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说明 计分方法
自评得

分

材料要求（以下要求为必须

要提供的材料，学校可根据

实际，自行提供其他材料；

佐证材料不齐全影响考核

的，后果由学校自负）

1
2.1.1办学体制机制建设与

改革创新（1分）

学校在综合办学管理、教育教学管理、学生管理

、财务与后勤管理、校园安全管理、社会服务等

方面积极探索体制机制改革与建设，并成效明显

。

定性评价 1
2020年办学体制机制建设与

改革创新报告。

2
2.1.2二级院系管理体制改

革（1分）

深化学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开展二级学院改

革，向二级院系下放人、财、事权。
定性评价 1

2020年二级院系管理体制改

革报告。

3
2.1.3人事制度和绩效工资

制度改革（1分）

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建立健全教职工绩效考核制

度，制定并实施以业绩贡献为基础、以目标管理

和目标考核为重点、符合高职教育特点的绩效工

资制度，将教职工的工资收入与岗位职责、工作

业绩、实际贡献等直接挂钩，多劳多得、优绩优

酬；深化教师职称制度和突出“双师型”导向的

教师考核评价改革，师德师风建设制度机制健全

完善，破除“唯文凭、唯论文、唯帽子、唯身份

、唯奖项”的顽瘴痼疾。

定性评价 1
2020年人事制度和绩效工资

制度改革报告。

4
2.1.4学分制管理制度改革

（1分）

深化人才培养机制改革，建立健全选课制、导师

制、学分计量制、学分绩点制、补考重修制、主

辅修制、学分互认制等，实行弹性学制，参与职

业教育国家“学分银行”试点，开展学分制管理

改革。

定性评价 1
2020年学分制管理制度改革

报告。

5
2.1.5建立健全专业结构调

整优化机制（1分）

根据办学定位和服务面向，围绕区域产业发展和

行业需求，建立健全专业动态调整和预警、退出

机制，优化调整专业结构，提升专业建设水平和

人才培养质量。

定性评价 1
2020年专业结构调整优化报

告。

6

国家级高水

平专业群数

（个）

省级高水平

专业群数

（个）

校级高水平

专业群数

（个）

7 0 2 8

8

“1+X”证

书制度试点

专业数

（个）

获取“1+X

”证书学生

数（人）

面向社会开

展“1+X证

书”培训量

（人日）

9 10 322 116

附件2-1-2

考核数据表-2.提质（A类规划学校）

相关数据（除特别说明外，时间段数据统计时间

为：2020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即时性数据统计时

间为2020年12月31日）

2.提质

（45分）

2.1体制

机制改革

（5分）

2.2教学

改革与管

理（7

分）

2.2.1高水平专业群建设

（3分）

2.2.2“学历证书+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试点（1分）

国家、省级高水平专业群建设情况。

参与实施“1+X”证书制度试点，将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有关内容及要求有机融入课程教学，优化专

业人才培养方案。

定性评价

定性评价

3

1

2020年高水平专业群建设报

告，包括：高水平专业群明

细表（含专业群名称、覆盖

专业、级别、立项单位、立

项时间、立项文件名称和文

号等）。

2020年“1+X”证书制度试

点工作报告，包括：“1+X

”证书试点明细表（含证书

名称、覆盖专业、普通高职

在校生、获取证书学生数、

面向社会培训人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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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说明 计分方法
自评得

分

材料要求（以下要求为必须

要提供的材料，学校可根据

实际，自行提供其他材料；

佐证材料不齐全影响考核

的，后果由学校自负）

相关数据（除特别说明外，时间段数据统计时间

为：2020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即时性数据统计时

间为2020年12月31日）

10
2.2.3创新创业教育（1

分）

创新创业教育组织机构完善，制度健全，硬件设

施完备。提高创新创业师资队伍素质，大力加强

创新创业教育，促进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有

机融合，增强学生的创新精神、创业意识和创新

创业能力，双创教育成效明显。

定性评价 1 2020年创新创业教育报告。

11
2.2.4内部质量保证体系诊

断与改进（1分）

坚持“需求导向、自我保证，多元诊断、重在改

进”工作方针，建立“自定目标、自立标准、自

主实施、自我诊断与改进”的自主循环提升保证

体系和可持续诊断与改进工作机制，不断提升人

才培养质量和创新发展能力。

定性评价 1
2020年内部质量保障体系诊

断与改进情况报告。

12

2019-2020

学年教学计

划内课程总

数（门）

2019-2020

学年线上开

设课程数

（门）

2019-2020

学年线上开

设课程数占

教学计划内

课程总数比

例（%，自

动计算）

13 946 940 99.37%

14
2.3.1校企合作体制机制改

革（1.5分）

探索建立政校行企共同参与的高职院校董事会或

理事会，建设校企命运共同体，形成人才共育、

过程共管、成果共享、责任共担的紧密型合作办

学体制机制。

定性评价 1.5

1.2020年校企合作体制机制

改革情况报告

2.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同意

组建广东省清远市职教集团

的批复》

15

是否牵头成

立职教集团

或产教融合

联盟

合作共建各

类技术研发

机构、培训

中心、创新

中心、实训

基地等平台

数（个）

产业学院数

（个）

产学合作企

业中，产教

融合型企业

数（个）

16 是 67 3 24

17

企业提供的

校内实践教

学设备值

（万元）

2.提质

（45分）

2.2教学

改革与管

理（7

分）

2.3产教

融合（9

分）

2.2.5线上开设课程数占教

学计划内课程总数比例

（单位：%，1分）

2.3.2合作平台建设（2

分）

2.3.3企业提供的校内实践

教学设备值（单位：万

元，1.5分）

“教学计划内课程总数”指按照教学大纲要求开

设的课程总量，按学年填报，须与“高等职业院

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一致。其中，“线上

开设课程数”指按照教学大纲要求，拥有数字化

教学资源，通过学校网络教学平台开展授课、答

疑、讨论以及提交作业和下载课件等基本教学活

动的网络课程门数；建有课程网站但不完全符合

上述条件的课程，不能计入线上开设课程。

政校行企深度融合，联合办学，共同投入资金、

设备和人力资源组建职教集团或产教融合联盟，

推进实体化运作；政校行企合作共建各类技术研

发机构、培训中心、创新中心、实训基地等平

台，并取得实质性成效；行业企业加大对学校的

投入，在学校或企业设立产业学院，协同招生培

养；校企协同建设产教融合型企业，并取得实质

性成效。

“企业提供的校内实践教学设备值”指企业为学

校提供的实践教学设备（设备在学校，产权属企

业，学校有使用权）的总资产值。按照企业采购

原值计算。

≧所在规划学校平均水平的

1.1倍，得1分；<所在规划学

校平均水平的1.1倍但≧所在

规划学校平均水平，得0.5

分；<所在规划学校平均水

平，不得分。

定性评价

≧所在规划学校平均水平的

1.3倍，得1.5分；<所在规划

学校平均水平的1.3倍但≧所

在规划学校平均水平的1.1

倍，得1分；<所在规划学校

平均水平的1.1倍但≧所在规

划学校平均水平，得0.5分；

<所在规划学校平均水平，不

得分。

1

2

1.5

线上开设课程自评报告（10

个课程案例）

1.2020年合作平台建设情况

报告

2.广东省教育厅《关于同意

组建广东省清远市职教集团

的批复》

3.清远市人民政府关于成立

清远市职业教育集团决定事

项通知

4.清远市职业教育集团成员

单位名单

2020年企业提供的校内实践

教学设备值明细表（含合作

企业、设备到位时间、设备

价值、主要设备清单、使用

院系和专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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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说明 计分方法
自评得

分

材料要求（以下要求为必须

要提供的材料，学校可根据

实际，自行提供其他材料；

佐证材料不齐全影响考核

的，后果由学校自负）

相关数据（除特别说明外，时间段数据统计时间

为：2020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即时性数据统计时

间为2020年12月31日）

18 530

19
企业订单学

生数（人）

可开展企业

订单专业全

日制学生总

数（人）

企业订单学

生所占比例

（%，自动

计算）

20 385 11626 3.31%

21

国家现代学

徒制试点学

生数（人）

省级现代学

徒制试点学

生数（人）

校级现代学

徒制试点学

生数（人）

普通高职在

校生数

（人）

22 201 28 11385

23

现代学徒制

试点学生数

占普通高职

在校生数比

例（%，自

动计算）

24 2.01%

25

校企共同开

发标准数

（个）

校企共同开

发教材数

（个）

校企共同开

发课程数

（门）

26 106 24 101

27

校内实践教

学工位数

（个）

全日制学历

教育（普通

高职）在校

生数（人）

生均校内实

践教学工位

数（个，自

动计算）

28 7161 11626 61.59%

2.提质

（45分）

2.3产教

融合（9

分）

2.4实践

教学（3

分）

2.3.3企业提供的校内实践

教学设备值（单位：万

元，1.5分）

2.3.4企业订单学生所占比

例（单位：%，1.5分）

2.3.5现代学徒制试点

（1.5分）

2.3.6标准与资源开发（1

分）

2.4.1生均校内实践教学工

位数（单位：个，1分）

“企业提供的校内实践教学设备值”指企业为学

校提供的实践教学设备（设备在学校，产权属企

业，学校有使用权）的总资产值。按照企业采购

原值计算。

“企业订单学生所占比例”指学校接受企业订单

（指用人单位与学校签订合同约定相关就业和服

务年限的订单）学生人数占可开展企业订单专业

全日制学生总数的比例。教育类等无法开展企业

订单培养的专业学生可不纳入统计范围，学校提

供相关说明，由考核专家决定是否采纳。本指标

的企业是广义上的企业，实际上指的是用人单位

。

开展以“招生招工一体化、企业员工和学校学生

双重身份、校企双主体育人、在岗培养与学校培

养相结合”为基本特征的现代学徒制试点。

校企协同开发专业教学标准、岗位技能等级标准

、课程标准和教材、数字化教学资源等，将行业

、企业岗位需求融入教育教学各环节。

“生均校内实践教学工位数”指学校校内实践

（实习、实训）场所进行实践教学的工位数，即

实践教学过程最基本的“做中学”单元数，按全

日制学历教育在校生人数折算的平均水平。

≧所在规划学校平均水平的

1.3倍，得1.5分；<所在规划

学校平均水平的1.3倍但≧所

在规划学校平均水平的1.1

倍，得1分；<所在规划学校

平均水平的1.1倍但≧所在规

划学校平均水平，得0.5分；

<所在规划学校平均水平，不

得分。

≧所在规划学校水平的1.3

倍，得1.5分；<所在规划学

校水平的1.3倍但≧所在规划

学校水平的1.1倍，得1分；<

所在规划学校水平的1.1倍但

≧所在规划学校水平，得0.5

分；<所在规划学校水平，不

得分。

定性评价

定性评价

≧所在规划学校平均水平的

1.1倍，得1分；<所在规划学

校平均水平的1.1倍但≧所在

规划学校平均水平，得0.5

分；<所在规划学校平均水

平，不得分。

1.5

1.5

1.5

0.8

1.2020年企业订单学生明细

表（含专业、年级、合作企

业、订单学生数等）；

2.2020年有普通高职在校生

专业一览表（含专业、招生

数、毕业生数和在校生数

等）；

3.无法开展企业订单培养专

业情况说明。

0.5

2020年企业提供的校内实践

教学设备值明细表（含合作

企业、设备到位时间、设备

价值、主要设备清单、使用

院系和专业等）。

2020年现代学徒制试点情况

报告，三个级别试点学生

数，不重复统计，以最高级

别计算。

2020年校企合作共同开发标

准与资源情况报告。

2020年校内实践教学工位明

细表（含实训基地名单、适

用专业、面积、实践教学工

位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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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说明 计分方法
自评得

分

材料要求（以下要求为必须

要提供的材料，学校可根据

实际，自行提供其他材料；

佐证材料不齐全影响考核

的，后果由学校自负）

相关数据（除特别说明外，时间段数据统计时间

为：2020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即时性数据统计时

间为2020年12月31日）

29
招生专业数

（个）

招生专业

中，实践性

教学学时占

总学时比例

超50%以上

的专业数

（个）

实践性教学

学时占总学

时比例超

50%以上的

专业占比

（%，自动

计算）

30 32 32 100.00%

31 2.4.3实习管理（1分）

严格执行《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认真

落实实习组织过程中的“五不要”、实习管理过

程中的“无协议不实习”、学生权利保障“六不

得”、工作岗位及工作时间“三不得”等要求；

顶岗实习工作机制完善，管理规范，考核评价科

学合理。

定性评价 1

1.2020年实习管理情况报告

2.2020年实习学生明细表

（含专业、年级、时间时间

、实习学生、实习单位等）

3.关于印发《清远职业技术

学院学生实习突发事件应急

32
专任教师数

（人）

2019-2020

学年聘请校

外教师承担

的教学总学

时（学时）

2019-2020

学年校内专

任教师人均

教学学时数

（学时）

2020年普通

高职在校生

数（人）

33 482 57955 278.51 11626

34
生师比（自

动计算）

35 16.8470907

36

校内专业课

专任教师数

（人）

“双师型”

专业课专任

教师数

（人）

“双师型”

专业课专任

教师占比

（%，自动

计算）

37 401 323 80.55%

2.提质

（45分）

2.4实践

教学（3

分）

2.5师资

队伍（10

分）

2.4.2实践性教学学时占总

学时比例超50%以上的专业

占比（单位：%，1分）

2.5.1生师比（1.5分）

2.5.2“双师型”专业课专

任教师占比（1.5分）

实践性教学学时占总学时比例超50%以上的专业占

比=实践性教学学时占总学时比例超50%以上的专

业数/全校总专业数。

生师比=全日制在校学生数/教师总数；教师总数=

专任教师数+聘请校外教师有效数，聘请校外教师

有效数=聘请校外教师承担的教学总学时/校内专

任教师人均教学学时数。

“双师型”专业课专任教师是指同时具备中级以

上教师资格和行业能力资格，从事高职教育工作

的校内专业课专任教师。

≧95%，得1分；<95%但≧

85%，得0.5分；<85%，不得

分。

生师比达到教发〔2004〕2号

规定要求，得1.5分。其中：

综合、师范、工、农、林、

语言、财经、政法院校达

18:1；医学院校达16:1；体

育、艺术院校达13:1。生师

比每高1扣0.1分，最低得0分

。

2019年达75％,2020-2021年

达80%。达到年度要求得1

分，每高于年度要求1％，增

加0.2分，最高得1.5分；每

低于年度要求1%，扣0.2分,

最低得0分。

1

1.5

1

1.专业课专任教师一览表

（含院系、专业、教师姓名

、教工号、是否为“双师型

”教师、取得“双师型”资

格时间、符合“双师型”教

师认定要求情况等）；2.学

校“双师型”教师认定标准

、要求等政策文件。

2020级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

。

1.专任教师一览表（含姓名

、教工号、院系、专业、

2019-2020学年教学学时数

等）；2.校外教师一览表

（含姓名、教工号、单位、

授课院系、专业、2019-

2020学年教学学时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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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说明 计分方法
自评得

分

材料要求（以下要求为必须

要提供的材料，学校可根据

实际，自行提供其他材料；

佐证材料不齐全影响考核

的，后果由学校自负）

相关数据（除特别说明外，时间段数据统计时间

为：2020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即时性数据统计时

间为2020年12月31日）

38

校内专业课

专任教师数

（人）

三年以上行

业企业工作

经历或实习

实践经验的

专业课专任

教师数

（人）

三年以上行

业企业工作

经历或实习

实践经验的

专业课专任

教师比例

（%，自动

计算）

39 401 129 32.17%

40
专任教师数

（人）

年度到企业

实践锻炼专

任教师数

（人）

年度到企业

实践锻炼专

任教师所占

比例（%，

自动计算）

41 482 79 16.39%

42

2019-2020

学年专业课

总课时（学

时）

2019-2020

学年企业兼

职教师专业

课课时数

（学时）

2019-2020

学年企业兼

职教师专业

课课时占比

（%，自动

计算）

43 154423 57943 37.52%

44
2.5.6教师队伍建设标志性

成果（3分）

学校可列出本校过去一年在教师队伍建设方面取

得的标志性成果。成果包括：教师师德建设工作

取得的成效；引进或入选国家级和省级高层次

（技能）人才项目，教师队伍方面获得的荣誉，

10名优秀教师案例，其他可以证明学校教师队伍

水平的成果等。

定性评价 3 标志性成果。

45

普通高职应

届毕业生数

（人）

其中：创业

毕业生数

（人）

应届毕业生

当年创业率

（%，自动

计算）

46 3749 8 0.21%

2.提质

（45分）

2.5师资

队伍（10

分）

2.6人才

培养质量

（6分）

2.5.3三年以上行业企业工

作经历或实习实践经验的

专业课专任教师比例（单

位：%，1.5分）

2.5.4年度到企业实践锻炼

专任教师所占比例（单

位：%，1.5分）

2.5.5企业兼职教师专业课

课时占比（单位：%，1

分）

2.6.1应届毕业生当年创业

率（单位：%，1分）

累计值。

企业兼职教师专业课课时占比=企业兼职教师专业

课课时/专业课总课时。

≥20%，可以得1分。低于

20%，每低1%减0.2分，最低0

分；高于20%，每高1%加0.1

分，最高得1.5分。

年度有10%的专任教师到企业

实践，得1分。低于10%，每

低1%减0.1分，最低0分；高

于10%,每高1%加0.1分，最高

得1.5分。其中，年度连续到

企业实践3个月以上的，每5

人另加0.1分，总分不超过

1.5分。

≥25%，可以得1分；低于

25%，每低2%减0.1分，最低

得0分。

≧5%，得1分；<5%但≥3%，

得0.5分；<3%，不得分。

1

1.5

1.5

专任教师一览表（含姓名、

教工号、院系、专业、是否

到企业实践锻炼、实践锻炼

时间、实践锻炼企业名称

等）。

0

专业课专任教师一览表，包

括：院系、专业、教师姓名

、教工号、行业企业工作经

历或实习实践经验时长

（年）等。

1.企业兼职教师一览表（含

姓名、教工号、单位、授课

院系、专业、2019-2020学

年专业课课时数等）；

2.2019-2020学年专业课课

时明细表（含专业、专业课

总课时、授课教师数等）。

2020年应届毕业生创业情况

表（含专业、应届毕业生总

数、创业毕业生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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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说明 计分方法
自评得

分

材料要求（以下要求为必须

要提供的材料，学校可根据

实际，自行提供其他材料；

佐证材料不齐全影响考核

的，后果由学校自负）

相关数据（除特别说明外，时间段数据统计时间

为：2020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即时性数据统计时

间为2020年12月31日）

47
满意度

（%）

有效回收率

（%）

48 80% 91.11%

49
满意度

（%）

有效回收率

（%）

50 83% 13.14%

51
满意度

（%）

有效回收率

（%）

52 86.6 58.76%

53

2.7人才

培养工作

标志性成

果（5

分）

2.7.1人才培养工作标志性

成果（5分）

学校可列出本校过去一年在人才培养方面取得的

标志性成果。成果包括：获得的项目或荣誉，10

名在校生或应届毕业生案例，其他可以证明学校

人才培养质量的成果等。

定性评价 5 标志性成果。

2.提质

（45分）

2.6人才

培养质量

（6分）

2.6.2毕业生满意度（单

位：%，2分）

2.6.3雇主满意度（单

位：%，1.5分）

2.6.4教师满意度（单

位：%，1.5分）

以广东省教育厅组织的人才培养质量跟踪调查结

果为准。

以广东省教育厅组织的人才培养质量跟踪调查结

果为准。

以广东省教育厅组织的人才培养质量跟踪调查结

果为准。

≧90%，得2分；<90%但≧

85%，得1.5分；<85%但≧

80%，得1分；<80%，不得分

。没有参加调查或者有效回

收率不符合要求的，不得分

。

≧85%，得1.5分；<85%但≧

80%，得1分；<80%但≧75%，

得0.5分；<75%，不得分。没

有参加调查或者有效回收率

不符合要求的，不得分。

≧85%，得1.5分；<85%但≧

80%，得1分；<80%但≧75%，

得0.5分；<75%，不得分。没

有参加调查或者有效回收率

不符合要求的，不得分。

1

1

1.5

以省教育厅组织开展的2021

年度高职院校人才培养质量

跟踪调查结果为准。存在以

下情况之一的学校，学校“

创新强校工程”相关指标考

核分数为0分：1.电子邮箱

有效的教师或毕业生数<该

群体人数的80%；2.电子邮

箱有效的雇主数<（2020年

有毕业生的专业数×10），

就业比较集中的特殊专业除

外；3.专任教师或毕业生满

意度调查回复率<20%；4.雇

主满意度调查回复率<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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