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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数据分析指标选取

二、研究成果（报告、画像）

三、工作计划



2019

   在全国诊改专委会与平台组支持下，

高职状态数据采集与管理平台迁移至

我校。

成立
职业教育大数据研究院

2020

     在平台组技术支持下，完成数据脱敏，清

洗与重构。开始撰写数据分析报告。

     引入华为及生态伙伴企业，校企合作共同

开展高职教育大数据研究与利用。全国首创

welink+华为云虚拟机数据采集操作培训。

      

专人专岗
完成数据清洗与重构

2021

     在全国诊改专委会专家指导下，

完成数据分析报告。  

     完成全国-省-学校三级联动职业

教育大数据画像。

完成数据分析报告
完成大数据画像

广东科学技术职业学院-职教大数据研究院简介



简称 全称 发布机构

质量年报榜
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
报告50强名单

1，麦可思研究院

2，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

武书连榜
武书连中国高职高专综合实
力排行榜

武书连课题组

广州日报榜 广州日报高职高专排行榜 广州日报数据和数字化研究院

金平果排行
榜（中评榜）

中国高职高专院校综合竞争
力排行榜

1，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中国科教评价研究院

2，浙江高等教育研究院

3，武汉大学中国教育质量评价中心

4，中国科教评价网

1：指标选取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基础设施 0.25

建筑面积
占地面积
教学仪器

生均教学仪器
图书总量
生均图书
实训基地

师资力量 0.225

杰出人才
专职教师数

双师型教师比
教学团队

教师教学竞赛
生师比

科教产出 0.325

就业率
教学成果奖

学生竞赛获奖
精品课程
科研项目
学术论文
发明专利

学校声誉 0.2
综合性社会声誉

学术声誉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职场竞争力指数
就业率

就业质量

教育竞争力指数
科研

教学

品牌竞争力指数
网络媒体

平面媒体

二次评估指数 对国内几大排行榜二次评估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人才培养 0.9152

专科基础

就业质量

教师支持

教学保障

学生竞赛

科学研究 0.0848
自然科学研究

社会科学研究

一级指标 权重 二级指标

育人成效 0.25

学生在校体验

毕业生就业

全国职业类大赛

教学资源水平 0.25

硬条件资源

教师与课程资源

校企合作资源

国际合作影响力 0.25

留学生与培训

服务企业走出去

专业教学影响力

服务贡献力 0.25

就业贡献

技术研发服务

社会服务

1：指标选取



维度 三级指标 1榜 2榜 3榜 4榜

学校

生师比

新生录取

占地面积和建筑面积

办公用房/图书馆面积

学生实训基地/教师培训基地

专业数/骨干专业......

教师

专任教师

双师素质教师

教学名师/优秀教师

高级职称（总量/占比）

优秀教学团队/科技创新团队

全国教育先进个人

国家级人才(万人)计划

国（境）外指导/培训等......

学生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全国大学生英语竞赛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大学生艺术展演活动

“挑战杯”全国大学生竞赛

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

1：指标选取



1：指标选取

      2020年教育部职成司印发函件向各有关单位征求

对《关于加强职业院校办学质量考核工作的意见（征

求意见稿）》的意见。

      综合以上，从状态数据平台中选取了122个指标，

进行分析。



一、数据分析指标选取

二、研究成果（报告、画像）

三、工作计划



      选取1338所高职院校的122个指标，对2015-2019年状态数据可量化指标的空值情

况、填0型空值情况、数据类型异常情况、数据大小异常情况等进行分析。

2.1：全国数据质量分析



2.1：全国数据质量分析



2.1：全国数据质量分析

填 0 型空值比例情况图总体数据空值比例情况图

2019年  13所数据完整的学校
2020年  26所数据完整的学校



横向比较:   同一年度  / 不同院校

异常最多的指标

纵向比较:   同一院校 / 不同年度

异常最多的指标

2.1：全国数据质量分析



2.2：全国数据可信度分析

    依据状态数据
平台系统开发工
程师在近几年填
报中发现的问题，
以及采集相关工
作人员总结的经
验，完成此报告。



2.3：全国197所双高校区域分析

   全国197所双高校覆盖了29个省份。报告选择了23个关键指标，涵盖“学生成长”、“产教
融合”、“三教改革”和“持续发展”四个方面，以各省入选“双高”校的校均数据进行了区
域分析和比较。

各地区优势指标:

广东：财政投入、信息化建设、技能竞赛、高学历教师占比等；

江苏：学生获职业资格证书、技术服务、国家级精品课程、教材建设等；       

浙江：双高校入选比例、双师型教师占比、专业平均产学合作企业数、精品课程及教材建设等；

北京、上海：生师比等。

......



**省数据分析：

    列出排在全国前十名和后十名的各项指标。分析得出，**省可在教学名师培养、现代学徒制、

生师比等方面加大投入。

2.3：全国197所双高校区域分析



2.4：全国年度状态数据分析

       全国职业院校超过70% 以上指标同比上升，其中企业捐赠、产教融合培养、国际交流、

职业培训等指标增幅明显。

       25% 指标同比有所下降，例如：高级职称专业负责人占比、“双师型”教师人数占比、

国家级/省部级教材建设数量、百名学生国家级/省级技能竞赛获奖人数等。 



序号 专业名称 毕业生数(人)
就业率
（%）

本区域就业
率（%）

1 会计 228090 92.31 75.55

2 护理 198005 83.43 82.26

3 学前教育 124483 87.14 82.87

4 机电一体化技术 97063 92.67 72.76

5 电子商务 90594 92.89 75.78

6 计算机应用技术 73314 90.46 75.14

7 汽车检测与维修技术 70078 90.57 76.36

8 工程造价 70057 92.60 75.55

9 软件技术 64460 91.30 70.36

10 建筑工程技术 61547 90.54 74.49

11 物流管理 57124 92.96 75.91

12 计算机网络技术 56009 91.60 74.50

13 市场营销 54681 91.73 79.12

14 电气自动化技术 42222 94.07 71.77

15 旅游管理 38515 90.30 76.46

16 临床医学 35374 85.53 71.56

17 酒店管理 30939 91.60 74.33

18 数控技术 30554 93.55 74.79

19 商务英语 30267 93.75 73.40

20 财务管理 28481 91.95 76.04

应届毕业生人
数前20名专业

2.4：全国年度状态数据分析



序号 专业名称 毕业生数(人) 就业率（%） 本区域就业率（%）

1 ***** 203 100.00 100.00

2 ***** 146 81.51 100.00

3 ***** 54 40.74 100.00

4 ***** 290 70.34 99.02

5 ***** 1002 79.64 98.87

6 制浆造纸技术 85 97.65 97.59

7 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 210 96.19 97.52

8 交通枢纽运营管理 161 98.76 96.86

9 ***** 55 50.91 96.43

10 交通管理 800 78.50 96.18

11 资源综合利用与管理技术 73 100.00 95.89

12 音像技术 151 96.69 95.21

13 预防医学 275 87.64 94.61

14 治安管理 2194 78.62 93.33

15 农村经营管理 176 98.30 93.06

16 家政服务与管理 396 93.94 93.01

17 化工自动化技术 185 97.84 92.82

18 运动防护 59 93.22 92.73

19 ***** 61 44.26 92.59

20 化妆品经营与管理 309 99.03 92.16

应届毕
业生本
区域就
业率前
20名专
业

2.4：全国年度状态数据分析



类别 专业名称
全国高职院校

数量
专业名称

“双高”校数
量

新增专业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118 大数据技术与应用 20

新能源汽车技术 72 新能源汽车技术 13

幼儿发展与健康管理 58 电子商务 10

撤销专业

商务英语 44 模具设计与制造 8

应用电子技术 31 文秘 7

文秘 27 应用英语 6

专业调整
前三名

2.4：全国年度状态数据分析



指标（校均） 全国 “双高”校

录取率（%） 90.57 97.82

实际报到率（%） 90 93.25

中高职贯通培养比例（%） 6.56 8.40

报考原因—学校品牌（%） 22.24 27.08

报考原因—他人推荐（%） 21.65 33.78

报考原因—专业爱好（%） 20.69 29.41

报考原因—技能培养（%） 13.69 22.06

报考原因—地理位置（%） 8.38 14.90

高职院校
社会吸引力

2.4：全国年度状态数据分析



指标（校均） 全国
全国同比增幅

（%）
“双高”校

双高同比增幅
（%）

百名学生省级技能竞赛获奖
人数

1.85 -7.5 2.31 15.5

百名学生国家级技能竞赛获
奖人数

0.61 -23.87 0.73 10.6

百名学生资格等级中级以上
证书

10.13 -12.63 13.34 -13.57

技术技能水平

2.4：全国年度状态数据分析



典型群体培训（校均）
全国

（人日）
全国同比增
长（%）

“双高”校
（人日）

“双高”校同
比增长（%）

技术技能培训服务 74295 106.89 98696 132.41

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服务 9172 257.44 6561 168.01

退役军人培训服务 1651 122.8 2206 77.33

基层社会服务人员培训服务 9938 38.49 15272 53.84

典型群体培训

2.4：全国年度状态数据分析



办学基本指标均值

2.4：全国年度状态数据分析

       “双高”校93% 的校均指标高于全国校均值，其中产教融合培养、师资建设、教学资源

建设、混合式教学改革、国际交流等类型平均指标高于全国校均值约为全国均值的3倍以上。

     “双高”校也有少数指标略低于全国均值，例如：毕业生区域就业比例、动态调整专业比

例、专业思政教师生师比、生均教学行政用房面积、生均占地面积、生均宿舍面积等。

指  标（校均） 全国
全国同比增
加（%）

“双高”校
“双高”同比
增加（%）

生均教学行政用房（平方米/生） 19.4 -1 18.75 1

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值（元/生） 11605 7 18579.4 9
生均图书（册/生） 80.59 0.3 81.53 1
.... . .



排序 专业大类 对应行业 专业名称
开设院
校数

1 63(财经商贸大类) 金融、租赁、商务服务 会计 68

2 67(教育与体育大类) 教育 商务英语 61

3 63(财经商贸大类) 金融、租赁、商务服务 市场营销 60

4 63(财经商贸大类) 金融、租赁、商务服务 物流管理 58

5 61(电子信息大类)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计算机应用技术 57

6 61(电子信息大类)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计算机网络技术 52

7 63(财经商贸大类) 金融、租赁、商务服务 工商企业管理 51

8 61(电子信息大类)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软件技术 49

9 64(旅游大类) 文化娱乐 旅游管理 42

10 61(电子信息大类)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物联网应用技术 41

       广东省
高职专业集
中度、新增
专业、各专
业本地区域
就业率等，
结合政府统
计数据。分
析专业与产
业对接情况。

2.5：广东省专业动态调整分析



    分析表明：制造业人才需求缺

口巨大；公共管理与居民服务、

建筑业人才需求紧缺；财经商贸、

旅游、文化艺术、新闻传播等专

业高职人才需求相对过剩。电子

信息大类专业设置应该往偏向于

新ICT技术、电子工业与专用设备

制造、智能网联汽车、智能制造、

机器人等先进制造业方向转型。

2.5：广东省专业动态调整分析



一、研究院简介

二、研究成果（报告、画像）

三、工作计划



全国/区域专业情况、布局结构 全国/区域高职师资结构建设 全国/区域高职人才培养情况
• 专业设置情况
• 专业大类调整情况
• 各类经费投入情况

全国/区域院校设置及发展 各院校教学资源开发及储备 各院校产教融合建设情况

• 教师企业实践时间走势
• 企业兼职教师占比走势
• 各类层次教师占比情况

• 报考原因及中高贯通培养比例
• 职业资格证书、技能证书获取情况
• 就业质量、去向情况

• 全国双高院校布局情况
• 区域院校关键数据指标情况
• 区域院校分布情况

• 教材出版情况
• 精品课程开设情况
• 多媒体教学设备、图书储备

• 实践基地、技能坚定机构建设
• 产学合作项目开展
• 企业支持兼职教师

3.1 状态数据画像

全国高职院校状态展示 广东省高职院校状态展示 高职院校状态展示



3.2 自动生成分析报告



       全国及各区域专业产业对接数据分析：通过结合全国高职状态数据及产业人才需求数据，形成

专业供需关系数据可视化，提供区域供需分析、岗位供需分析、企业供需分析、应届就业分析等。

        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状态分析：形成各高职院校专业建设状态数据大屏，支持展示包括：专业负

责人情况、专业师资建设、专业产教融合、专业实践实训基地、专业人才培养情况等专业关键数据

指标。

3.3 专业对接产业分析大屏



3.4 实时采集服务

    状态数据对接校本数据，实

时采集与自动填报相结合。

     自动抽取学校众多业务系统

的数据并向人才培养工作状态

数据库注入指定数据源，为上

层应用提供数据分析服务。

   

     数据下钻：状态数据（静态）

可以下钻到校本数据中心（动

态），查看详细数据。



一、数据分析指标选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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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
1.及时、明晰、精准的了解职业教育现状；
2.为调整优化职业教育政策提供参考。

         社会
1.了解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
2.为企业社会多元参与职业教育提供咨询。

         学校
1.结合本校实际情况和发展目标调整学校规划；
2.自我诊断与改进，激发高校内生动力与活力。

n全国高职人才培养状态数据采集
n云版采集平台技术升级
n持续优化指标体系

n全国、区域、学校画像
n专业对接产业画像
n自动统计分析

n质量评价报告
n专业动态调整报告
n数据分析报告

职业教育
大数据

数据采集

可视化

分析报告

全国职业院校人才培养工作状态数据采集与管理平台

3. 工作计划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