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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秀高职院校博士教师规模分布的实证研究*

伍红军

（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浙江 绍兴 312000）

摘 要：高职教育具有“高等性”特征，表征“高等性”就需以博士教师等高层次人才来匹配。近年来，高职院

校开始大量引进博士教师来提升师资队伍水平。通过对国内象征高水平的国家示范、骨干校博士教师规模的统计分析

发现：博士教师群体在高职院校已经悄然崛起，部分高职院校的博士教师已经达到了相当的规模，但院校之间的差距

依然明显，高职院校博士教师的总体规模偏小，且存在明显的东中西部的区域分布差异。不过，能够确证的是，高职

院校已经悄然蓄起了博士教师队伍，且博士教师群体有成为高职院校优质师资队伍主流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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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Size Distribution of Doctoral Teachers
in A High-level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WU Hong-jun

(Zhejiang Industry Polytechnic College, Shaoxing, 312000, China)

Abstract: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higher level”,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higher level”needs

to be matched by high-level talents such as doctoral teachers. In recent years,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have begun to introduce a

large number of doctoral teachers to improve the level of teachers. Through th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the domestic demonstration of

high-level national demonstration and the scale of doctoral teachers in backbone schools, it is found that the group of doctoral teachers

has risen quietly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and the scale of doctoral teachers in som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has reached a con-

siderable scale. The gap between schools is still obvious. The overall size of doctoral teacher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is small,

and there are obvious regional differences in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However, it can be confirmed

that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have quietly accumulated a team of doctoral teachers, and the group of doctoral teachers has become

the mainstream of high-quality teachers in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Key Words: national model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national backbone higher vocational colleges; doctoral teachers; scale

distribution

高职院校在发展前期，为走出一条与本科院校

不一样的应用型道路，便以“双师型”教师与之匹

配，最为关注教师企业实践经验的积累，注重“师

傅”型师资的引进和培养，教师的学位起点一般有

硕士学位即可。而这种实践型师资队伍的建设似乎

是“反高学历”的，认为“高学历”教师的学术型

取向未必适应高职院校的实践性情境，甚至有将高

职院校拖回本科同质化办学的忧虑[1]。高职院校在

高等教育体系中的本质规定性是“职业性”，但其

层次性特征中的“高等性”依然是绕不开的基本属

性[2]。表征“高等性”，就需有“高层次”的师资力

量来匹配。

博士教师是高等学校优质师资的“标配”，但

作为高校重要组成部分的高职院校，是否有必要招

聘引进博士教师，并未达成共识；退一步讲，高职

院校即使应该招聘博士教师，但是否具备对博士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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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人以上, 11, 

21%

20～29人, 7, 

14%

10～19人, 7, 

14%

10人以下, 26, 

51%

师的吸引力，尚需打个问号。在十年前，一所高职

院校能够得到博士的青睐，那也大概可以成为新闻

了。然而在高职院校发展的新形势中，博士教师群

体悄然崛起已成事实。这一点，从高职院校的人才

引进中，专任教师基本上以博士招聘为主可窥一

斑。这里以全国百所示范校、骨干校（在国家“双

高”校名单未正式公布前，依然以示范、骨干校为

分析对象）为主的国内优质高职院校的角度，考察

高职院校博士教师分布现状。

一、统计数据源及数据采用标准说明

目前官方唯一对全国高职院校博士分布情况有

统计的是教育部每年组织的人才培养质量状态数据

统计，这一数据完整而且权威。笔者通过“中国高

职高专教育网”上登出的全国 1 327 所高职院校

2017年的质量年报，逐一搜集涉及到的博士教师人

数。在质量年报中，各校在博士教师人数的表示

上，通常在“专任教师”的结构分析内容中出现，

有的以“博士学位”，有的以“博士研究生学历”，

有的直接表述为“专任教师中博士有多少”，或者

“专任教师中博士占比多少”等方式表述，一般此

类陈述都是表示目前已经拿到博士学位或具备博士

研究生学历的教师人数，一概纳入有效数据源。对

于表述为“博士（包括在读）”，因无法清晰辨别

已获博士学位/学历教师人数，则不纳入统计范畴；

或“某年引进博士多少人，多少博士在读”等方式

的，因是阶段性数据，也不纳入统计范畴。

为了确保质量年报搜集数据的准确性，再以高

职院校官网搜集的数据做佐证。因2017年质量年报

的数据截止时间是2016年，而网页搜集的数据一般

是最新的（2017年底至2018年年初），两个数据不

在同一时间截点。因此网页搜集到的博士教师人数

仅做比对和验证用，而不构成新的统计数据源。即

当出现质量年报中没有博士教师人数，而学校主页

中列明的，也不作为本次的数据分析源，以保持数

据分析的统一性。

以下从 100 所国家示范校、100 所国家骨干校

两个方面统计分析，目的在于透视全国优质高职院

校博士教师分布的基本状况。

二、国家示范校的博士教师分布

在原 100所现 98所国家示范校中①，有 51所的

《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年度质量报告 （2017）》

中列明博士教师人数，数据可获得性达到了 52%，

说明作为国家高职教育领头羊的国家示范校，已经

开始意识到拥有博士学位的高层次师资队伍的重要

性。从获得的51所国家示范校的博士教师人数分布

来看，呈现以下几个突出的特征：

一是博士教师规模总体处于低值区间。51所国

家示范校的校均博士教师人数为21人，如果将深圳

职业技术学院262人的数据刨去，其他50所国家示

范校的校均博士教师人数迅速降低到 16人。在 51
所国家示范校中，博士教师超过 30 人的为 11 所，

占比21.6%；在20～29人和10～19人两个分布区间

的各有 7所，各占比 14%；大多数院校在第四个区

间：低于 10 人，总计 26 所，占比高达 51% （图

1）。说明，至少从博士教师的储备情况来看，国家

示范校尚未成为“标杆”，这就为一般高职院校的

后来居上提供了可能。

二是有“高峰”无“高原”现象。即深圳职业

技术学院以 262名博士教师人数，与其他国家示范

校拉开了巨大的差距。处于第一梯队的博士教师人

数超过30名的另外10所国家示范校中，无一校超过

100名，最多的也仅是无锡职业技术学院的 76名，

其他几所基本在 30～40 人规模上徘徊（表 1）。可

见，从总体情况看，除了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这座

“高峰”，其他国家示范校只构成了零星的“丘陵”，

尚未形成成片的“高原”。而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这座

“高峰”的博士教师人数目前已经达到了349名（截

止 2017年底），占其专任教师的比例将近 30%，这

一规模与比例基本上与本科院校持平。

三是在博士教师人数的分布形成了区域“鸿

沟”。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区域划分依据，我国

的经济区域划分由原来的“三大板块”变为“四大

板块”，即从原来的东部、中部、西部三区传统划

图1 51所国家示范校的博士人数分布区间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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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方式，调整为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四大地

区。其中东部包括10省市：北京、天津、河北、上

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

包括 6省市：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和湖

南；西部包括 12 省市：内蒙古、广西、重庆、四

川、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

和新疆；东北包括 3 省市：辽宁、吉林和黑龙江。

从四个区域的统计情况来看（表2），东部地区在校

均拥有博士人数上与中部、西部和东北部拉开了巨

大的差距，东部地区的校均数为 34.3 人，比中、

西、东北三区域的校均总和（27.8人）还要多。不

过，在东、中、东北再到西部的传统下降曲线上，

出现了一点差异，即西部地区仅次于东部地区，却

高于东北和中部，中部地区以校均6.8人垫底。

三、国家骨干校的博士教师分布

在原 100所现 99所国家骨干校中②，有 33所的

《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年度质量报告 （2017）》

中列明博士教师人数，数据可获得性仅有 1/3，相

比国家示范校足足少了20个百分点。可见在国家骨

干校层面，博士教师群体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从

获得的 33所国家骨干校的博士教师人数分布来看，

呈现以下几个特征：

一是深圳高职再次一枝独秀。作为经济特区的

两所国家级高职院校，在国家示范校中，深圳职业

技术学院以 262名博士教师独占鳌头；在国家骨干

校中，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以 230名博士教师遥

遥领先。而排名第二的仍然是来自广东的高职院校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不过只有54名，仅是排名

第一的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 23% （表 3）。同

时，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博士教师总人数虽然

比深圳职业技术学院要少32人，但其博士教师占专

任教师的比例却高达 44.4%，远超深圳职业技术学

院的30%，这也是一项全国之冠，这一比例甚至要

高于大部分新建的地方本科院校。

表2 国家示范校的东中西部博士教师人数分布统计

区域

东北（3）
东部（10）
西部（12）
中部（6）

省份
数

3
9
10
3

学校
数

7
23
13
8

校均
数

7.9
34.3
13.1
6.8

备注

海南无国家示范校

西藏无国家示范校，云南未获有
效数据

山西、江西、河南未获有效数据

表1 51所国家示范校博士教师人数分布

排序
1
2
3
4
5
6
6
8
8
10
11
12
13
14
14
16
17
17
19
20
21
21
21
24
25
26
27
27
27
27
31
31
31
34
34
34
34
34
39
39
39
42
42
42
42
42
47
47
49
49
51

省份
广东
江苏
四川
北京
山东
上海
河北
北京
重庆
江苏
北京
广东
四川
江苏
江苏
浙江
辽宁
浙江
福建
陕西
山东
四川
宁夏
浙江
湖南
湖北
天津
河北
辽宁
安徽
辽宁
吉林
江苏

黑龙江
山东
湖北
湖南
湖南
安徽
四川
新疆
上海
辽宁
湖南
广西
青海
吉林
甘肃

内蒙古
福建
贵州

学校
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农业职业学院

淄博职业学院
上海旅游高等专科学校
承德石油高等专科学校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北京财贸职业学院
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
常州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江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辽宁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浙江警官职业学院

福建船政交通职业学院
杨凌职业技术学院

威海职业学院
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宁夏职业技术学院
温州职业技术学院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
武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天津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邢台职业技术学院

辽宁农业职业技术学院
芜湖职业技术学院
大连职业技术学院
长春职业技术学院

苏州工业园区职业技术学院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山东科技职业学院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安徽水利水电职业技术学院
四川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
上海工艺美术职业学院

沈阳职业技术学院
永州职业技术学院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

青海畜牧兽医职业技术学院
吉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甘肃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内蒙古建筑职业技术学院
漳州职业技术学院

贵州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博士教师人数
262
76
48
42
40
39
39
35
35
34
33
27
25
23
23
22
20
20
16
14
12
12
12
11
10
9
8
8
8
8
7
7
7
6
6
6
6
6
5
5
5
4
4
4
4
4
3
3
2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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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人以上, 4, 

12%

20～29人, 3, 

9%

10～19人, 4, 

12%

低于10人, 22, 

67%

二是博士教师总体规模偏小。33所国家骨干校

的校均博士教师人数为17.8人，比国家示范校校均

少 3.2人；如果除去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这一高

峰，其他32所国家骨干校的校均博士教师人数仅有

11.2 人，校均数净降 6.6 人。在 33 所国家骨干校

中，博士教师超过 30 人的为 4 所，占比 12%；在

20～29 人的有 3 所，占比 9%；在 10～19 人的有 4
所，占比 14%；超过 2/3的国家骨干校博士教师人

数停留在第四个区间：低于 10人，总计 22所（图

2）。这一点说明国家骨干校在博士人才储备上不仅

与国家示范校有一定的差距，即使相对于一般性高

职院校也没有任何优势可言。

三是地区分布上的东部“长板”。从东部、中

部、西部和东北四个区域的统计情况来看（表 4），

与国家示范校类似，东部地区在校均拥有博士人数

上与中部、西部和东北部拉开了巨大的差距，东部

地区的校均数为26.9人，约为中、西、东北三区域

的校均总和（13.5人）的2倍。同时，也出现了西部

地区的校均人数超过了中部、东北地区的现象，不

过这可能与数据获取率不高导致的数据失真有关。

四、结论与讨论

在国家双高校尚未正式出台之前，国家示范

校、骨干校代表着中国高职教育当前的最高发展水

平。因此，通过国家示范、骨干校的博士教师分布

情况的分析，也能大致看出当前高职院校的高水平

师资力量的储备情况。从对 51 所国家示范校、33
所国家骨干校博士教师的统计结果来看：一是在高

职院校层面，开始大量引进、培养博士教师已是趋

势，博士教师在高职优质师资队伍中占有一席之地

是可期的。二是从总体情况来看，高职院校的博士

教师规模偏小，在学校专任教师中的比例较少。即

使是在国家优质、骨干校这个层面，拥有100 名博

士规模的高职院校依然是凤毛麟角。三是在博士教

师分布上的贫富差距明显。如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的博士规模已经突破了 200

表4 国家骨干校博士教师人数的地区分布统计

东北（3）
东部（10）
西部（12）
中部（6）

省份
数

2
8
6
3

学校
数

3
19
8
3

校均

2.3
26.9
7.5
3.7

备注

吉林未获有效数据

浙江和海南未获有效数据

内蒙古、重庆、西藏、陕西、青
海、宁夏未获有效数据

山西、安徽、湖北未获有效数据

表3 33所国家骨干校博士教师人数分布

排序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2
12
12
16
17
18
19
19
19
19
23
24
25
25
25
25
29
29
29
29
29

省份

广东

广东

北京

上海

江苏

广东

贵州

山东

新疆

广东

天津

江苏

江苏

山东

四川

上海

山东

四川

辽宁

江西

山东

湖南

福建

河北

福建

山东

广西

四川

辽宁

黑龙江

河南

云南

甘肃

院校

深圳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

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

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中山火炬职业技术学院

铜仁职业技术学院

东营职业学院

乌鲁木齐职业大学

广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常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苏州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滨州职业学院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

上海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成都职业技术学院

渤海船舶职业学院

江西财经职业学院

济南职业技术学院

湖南科技职业学院

福建林业职业技术学院

邯郸职业技术学院

福建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

广西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宜宾职业技术学院

辽宁职业学院

哈尔滨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河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云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酒泉职业技术学院

核算博士人数

230
54
43
33
28
27
26
16
13
12
10
9
9
9
9
8
7
6
5
5
5
5
4
3
2
2
2
2
1
1
1
1
1

图2 33所国家骨干校的博士人数分布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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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大关，占其专任教师的比例已经达到了 30%～

40%，基本上与地方新建本科院校持平；但大量的

国家示范、骨干校依然停留在个位数层面。在区域

分布上同样存在东部、中部、西部、东北的显著差

异，经济发达地区的高职院校对博士的吸引力明显

高于其他区域。

从趋势来看，高职院校不再是博士教师的“绝

缘体”，高职院校在引进和培养博士教师方面的努

力将会进一步扩大。如此，博士教师群体将会成为

中国高职院校师资队伍的主流[3]。那么接下来的问

题是：要避免出现“重数量轻专业、重引进轻培

养、重业务轻素质、重待遇轻考核”等问题[4]，让

量变产生质变，如何用好这一支已成规模的高层次

师资队伍是高职院校在人才战略布局上要重点考虑

的问题。笔者认为：一是博士人才储备着眼于学校

的未来发展。储备什么样的博士，一定程度上决定

着博士教师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需要学校从

战略角度认真做好人才盘点、梳理现在的师资队伍

结构，搞清楚哪些岗位、哪些专业需要博士教师支

撑。至少从专业建设角度来说，用博士教师来加固

传统专业并不可取，而需将眼光放在将来可能的新

专业布局及其老专业的新方向改造上。二是科研平

台的搭建仍是发挥博士教师作用的“刚需”。撇开

高职院校能否搞科研不谈，既然引进博士层次的人

才，就应该发挥其科研特长。所以说，科研平台是

让博士教师发挥作用的“标配”。不过与其搭好平

台让博士教师发挥作用，还不如让博士引进来后去

创造和争取有级别的科研平台，这对博士教师也是

一种激励。三是教学场所也可让博士教师大展拳

脚。如果引进的博士与普通教师一样，只是用来上

课，确实可惜；但仅仅局限于将博士教师放在科研

工作上，也有违初衷。其实，高职院校的教学场所

本身就是个发挥博士教师作用的潜力场。如当前本

科院校奉行的“新工科建设”，其实思路来源于高

职院校的校企合作实践型人才培养[5]。高职院校的

专业因对市场的极度敏感性，而天然地带有创新发

展的取向。譬如，温州职业技术学院提出的“新技

术应用”概念，既是对“新工科建设”在高职阶段

的调适性应用，更是根植于高职特性的未来教育变

革方向[6]。高职新专业的开设和传统专业的改造基

本上伴随着新技术、新产业的出现，而博士人才因

为站在科研的尖端，他们对新事物的出现具有天然

的敏感性，这一批人才是最能适应新专业开发的师

资。而如何让新技术应用在高职教育领域得以实

现，就是博士教师应该大展拳脚的地方。

注释：

①原为100所，其中上海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已经升格为本科院校。

②原为100所，其中上海医疗器械高等专科学校已经升格为本科院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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