ｆｏｒ　ｐｏｏｒ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ｈｉｇｈｅｒ　ｖｏ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ｄｏｕｂｌｅ－ｈｉｇｈ　ｐｒｏｇｒａｍ"；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ｈｉｇｈ－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责任编辑　毛防华）

２３

江苏高教　２０２１年第１１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