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双高计划”遴选管理办法十问答

为加强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简称

“双高计划”）项目管理，保证“双高计划”顺利实施，2019

年 4 月 16 日，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印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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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遴

选管理办法》）。

一、“双高计划”建设规划

“双高计划”每五年一个支持周期，2019 年启动第一轮

建设。重点支持建设 50 所左右高水平高职学校和 150 个左右

高水平专业群。实行总量控制、动态管理，年度评价、期满考

核，有进有出、优胜劣汰。

二、“双高计划”项目资金

“双高计划”项目资金包括中央财政资金、地方财政资金

和学校自筹资金，主要用于：打造人才培养高地、创新服务平

台、高水平专业群、高水平双师队伍，提升校企合作水平、服

务发展水平、学校治理水平、信息化水平、国际化水平等。中

央财政资金管理执行《现代职业教育质量提升计划专项资金管

理办法》（财科教〔2016〕31 号）。

三、“双高计划”推进机制

“双高计划”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推进。国家有关



部门负责宏观布局、统筹协调等顶层设计，组建项目建设咨询

专家委员会，为项目遴选和建设提供咨询服务。地方加强政策

支持和经费保障，协调各方力量支持项目建设，对接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需求，构建以“双高计划”学校为引领，区域内高职

学校协调发展的格局。学校深化改革创新，聚焦建设任务，科

学编制建设方案和任务书，健全责任机制，确保建设成效。

四、“双高计划”支持重点

“双高计划”面向独立设置的专科高职学校，坚持质量为

先、改革导向、扶优扶强。项目遴选不分所有制性质、不分地

域、不分规模大小，重点支持就业率高、毕业生水平高、社会

支持度高，校企结合好、实训开展好、“三教”质量好的学校。

五、“双高计划”申报条件

申报“双高计划”，须同时符合《遴选管理办法》第十条、

十一条、十二条要求。符合要求的每所学校申报 2 个专业群，

每个专业群一般包含 3—5 个专业。

六、“双高计划”专业群

“双高计划”专业群应对接国家和区域主导产业、支柱产

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重点领域。群内专业应有共同的服务面向，

既要在教学资源、合作企业等方面共建共享，还要分工协作、

特色发展。通过建设，形成专业群对接产业、动态调整、自我

完善的发展机制，发挥群内专业的集聚效应和服务功能，实现



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结构要素全方位融合。

七、“双高计划”遴选程序

项目遴选包括学校申报、省级推荐、遴选确定 3 个环节。

符合申报条件的学校自愿申报，按要求向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提

交申报材料。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会同财政部门对学校申报资格

进行审核并择优遴选，公示无异议后报教育部、财政部。两部

委托项目建设咨询专家委员会开展项目遴选。专委会根据遴选

标准，对学校和专业群分别评价、综合排序，提出推荐单位。

两部审核、公示并公布结果。

八、“双高计划”立项类别

“双高计划”按高水平学校和高水平专业群两类布局。高

水平学校分三档支持：A 档 10 所、B 档 20 所、C 档 20 所左右。

高水平专业群分三档支持：A 档 30 所、B 档 60 所、C 档 60 所

左右。根据年度资金安排，中央财政通过相关转移支付引导支

持建设一批，地方和学校自筹资金建设一批。

九、“双高计划”实施管理

“双高计划”项目学校根据审定意见修订完善建设方案和

任务书，报两部备案并启动建设。备案的建设方案和任务书原

则上不作调整。建设过程中确需调整，须经省级教育、财政部

门核准并报两部备案。每个支持周期结束，项目学校按要求提

交验收报告，经省级验收后报两部复核。复核结果予以公布，



并作为下一周期项目遴选的重要依据。

十、“双高计划”项目管理

“双高计划”的建设绩效实行年度评价。绩效评价结果作

为调整项目资金支持额度的重要依据。对资金筹措有力、建设

成效显著的项目，加大支持力度；对资金筹措不力、实施进展

缓慢、建设实效有限的项目，提出警告并酌减资金支持额度。

出现重大问题，经整改仍无改善的项目，中止项目建设。中止

建设的项目学校不得再次申请“双高计划”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