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东商业职业技术学院  质量管理办公室 王倩倩



质量立校

l 1个国家级工程中心、2个市级工程中心

l 3个院士工作站 

l 2个教育部创新中心、8个教育厅研发中心、4个教

育厅创新平台

l 1个省级重点实验室、 1个市级重点实验室

l 国家级创新创业学院建设单位

l 2022年国家级教学成果奖全国第二

l 2023年技能大赛和竞赛排行榜赛项获奖65项

             1936年济南惠鲁商业学校



                    1999年经教育部批准设立省属高职院校     

                                    14个二级院部

马克思主义学院 数字营销产业学院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
产业学院

冷链物流与供应链
产业学院乡村振兴产业学院

现代金融产业学院食品工业产业学院

文化创意产业学院健康养老产业学院

智能机器人产业学院
（应用电子系）

信创与网络安全产业学
院（信息技术系）

创新创业产业学院
（工商管理系）

基础课教学部

智慧财经产业学院
（会计系）



CONTENTS

一、质评体系总体设计

二、主要解决什么问题

三、解决问题的方法

四、质评体系的特色和创新点

五、质评体系的应用效果

六、下一步展望



 一 质评体系总体设计



1.质评体系总体设计

教育督导评价制度的依据与起源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教育督导暂行规定》

《教育督导条例》

规定教育督导评价制度是基本教育制度

推进教育督导工作在制度化、规范化、

专业化的道路上稳步迈进

提出“对法律、法规规定范围的各级各类

教育实施教育督导”

进入新时代以来，职业教育督导评价制度逐步建立，并日臻形成独立体系。



1.质评体系总体设计

职业教育相关政策推动教育督导评价制度发展

《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

《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

《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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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质评体系总体设计

职业教育相关政策推动教育督导评价制度发展

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
（2014年5月）

要“强化督导评估”，既要“完善督导评
估办法，加强对政府及有关部门履行发展职业
教育职责的督导”，又要“完善职业教育质量
评价制度，定期开展职业院校办学水平和专业
教学情况评估”。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2019年1月）

要“加强职业教育办学质量督导评价”，需
“完善职业教育督导评估办法，建立职业教育定
期督导评估和专项督导评估制度，落实督导报告、
公报、约谈、限期整改、奖惩等制度。国务院教
育督导委员会定期听取职业教育督导评估情况汇
报”。



1.质评体系总体设计

职业教育相关政策推动教育督导评价制度发展

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
改革的意见（2020年2月）

文件对进一步深化教育督导管
理体制改革，进一步深化教育督导
运行机制改革，进一步深化教育督
导问责机制改革，进一步深化督学
聘用和管理改革，进一步深化教育
督导保障机制改革等方面提出了明
确要求。

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
（2020—2023年）

（2020年9月）

要“完善职业教育
督导评估办法，构建国
家、省、校三级职业教
育督导体系”。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
（2020年10月）

要“构建政府、学校、社会等
多元参与的评价体系，建立健全教
育督导部门统一负责的教育评估监
测机制，发挥专业机构和社会组织
作用”。



1.质评体系总体设计

职业教育相关政策推动教育督导评价制度发展

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的意见

（2022年4月）

要“完善职业教育督导评估办法，加强对
地方政府履行职业教育职责督导，做好中等职
业学校办学能力评估和高等职业学校适应社会
需求能力评估。”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
（2022年5月）

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应当建立健全教育
质量评价制度，吸纳行业组织、企业等参与评价，
并及时公开相关信息，接受教育督导和社会监
督”。



1.质评体系总体设计

l 坚持理念和指导思想

教育督导是一项系统工程

质评体系构建逻辑

指导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根本 立德树人

目标 坚持创新引领发展，紧紧围绕学校工作

关键点 提升工作质量

规范管理

过程控制

自主改进

质量螺旋提升

关键绩效

……

自我监测

自我改进

自我提升



1.质评体系总体设计

l 运用“制度—行动者”互动理论

ü 制度与个体行动者之间相互影响

ü 关注制度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ü 凸显行动者对制度的影响和作用

ü 及时调整和优化相关制度

ü 所谓“通天线”，依托三会”以及分享学习心得体会的方式，将最新职

业教育相关政策文件学深悟透，在认真执行的过程中及时报告或分享经验。

ü所谓“接地气”，学校作为上级政策文件的“转换器”，将上级政策文

件内化为学校的管理制度文件，作为学校质评体系设计的依据。

 “通天线-接地气”制度文件的执行与反馈模式

2017年立项省级教改课题《高职院
校诊改工作运行机制创新研究》



1.质评体系总体设计

l 质评体系分类设计

职能
部门

工作履职

统筹规划能力

服务意识

二级
院部

专业建设能力

学生管理能力

日常管理能力

按照“通天线”原则

ü 将上级制度文件内化到职能部门的年度重点

工作任务

ü 将上级制度文件内化二级院部的专业评价中

业务指导能力
满意
度

评价



 二 主要解决的问题



2.主要解决的问题

解决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不足的问题

l 部分职责边界不明、制度执行力不足
l 组织机构工作管理效能偏低
l 自主管理、自我约束的体制机制尚不完善

解决组织机构工作评价科学性不足的问题

l 工作绩效考核重结果轻过程
l 组织机构工作评价即时性不足、对工作效能关注度不够的问题突出
l 一方面“秋后算账”式的评价使得反馈即时性不足，难以实现工作过程的动态监控、实时预警和即时纠偏
l 另一方面绩效考核以最终成效为主，对工作效能关注不足

解决评价标准凸显职业教育类型特征不足的问题

l 学校评价衡量标尺单一
l 绩效评价指挥棒作用不明显，往往呈现粗放、浅层评价的特点，未按照分类管理推进不同部门精准定位和特色发展
l 服务地方和行业能力等方面的评价维度体现不明显
l 导致职业教育的功能价值彰显不足

l 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还需提升
l 学校作为个体单位，以往多居于被动执行的角色地位
l 政策和文件修订滞后于实际情况变化



 三 解决问题的方法



3.解决问题的方法
l 理顺评价思路

Ø 秉承“以评促建、以评促

改、以评促优”准则

Ø 按照“为什么评、评什么、

怎么评、如何保障”思路

Ø 聚焦“时代需求、变革诉

求、引领改革和支撑发展”

主线



3.解决问题的方法
l 建立评价基础

Ø 形成“职能为本、特色凸

显、上下联动”的学校质

评体系

Ø 做好学校评价指标的解读

和宣贯

Ø 及时凝练学校总结评价中

的经验做法

质评体系基本框架



3.解决问题的方法
l 提升数智水平

  PDCA闭环评价管理体系



3.解决问题的方法
l 完善组织保障

  “双向并行、横向联动”学校评价工作体制

Ø 学校评价工作领导小组

侧重领导和统筹

Ø 考核领导小组下设两个

考核组

Ø 考核领导小组下设办公

室，设在质量管理办公

室。

Ø 质量管理办公室统筹23

个部门横向联动



《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工作清单
6 个方面 45 项任务

3.解决问题的方法
l 健全运行机制

 2019年印发《内部质量保证体系
建设与运行实施方案》



3.解决问题的方法
l 构建制度体系

相
关
程
序
文
件



 四 质评体系的特色和创新点



4.质评体系的特色和创新点

l 有凭有据，在指标编制方面注重科学

Ø “夯基础”，学校重

构业务流程，针对流

程中存在的风险点，

提出应对策略，内化

到制度建设中

Ø “接天线”，将国家

相关文件精神内化到

考核指标体系中

Ø “通地气”，质量管

理办公室统筹23个部

门通力完成考核指标

的设置及考核实施



4.质评体系的特色和创新点

l 有物有则，与业务工作内容紧密融合

Ø 根据质量年度报告情

况，将二级院部年度

企业年报完成情况纳

入部门考核

Ø 将教育部重点实施的

“双高计划”建设项

目纳入部门绩效考核



4.质评体系的特色和创新点

l 有物有则，与业务工作内容紧密融合

“双高计划”系统化项目管理典型做法

l 系统设计，一个顶层架构

l 数智驱动，二个平台支撑

l 刚性管理，三项制度规范

l 科研赋能，四项措施加持（绩效考核）



4.质评体系的特色和创新点
l 有始有终，在真抓实用方面力求实效

Ø 紧盯教育评价亟待解

决问题

Ø 增大产教融合、校企

合作在专业评价中所

占比例

Ø 突出职业教育类型特

色

2023年度专业（群）绩效考核综合评价指标

2022年度专业（群）绩效考核综合评价指标

校企双元育人成效在专业

评价中的占比升高



4.质评体系的特色和创新点

l 有本有原，在评价保障方面持续优化

     围绕学校章程中定义的基

本工作内容，重构业务流程，

识别出31个管理过程，覆盖学

校全部工作。

     31个过程向上承接学校章

程中定义的管理工作，与学校

管理的方针目标。向下作为各

个具体管理制度与流程的纲要，

是各项管理制度，与流程的归

口与来源。



4.质评体系的特色和创新点

l 有本有原，在评价保障方面持续优化

Ø 对标国际ISO21001标准

体系

Ø 依托内审员两个“免疫”

系统

Ø 实行制度“三级”管理

Ø 形成“一引领二免疫三

层级，既具有中国特色

又能与国际对话的‘山

商’制度体系”



4.质评体系的特色和创新点

l 有本有原，在评价保障方面持续优化



 五 质评体系的应用效果



5.质评体系的应用效果

l 管理水平实现质的飞跃，打造高职院校治理“样板房”

学校获“ISO21001:2018
国际质量标准认证”

完成第六版制度汇编

“双高计划”中期绩效考核获评“优秀”等级获国家教学成果奖6项
（一等奖1项、二等奖5项，位居全国第二位）



5.质评体系的应用效果
l 保障教学高质量开展，学校发展水平再上新台阶

ü 制度管人

ü 流程管事

ü 文化管心

横向：各部门之间有序

配合、主动衔接

纵向：各业务流程高效

优化、管理顺畅

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断与改
进复核顺利通过

获批“山东省教育评价改革试点”教学管理50强



5.质评体系的应用效果

l 媒体广泛报道，学校示范影响力进一步彰显

学校评价典型做法被大众日报、新华网等媒体宣传报道，被省内外十几所学校借鉴应用

同频共振四链联动，彰显“双高”
院校科研担当

多主体共建，引领产教联合
落到实处

以教育评价撬动学校高质量发展彰显职业院校现代化治理引领作用



 六 下一步展望



6.下一步展望

l 依托督导评价，保职业教育类型发展之路



6.下一步展望

l 依托督导评价，保职业教育类型发展之路

“双高计划”标志性成果 （申报）

（需至少满足9项中的5项）



6.下一步展望

l 依托督导评价，保职业教育类型发展之路 “双高计划”建设水平成果数据表（验收）



6.下一步展望

l 依托督导评价，保职业教育类型发展之路

突破 创新 落实

把握一个核心：突破

l 破除制约职业教育发展的关键制度障碍

l 以制度为先手棋

l 从顶层设计

聚焦一个主线：创新

l 推动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不断增强职业教育

      适应性

l 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职业教育新要求

强化一个重点：落实

l 通过落实和执行让制度生命力更好发挥

l 明确督导角色，结合学校个性特色，构建常规

      与专项督导相结合评价方式



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

软商硬做谋发展，冷链暖心创新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