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研究 | EDUCATIONAL RESEARCH

054 | Copyright ©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基于组织诊断的职业院校组织机构优化路径研究
赵海静，程峥

北京劳动保障职业学院，北京  100029

DOI: 10.61369/ETR.12321

摘      要  ：   随着职业教育改革的深入推进以及产业升级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需求的不断变化，职业院校的组织架构合理性与有

效性面临着新的挑战。基于组织诊断理论，对职业院校组织机构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发现，职业院校组织机构存在

对市场需求反应迟缓、专业设置不合理，工作任务划分不符合逻辑、行政化色彩浓厚，部门协同困难、信息沟通不

畅，管理层级过多、沟通成本过高，机构臃肿、人员冗余，以及职能交叉、执行力不足等问题。对此，职业院校应紧

跟产业需求，优化专业设置；梳理工作流程，明确任务划分；细化部门职责，增强部门协同；推行层级扁平化管理，

减少管理层级；开展岗位评估，优化人力配置；明确职能边界，提高执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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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With the deepening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reform and the constantly changing demand for high-

quality technical and skilled talents due to industrial upgrading, the rationality and effectiveness of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vocational colleges are facing new challenges. Based on organizational 

diagnosis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problems of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vocational 

colleges.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vocational colleges has several issues, 

including slow response to market demand, unreasonable major settings, illogical division of work 

tasks, strong administrative characteristics, difficulty in department collaboration and poor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too many management levels and high communication costs, bloated organizations 

and redundant personnel, overlapping functions, and insufficient execution. In response, vocational 

colleges should closely follow industrial demands and optimize major settings, sort out work 

processes and clarify task divisions, refine departmental responsibilities and enhance departmental 

collaboration, implement flat management to reduce management levels, conduct job evaluations and 

optimize human resource allocation, clarify functional boundaries, and improve execution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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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职业教育在教育强国建设中占据着愈发重要的地位，职业院校作为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其组织架构的合理性和有效性直

接关系到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效率。然而，随着职业教育改革的深入以及产业升级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需求的不断变化，职业院校在发

展过程中逐渐暴露出一些深层次问题，其中组织架构方面的问题尤为突出。合理的组织架构能够提升学校的整体办学水平与竞争力，组

织诊断是通过对组织内部各个方面进行系统的分析与评估，以鉴别出组织存在的问题，并提出针对性改进建议的过程。基于组织诊断的

视角对职业院校组织架构进行优化研究，能够为职业院校解决组织架构现存问题提供针对性的策略与方案，为职业院校组织架构的研究

提供新的思路与方法，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国内对于职业院校组织机构的研究随着职业教育的发展而逐步深入。常桐善（2016年）提出，院校研究组织机构应具备“集中型”

的组织机构、行政建制、明确反映机构功能的名称、配置足够人员、拥有统管学校数据信息的权利等特征 [1]。崔发周（2021年）从高

水平专业群建设的视角出发，指出高职院校的组织机构存在的问题：包括僵化状态、整体管理水平较低、不适应新一代信息技术驱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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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职业院校组织机构现状与问题分析

（一）职业院校组织机构的现状 

为深入了解职业院校组织架构的真实状况，本研究选取了不

同地区、不同类型的多所职业院校作为样本，涵盖东部沿海经济

发达地区的高职院校，中部地区的院校，以及西部地区的院校。

这些院校在专业设置、办学规模、师资力量等方面各具特色，能

够较为全面地反映职业院校的多样性。

（二）职业院校组织机构存在的问题 

根据盖洛普 Q12问卷的调研结果，我们发现职业院校的组织

机构目前正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具体包括：

1. 对市场需求反应迟缓，专业设置调整存在滞后性

经调研发现，职业院校在专业设置调整上表现出显著的滞后

性，对接区域产业发展需求的适配度较低。一方面，部分专业设

置仅基于学校自身资源进行考量，未能与区域经济发展需求紧

密结合，导致培养出的学生与市场需求出现脱节现象 [6]。另一方

面，专业调整机制的灵活性不足，难以快速适应市场变化。市场

需求的快速变化要求职业院校及时调整专业方向、课程设置和教

学内容，但部分院校因缺乏有效的专业动态调整机制，无法及时

掌握市场需求并作出调整，导致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严重脱节。

2. 工作任务划分的逻辑性缺失，行政化主导机构设置

在职业院校的组织架构中，部门职责的划分存在不合理现

象。部分院校在进行工作任务划分时，并未充分考虑教育教学工

作的内在逻辑与规律，而是基于行政指令或管理便利性进行简单

划分。这种做法导致了教学与管理的分离，教学部门与管理部门

之间的职责边界模糊，导致部门间出现了推诿责任、互相扯皮的

现象。同时，行政化主导的机构设置模式也较为普遍。在此模式

下，职业院校的组织架构往往参照行政机关的设置，强调层级分

明、分工明确，但忽视了职业教育的特殊性。职业教育强调实践

性、应用性和灵活性，而行政化主导的机构设置则可能导致资源

的分散，沟通成本显著增加，教学活动绩效大幅下降。例如，一

些院校设置了过多的行政管理部门，导致指挥多、执行少，各管

理部门均承担任务要求，使得教学部门应接不暇，从而造成教学

一线资源配置相对不足，影响了教学质量的提升 [7]。

3. 部门间协同合作效率低下，信息沟通存在明显障碍

职业院校的教育教学活动需要院校内部门间协同配合才能顺

企业转型升级的需要，并建议高职院校内部行政组织应重点加强研究发展和质量监控部门的功能，以提升前馈控制水平 [2]。邢晖（2019

年）等通过调查发现，高职院校的组织机构设置存在缺乏科学论证、行政化倾向严重、制度建设薄弱、外部参与不足、特性不明显、组

织结构变革小、治理能力提升慢等问题，建议高职院校应加强顶层设计、设立良好的制度框架、依法治校、构建特色机构、构建扁平化

组织、多元共治、精细化管理、提升治理能力 [3]。贾东琴（2015年）对国内外大学图书馆的组织结构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比较 [4]。余涌

泉（2020年）对职业院校质量体系文件化建设和组织机构建设方面进行一些探索，分析了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5]。职业院

校与企业合作紧密，其组织架构注重企业参与及实践教学环节的设置。美国社区学院作为职业教育的重要载体，其组织架构具有高度自

治性，注重社区服务功能的发挥，组织架构围绕社区服务与职业技能培养展开。澳大利亚的 TAFE（技术与继续教育）学院采用行业主

导的模式，行业组织在学院的组织架构中占据重要地位，学院内部架构围绕行业需求进行资源配置与教学管理。

利开展。然而，目前部分职业院校在部门间协同方面面临较大困

难。部门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信息传递不畅，导致工作效率低

下。例如，教学部门与招生就业部门之间缺乏密切沟通，教学部

门在专业设置和课程调整时未能充分考虑就业市场需求，导致毕

业生面临就业难题。此外，信息交流障碍还体现在部门之间存在

信息壁垒，各部门之间缺乏信息共享的意识和机制 [8]。例如，教

务部门的教学计划、课程安排等信息未能及时传递给后勤保障等

部门，导致后勤服务工作难以与教学活动同步开展。

4. 架构层级冗余导致沟通成本增加，工作效率低下

部分职业院校的组织架构存在层级过多的问题。尽管这种多

层级的组织架构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管理的规范化和制度化，但

也带来了诸多弊端。首先，层级过多导致信息传递链条过长，信

息在传递过程中容易失真或被延误。其次，层级过多增加了沟通

成本。各部门之间需要通过多个层级进行沟通协调，耗费了大量

的时间和精力 [9]。最后，层级过多导致工作效率低下。过多的管

理层级和繁琐的管理流程使得各部门在开展工作时需要花费大量

时间进行请示汇报和协调沟通，无法快速响应教育教学需求。

5. 机构膨胀、人员冗余的现象普遍存在

部分职业院校在组织机构设置和人员配置方面存在机构臃

肿、人员冗余的问题。一方面，一些院校在追求规模效应过程

中，盲目扩大办学规模，导致机构设置过多过细，部门职能重

叠，人员配置不合理。另一方面，部分院校在人员招聘和使用过

程中缺乏科学合理的规划和管理，存在人员冗余现象 [10]。与此同

时，关键岗位或急需岗位却缺乏足够的人力支持，影响了工作的

正常开展。机构臃肿和人员冗余不仅增加了学校的管理成本，也

降低了学校的运行效率。

二、职业院校组织机构优化路径

（一）紧密对接产业需求，优化专业设置

首先，职业院校应建立完善的市场调研机制，定期对地方经

济发展趋势、产业结构调整、行业人才需求等进行深入调研，确

保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紧密结合。其次，根据调研结果，动态调

整专业方向和课程体系。对于市场需求旺盛的专业，应加大招生

规模和师资投入；对于市场需求不足或就业前景不佳的专业，应

适时调整或停办。同时，积极探索跨学科、跨专业复合型人才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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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模式，培养适应新兴产业和多元化岗位需求的高素质技术技能

人才。例如，针对当前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的发展需

求，职业院校可以开设相关专业或在现有专业中融入相关课程模

块，为学生提供前沿技术的学习机会，提升其就业竞争力 [11]。

（二）梳理工作流程，明确任务划分

优化职业院校组织机构的核心在于梳理工作流程，并明确各

部门和岗位的职责划分，避免职责不清和工作重复。首先，对现

有工作流程进行全面梳理，结合职业教育的特点和实际需求，对

工作流程进行优化和重构。其次，依据优化后的工作流程，重新

界定各部门和岗位的职责和任务，确保每个环节均有明确的责任

主体，防止出现任务推诿和职责空白的现象。同时，建立动态任

务调整机制，根据学校发展和工作需求的变化，及时调整任务划

分，确保组织机构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12]。

（三）细化部门职责，增强部门协同

部门之间的协作是职业院校高效运行的重要保障。优化组织

机构需要进一步细化部门职责，消除职责交叉和模糊地带，同时

建立有效的部门协同机制。首先，对各部门的职责进行详细梳理

和重新定义，明确各部门的核心职能、辅助职能和协同职能 [13]。

其次，建立跨部门协同工作机制，打破部门壁垒，促进信息共享

和资源整合。例如，建立信息共享平台，实现各部门数据的实时

共享和动态更新；设立跨部门项目团队，针对学校重大任务或项

目开展协同工作，提高工作效率和质量。

（四）层级扁平管理，降低沟通成本

在职业院校中，传统的多层级管理模式容易导致信息传递不

畅、决策效率低下等问题。推行层级扁平化管理是优化组织机构

的重要举措之一。首先，精简管理层级，减少不必要的中间环

节，缩短信息传递链条。例如，取消部分层级重叠的管理机构，

将一些管理职能下放至基层部门或直接与教学一线对接，确保信

息能够快速、准确地传递 [14]。其次，优化管理流程，简化审批

程序，提高决策效率。例如，建立快速审批通道，对于一些常规

性或紧急性事项，减少不必要的审批环节，确保工作能够及时推

进。同时，加强信息化建设，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提升管理

效率。

（五）开展岗位评估，优化人力配置

合理的人力资源配置是提高职业院校运行效率的重要保障。

开展岗位评估，优化人力配置，能够确保每个岗位都有合适的人

才，充分发挥人力资源的效能。首先，建立科学的岗位评估体

系，从岗位职责、工作难度、工作强度、技能要求等多个维度对

岗位进行评估，确定岗位价值和重要性。其次，根据岗位评估结

果，合理配置人力资源 [15]。同时，建立动态的人力资源调整机

制，根据学校发展和工作需求的变化，及时调整人员岗位，确保

人力资源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例如，对于一些因专业调整或

部门合并而产生的富余人员，可以通过内部转岗、培训再就业等

方式进行合理安置，避免人力资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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