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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高职“专升本”制度改革探索

杨贤超　张文福　胡九义

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温州　325024

摘　要：自 2001 年浙江省实施高职“专升本”制度以来，为地区高职学生毕业后进入本科学校学习开辟了新通道，也为地

区高职学生的成长与发展拓宽了新路径。但通过研究发现，浙江省现有高职“专升本”制度具有明显的“二次高考”偏向，

在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促进学生职业发展、服务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存在诸多弊端。基于此背景，分别从高职“专升本”

考试制度、选拔制度、招生制度及招考权责制度等方面对浙江省高职“专升本”制度改革进行探索，尝试解决现有高职“专

升本”制度的弊端问题，以完善和优化浙江省高职“专升本”制度，建立健全地区职业教育考试制度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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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 年，为了全面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

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文件精神，浙江省

结合本省特点出台了《浙江省选拔高职高专毕业生进入本科

学习的实施细则方案》即所谓的浙江省高职“专升本”制度

方案。作为地区本科学校选拔人才，高职院校提升人才培养

质量的重要制度——浙江省高职“专升本”制度，为地区高

职院校学生毕业后进入本科学校学习深造开辟了新通道，为

学生的成长与发展拓宽了新路径。但通过研究发现，浙江省

现有的高职“专升本”制度，不管从考试科目、考试内容还

是招生录取形式等方面，具有明显的“二次高考”偏向，在

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促进学生职业发展、服务地区社会经济

发展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弊端。因此，对浙江省现有的高职“专

升本”制度进行改革势在必行。本文分别从高职“专升本”

考试制度、选拔制度、招生制度及招考权责制度等方面对浙

江省高职“专升本”制度改革进行探索，尝试解决现有高职

“专升本”制度的弊端问题，以完善和优化浙江省高职“专

升本”制度，建立健全地区职业教育考试制度体系，赋能地

区人才培养、学生职业发展及社会经济发展。

1. 文献回顾与评述

高职“专升本”制度事关广大高职学生的成长与发展，

事关我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及现代职业教育考试制度体

系的完善。因此，关于高职“专升本”制度改革方面的问题

探索与研究一直是学界和教育界关注的领域。

1.1 国内研究现状

通过相关文献的梳理与分析获知，目前国内学者关于

高职“专升本”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专升本”考试内容

与模式、“专升本”选拔机制与模式以及“专升本”考试现

状与改革等方面。

①“专升本”考试内容与模式研究

一些学者指出目前高职“专升本”考试内容主要以文

化课（语、数、外）等为主，具有明显的“二次高考”偏向，

考试模式也主要采用“一考定乾坤”的单一考试模式（陈良

和，2006；单敏，2007）[1][2]；有些学者通过对不同省份“专

升本”考试内容与模式比较研究后指出，绝大多数省份的

“专升本”考试主要还是以笔试为主，个别省份如山东、陕

西等少数省份“专升本”考试须要进行职业技能测试，考核

模式上也都是采用单一的考试模式，其考试内容和模式与职

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相去甚远（梁栋材，2002；苟顺明，

2012）[3][4]。

②“专升本”选拔机制与模式研究

当前“专升本”选拔机制主要有“推举制”“考录制”“选

拔制”和“注册升学制”等（王福建，2013）[5]；“专升本”

选拔模式主要有三种：一是统考模式即考试科目与内容实行

统一命题、统一考试，考试结束考生填报志愿，投档录取。

如山东、福建、陕西、浙江等省份就实行这种模式；二是自

主选拔模式即各招生院校自行组织专升本命题、考试、录取。

如湖北、湖南、广西等省份多采用这种模式；三是“统考 +

自主”模式即部分考试科目与内容实行统一命题、统一考试，

另一部分考试科目与内容由招生学校自主命题与考核。如北

京、广东等地区实行此模式（杜小红，2010；王飞，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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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胡良，2018）[6][7][8]。

③“专升本”考试现状与探索研究

针对当前“专升本”考试存在的考试内容偏颇、考试

形式单一、升本考试与专科教育脱节及招生主体错位等问

题，部分学者从“考试内容与方式、专本校合作、选拔机制

及招生权”等方面提出了改革探索（鲁武霞，2011；苟顺明，

2012）[9][4]；针对“专升本”考试存在的招生院校参与度不高、

不同专业冷热不均、考试命题模式单一等问题，有学者提出

了可以从“改革选拔模式、探索多种选拔方式及编制不同专

业招考计划”等层面进行改革与探索（张令峰，2017；刘胡

良，2018）[10][8]。

1.2 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在职业教育层面没有所谓的“专升本”概念，他

们更多是把职业教育融入到了“终身教育、继续教育”里面。

如美国的社区学院实行的“2+2”专本衔接升学模式、其自

然分流机制以及实行的弹性学时和学分制度，为学生学历提

升及“终身学习”提供了条件（Katherine Boswell，2004；

Marthew Bigg，2005）[11][12]；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紧跟

社会需要制定课程安排，采用互通式的各类教育形式，为学

生能够根据自己现实的需要，灵活、公平的选择自己需要的

教育类型创造了条件（弗斯 .F. 范富格特，2007）[13]。

纵观上述研究，发现已有研究存在两点不足：一是国

内学者更多的是从理论层面提出现有“专升本”在考试模式、

考试内容及选拔机制等方面存在的制度缺陷与不足，但并没

有给出具体的改革对策与方案；二是国外学者只是结合具体

国家的职业教育体系现状提出了有关“学分制、分流制、互

通制”等具体实践做法，没有考虑不同国家的具体国情与现

实情况，所以国外“专升本”的实践做法仅供参考与借鉴，

决不能照搬照抄。本文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立足于浙江

省地区，结合浙江省高职“专升本”制度实施的现状，并针

对性的提出高职“专升本”制度改革探索方向，为地区政府

部门推进高职“专升本”制度改革提供参考与借鉴。

2. 浙江省高职“专升本”制度现状分析

本文参照《浙江省 2025 年选拔高职高专毕业生进入本

科学习实施细则》（以下简称细则）和《浙江省 2025 年退

役大学生士兵免试专升本招生工作实施办法》（以下简称办

法）中的相关内容，从“考试制度、选拔制度、招生制度及

招考权责制度”等方面对浙江省高职“专升本”制度实施现

状进行综合分析。

2.1 “专升本”考试制度方面

“专升本”考试制度主要包含：考试科目、考试内容

及考试模式。在考试科目上是英语必考，语文和数学二者选

其一，只有艺术、体育类专业经浙江省教育考试院同意，可

由招生高校组织专业加试，并在“专升本”报名工作开始前

完成；在考试内容上是以文化课（语、数、英）为主 , 且考

试内容与所学专业知识联系不大 , 对职业技能的要求基本没

有；在考试模式方面实行的是“统考模式”即浙江省教育考

试院统一命题、统一考试（闭卷），职业院校和招生高校基

本上不参与。从中可以看出，目前浙江省高职“专升本”的

考试制度存在明显缺陷即“专升本”考试科目、考试内容及

考试模式等方面都与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要求与目标相去甚

远，严重违背了职业教育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初衷。

2.2 “专升本”选拔制度方面

目前，浙江省高职“专升本”的选拔制度主要有“考录制”

和“免考制”两种。“考录制”即考生（免试大学生退役士

兵除外）必须参加省“专升本”统一考试（闭卷），填报志愿，

统一录取，这也是浙江省高职“专升本”主要的选拔制度；“免

考制”选拔制度主要针对的是符合条件的退役大学生士兵，

普通类考生不能“享受”。同时，以上两种选拔制度中都没

有报考比例的限制，容易造成考生盲目的陷入“专升本”备

考之中，在“专升本”选拔制度方面具有明显的“二次高考”

偏向（王飞，2014）[7]。从中可以看出，目前浙江省高职“专

升本”的选拔制度存在明显的“单一性”弊端，这种“单一

性”很大程度上影响了高职学生专科阶段的专业学习及未来

的“职业”发展。

2.3 “专升本”招生制度方面

通过对全国多数省份“专升本”制度文本的梳理与比

较研究发现，目前多数省份高职“专升本”的招生范围主要

面向应届高职毕业生（退役大学生士兵除外），浙江省也不

例外，其招生对象也主要是应届高职毕业生（退役大学生士

兵除外）。

从考试性质角度分析，“专升本”考试与“普通”高

考性质是一致的，都是一种学历提升的考试制度。在招生范

围方面，“普通”高考招生并没有限制必须是应届高中毕业

生或同等学历的毕业生，而“专升本”招生范围恰恰限制必

须是应届高职毕业生。从中可以看出，目前浙江省高职“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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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本”的考试机会存在明显的机会“唯一性”弊端，这种“唯

一性”既不合理也不科学，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高职学生的成

长与发展。

2.4 “专升本”招考权责制度方面

经前期调研发现，目前全国大部分省份的“专升本”考

试的命题权、考试权等依然掌握在省或市教育考试主管部门

那里，只有少数省市如上海、湖南、甘肃、北京等是由招生

高校自主命题和考核，其他绝大多数省份包括浙江省在内，

“专升本”考试的命题、考试都是由当地的省教育考试院决

定的。从中可以看出，目前浙江省高职“专升本”的招考权

责制度错位的，这种错位制度严重影响了高职院校人才培养

与专业的高质量发展。

3. 高职“专升本”制度改革的他山之石

《诗经·小雅·鹤鸣》中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目前全国各省或市在高职“专升本”制度方面可以说是千差

万别又各有其优势。因此在高职“专升本”制度改革探索上，

浙江省可以借鉴一下其他省或市在高职“专升本”制度改革

方面的先进经验与做法，为本省高职“专升本”相关制度改

革提供借鉴与参考。

在高职“专升本”考试制度改革方面。可以借鉴山东，

福建、辽宁等省份的实践探索。如山东省“专升本”考试科

目是 4 门即“2 门公共课 +2 门专业课”；福建省“专升本”

考试科目是 3 门即“2 门公共课 +1 门专业课”，而且考核

内容也不是以文化课为主，而是“文化课 + 专业课”的双

重知识内容体系；在考试模式上，辽宁省的实践做法值得借

鉴，在“专升本”考试模式上弱化了“一考定乾坤”（笔考）

弊端，在笔考的基础上还必须进行相关技能测试。

在高职“专升本”选拔制度改革方面。可以借鉴北京、

四川、山东等地区的改革实践。如北京、四川、山东等地

“专升本”采用的是“推荐制”即由生源地高职院校推荐一

定比例的高职毕业生报考，其中北京、四川等地区规定生源

地高职院校推荐的考生比例不超过当年毕业生的 15%；山

东省的“专升本”政策规定同专业同年级综合素质测评在前

40% 的学生才有资格参加“专升本”考试。

在高职“专升本”招生制度改革方面。可以借鉴广东、

辽宁、江苏等地区的实践模式。如广东、辽宁等地“专升本”

招生对象不限制应届高职毕业生即具有当地户籍的往届毕

业生也可以参加“专升本”考试；江苏地区“专升本”招生

政策更加灵活多样，招生范围不仅仅是应届高职毕业生，如

果高职院校学生参加省级（一类）技能竞赛荣获“一等奖”

或参加国家级（一类）技能竞赛荣获“二等奖”以上，可以“保

本”到相应的本科院校继续学习。

在高职“专升本”招考权责制度改革方面。可以借鉴

湖北、湖南等地区的实践做法。如湖北省“专升本”招考完

全由招生院校自行组织命题、考试与录取，当地教育考试主

管部门不参与，招生院校在“专升本”方面拥有自主权；湖

南省则在招生院校自主选拔的基础上，更加强化了生源地高

职院校的推荐作用即招生的本科学校与生源地高职院校建

立长期合作关系，每年生源地高职院校会推荐其当年高职应

届毕业生的 20% 参加合作本科院校的“专升本”选拔考试。

4. 浙江省高职“专升本”制度改革的思考与建议

综合上述对浙江省高职“专升本”制度现状分析以及

在借鉴其他省或市高职“专升本”制度改革实践与做法的基

础上，结合浙江省的省情特点，提出了以下几点思考与建议。

4.1 探索适合高职教育类型特征的“理论 + 技能”并重

的“专升本”考试制度

高职“专升本”招考的对象是高职毕业生，这些学生

都来自于高等职业院校，而高等职业院校是为社会培养与输

送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基地。高职“专升本”的初衷是

通过“专升本”考试制度选拔出具备扎实理论基础和良好职

业技能的高职毕业生，为他们提供更高层次的学习深造机

会，以培养综合素质与能力较高的技术技能型人才，适应社

会经济发展对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的需求，赋能社会经

济发展。所谓“理论 + 技能”并重的“专升本”考试制度，

就是在“专升本”考试科目、考试内容及考核模式等方面结

合高职教育的类型特征。具体措施包括：考试内容上实行“基

础理论知识 + 专业知识”并重；考试科目上实行“文化课 +

专业课”并重；考试模式上实行“笔考 + 技能测试”并重。

让高职“专升本”考试制度真正成为全面评估招考学生的综

合素质和职业能力，确保选拔出来的学生能够适应本科阶段

的学习并具备未来职业发展的潜力的制度保障。因此，构建

适合高职教育类型特征的“理论 + 技能”并重的“专升本”

考试制度，是浙江省高职“专升本”制度改革的必由之路。

4.2 探索多元选拔方式并用的“专升本”选拔制度

目前，浙江省高职“专升本”的选拔制度主要是“考

录制”（退役大学生士兵除外）。依据上述分析可知，这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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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拔制度存在“一考定乾坤”单一性弊端，一定程度上限制

了浙江省高职“专升本”选拔机制的灵活性，也不利于高职

毕业生的成长与未来职业发展，更不适应社会对人才多样化

的需求。在高职“专升本”选拔制度改革方面，浙江省可以

借鉴山东、四川、江苏等地区在“专升本”选拔制度改革实

践方面的做法。具体措施包括：在“考录制”“免试制”的

基础上，结合高职毕业生的自身优势，如对于专业综合成绩

优良、综合素质评价为“优秀”的学生，可以采用“推荐制”

即向合作的本科招生学校直接推荐入学，可以不用参加统一

“专升本”考试；对于在省级以上专业技能竞赛（一类赛）

中荣获“二等奖”以上的学生，可以采用“保本制”即直接“保

送”这些学生到合作的本科学校进行深造学习等。让高职“专

升本”选拔制度真正成为为社会发展选拔多样化人才的制度

保障。因此，构建多元选拔方式并用的“专升本”选拔制度，

是浙江省高职“专升本”制度改革的重要举措。

4.3 探索面向往届毕业生的“专升本”招生制度

“专升本”考试制度和“普通”高考本质是一致的，都

属于人才选拔与学历提升的考试制度，就其招生对象而言两

者之间的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普通”高考招生对象是应往

届高中毕业生或同等学历的毕业生，而目前浙江省高职“专

升本”招生对象仅限于应届高职毕业生（退役大学生士兵除

外）。“专升本”理应成为高职生提升学历层次、乃至终身

学习与未来职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但依据上述分析可知，这

种“专升本”招生制度存在着明显的机会“唯一性”弊端，

很大程度上阻碍了高职学生的成长与发展。在高职“专升本”

招生制度改革方面，浙江省应该多借鉴和学习广东省、辽宁

省等地区的实践做法。具体措施包括：适当扩大“专升本”

招生范围即属于浙江省户籍的往届毕业生可以报考高职“专

升本”；适当延长高职“专升本”报考年限即高职毕业 2 年

内的往届生可以报考高职“专升本”；毕业超过 2 年（不超

过 5 年）的高职学生，如果在工作单位连续 3 年评为“先进

工作者”称号的凭单位证明也可以高职“专升本”。其目的

就是为更多的、优秀的高职毕业生提供继续深造学习、成长

与发展机会。因此，构建面向往届毕业生的“专升本”招生

制度，是浙江省高职“专升本”制度改革的重要方向。

4.4 探索扩大招生院校自主权的“专升本”招考权责制度

招生学校即本科院校是“专升本”招生和培养的主体，

理应在“专升本”招考方面拥有一定的自主权和参与权。然

而现实情况却是只有少数省或市高职“专升本”是由招生学

校自主命题和考核的，其他绝大多数省份包括浙江省在内，

目前高职“专升本”的考试命题、考试组织、录取都是由当

地省考试院决定的，招生学校没有参与，也没有自主权。依

据上述分析可知，这种高职“专升本”招考权责制度是严重

错位的招考制度，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招生学校人才培养与专

业发展。在高职“专升本”招考权责制度改革方面，浙江省

应该借鉴和参考上海、北京、湖南等省市的经验做法。具体

措施包括：考试科目、考试内容、考试命题、考试组织由招

生本科院校自主组织，当地省市考试主管部门主要负责监督

和管理；或者基础理论知识与相关文化课（语、数、外）考

试命题由省市考试主管部门负责命题、考试等，专业技能知

识与技能测试相关考试命题由招生学校进行命题、组织考试

等。其目的就是把更多的“专升本”招考自主权还给招生学

校，让高职“专升本”真正的成为招生学校“选拔人才”，

成为高职学生成长和发展的重要渠道。同时也要建立健全

“专升本”招考方面的监督机制和信息公开机制，加强对招

生学校在“专升本”招考方面的监督与管理。因此，构建扩

大招生院校自主权的“专升本”招考权责制度，是浙江省高

职“专升本”制度改革的重要趋势。

5. 结论

综述所述，本文通过对浙江省现有高职“专升本”制

度现状的分析发现，浙江省现有高职“专升本”在考试制度、

选拔制度、招生制度及招考权责制度等方面存在着不科学、

不合理的弊端与不足。在借鉴其他省份高职“专升本”制度

改革方面的经验借鉴的基础上，从构建适合高职教育类型特

征的“理论 + 技能”并重的“专升本”考试制度、多元选

拔方式并用的“专升本”选拔制度、面向往届毕业生的“专

升本”招生制度、扩大招生院校自主权的“专升本”招考权

责制度等层面提出了改革建议，以此完善和优化浙江省高职

“专升本”制度，建立健全地区职业教育考试制度体系，赋

能人才培养、学生成长与职业发展及社会经济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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