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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教职成发〔2023〕2 号

重 庆 市 教 育 委 员 会
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重 庆 市 财 政 局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关于印发《重庆市职业学校办学条件达标工作
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区县（自治县）教委（教育局、公共服务局）、发展改革委、

财政局、人力社保局、住房和城乡建委，各职业学校：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落实全国、全市职业

教育大会精神，进一步优化职业教育布局结构，全面改善职业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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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办学条件，提高办学质量、提升办学形象，根据教育部等五部

门《关于印发<职业学校办学条件达标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教

职成〔2022〕5 号）要求，结合我市实际，制定了《重庆市职业

学校办学条件达标工作实施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

落实。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 重庆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重庆市财政局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重庆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

2023 年 4 月 1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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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职业学校办学条件达标工作
实施方案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动现

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等文件精神，进一

步优化职业教育布局结构，全面改善职业学校（含技工学校，下

同）办学条件，按照《教育部等五部门关于印发<职业学校办学条

件达标工程实施方案>的通知》（教职成〔2022〕5 号）要求，结

合我市实际，特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

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优化职业学校布局结构，压实办学主体责任，加大制度创

新、政策供给，持续加强学校基础能力建设，提高办学育人水平，

切实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办好人民满意的职业教育。

（二）基本原则

1.强化统筹，明确责任。市、区县、学校三级联动，加强督

促指导和过程监测，压实学校举办者主体责任，强化协同配合，

提高工作效率，保质保量落实目标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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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科学规划，分类推进。对标国家设置标准，注重整体达标

调度监测，充分考虑不同区域不同类型学校实际，科学制定达标

计划和实施方案，分步实施、分类推进。

3.优化存量，做优增量。推进职业教育资源整合、共建共享，

落实新增教育资源向职业教育倾斜政策，整体提高职业学校办学

实力和水平。

4.固基提质，重点突破。以服务教学为中心，硬件建设与内

涵建设并重，聚焦土地、校舍、教师、设备等关键要素，优先补

齐短板，提高资源投入产出效益。

（三）总体目标

通过科学规划、合理调整，持续加大政策供给，使职业学校

布局结构进一步优化，办学条件显著提升，师资队伍水平整体提

高，职业教育办学质量和吸引力明显增强。到 2023 年底，办学条

件全部达标的职业学校比例力争达到 80%以上，到 2025 年底力争

达到 90%以上。

二、达标学校范围

（一）中职达标学校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或者有关部门按照规定权限审批设立

招收全日制学生并具有实际办学行为的中等职业学校（在“中等

职业学校学生管理信息系统”中具有招生资格，技工学校在全国

技工院校信息管理系统中具有招生资格），不包括附设中职学校

和 2022 年（含）以后新设学校。

（二）高职达标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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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门审批并备案的高职（专科）学校，不包括职业本科

学校和 2022 年（含）以后新设的高职（专科）学校。

三、工作安排

（一）整合资源优化布局。有关市级部门、各区县要对办学

质量差、社会不认可、各项指标严重不达标的学校要依法进行合

并或终止办学。对拟集团化办学学校，须在校园、校舍、师资、

仪器设备等方面开展实质性共建共享，并整体考核办学条件。对

拟合并学校，须根据规定程序和要求，及时审批备案。对拟终止

办学的学校，及时撤销组织机构，并妥善做好师生安置工作。

（二）加强职业学校基础设施建设。对于拟保留学校，有关

市级部门、各区县要实行“一校一策”，分类制定办学条件补齐

方案。在制定教育用地规划时向职业教育倾斜，在用地指标达标

的前提下大力加强职业学校基础设施建设，简化职业学校新建、

改扩建增容建设项目审批程序，支持职业学校快速补齐土地、校

舍缺口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对于中等职业学校的校园占地和校

舍建筑，学校独立产权部分应占一定比例，确需租赁的，应与学

校办学规划相匹配。学校举办者要加大投入，加强职业学校基础

设施建设，全面消除危房，落实学校校舍、教室和实验（实训）

室标准化建设。职业学校要按照国家、地方相关标准，科学制定

和落实学校事业发展规划，确保基础设施与办学规模相适应。

（三）改善职业学校教学条件。有关市级部门、各区县要加

强教育相关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汇聚各方资源新建一批集实习实

训、社会培训、技术服务于一体的高水平专业化产教融合实训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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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跨区域产教融合共同体、开放型区域产教融合实践中心。鼓

励企业以设备捐赠、场所共享等方式支持和参与举办职业教育，

并在企业落实社会责任报告中反映有关投入情况，受赠设备应按

要求纳入学校资产管理、计入事业统计数据。产教融合型企业享

受组合式激励政策可适当与企业相关投入挂钩。职业学校要配齐

配足图书、教学用计算机、实习实训设施等，加快设备更新和管

理，及时将新工艺、新技术、新设备引入教学，提高校内实习实

训基地利用率。在满足学校基本办学条件的基础上，要对照有关

标准和教学条件的基本要求，进一步改善专业教学条件。

（四）优化职业学校师资队伍建设。有关市级部门、各区县

要按照职业学校师资配备标准，盘活用好事业编制资源，优先支

持职业教育。在选人用人上进一步扩大职业学校自主权，在教师

招聘、教师待遇、职称评聘等方面，允许学校自主设置岗位，自

主确定用人计划，自主确定招考标准、内容和程序。通过“编制

周转池”“固定岗+流动岗”“设置特聘岗位”等方式，吸引优秀

人才从事职业教育工作，推动企业工程技术人员、高技能人才与

职业学校教师双向流动。

（五）多渠道筹措办学经费。有关市级部门、各区县要努力

补齐办学条件缺口，优化整合存量资源，共享共用公共教育资源，

将符合条件的职业教育项目纳入地方政府专项债券、预算内投资、

外国政府贷款、国际金融组织贷款等支持范围，加快推进职业学

校办学条件达标。鼓励探索社会力量多元投入机制，建立健全职

业学校股份制、混合所有制办学等相关制度。在不新增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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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性债务的前提下，支持职业学校利用经营收入与金融机构开展

信贷业务合作，吸引更多社会资金流向职业教育，用于改善办学

条件。加大职业教育财政投入，教育资金增量向职业教育倾斜。

四、工作要求

（一）组建工作专班

组建由市政府分管副市长任组长，市政府副秘书长、市教委

主要负责人任副组长，市发展改革委、市财政局、市人力社保局、

市住房城乡建委为成员的职业学校办学条件达标工作专班，统筹

推进职业学校办学条件达标工作。达标专班办公室设在市教委，

市教委主要负责人兼任办公室主任，相关市级部门分管负责人兼

任办公室副主任。市人力社保局牵头成立全市技工学校办学条件

达标专项工作小组，统筹做好技工学校办学条件达标工作。

（二）制定达标计划

各区县教委会同人力社保局、各高职学校对照《重庆市职业

学校办学条件重点监测指标》（见附件 1），按照“一区一策”

“一校一策”原则，研究制定本地区或本校达标工作具体实施方

案并报市教委、市人力社保局备案，全面开展职业学校办学条件

达标工作。通过中等职业学校管理信息系统、全国技工院校信息

管理系统、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状态数据采集与管理平台，及时更

新办学条件有关数据，确保按期达到办学条件达标标准。其中，

国家和市级示范中职学校、市级高水平中职学校、市级“双优”

建设项目学校，国家和市级骨干高职学校、示范高职学校、优质

高职学校和“双高”建设项目学校须于 2023 年前达到对应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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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学校须于 2025 年前达到对应标准（见附件 2）。目前已达标

的职业学校要持续提升办学条件，保持达标标准。

（三）制定配套政策

有关市级部门、各区县要对照《重庆市职业学校办学条件重

点监测指标》，出台职业学校办学条件改善专项支持政策，有效

配置土地、资金、编制等公共资源，为实现职业学校办学条件达

标提供政策保障。

（四）强化考核激励

建立职业学校办学条件达标评估工作机制，采取专项督查、

实地检查、适时抽查等方式，对已达标职业学校进行验收复核，

确保真达标。将职业学校办学条件达标相关指标纳入市对区经济

社会发展业绩考核、各区县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职业教

育改革成效明显区县激励考核、市属高校事业发展考核的重要内

容。自 2023 年起，将职业学校办学条件达标情况作为各级各类项

目申报的重要依据，到 2025 年底仍不能达标的学校，将采取调减

招生计划、限制项目申报、调整资金分配等措施。

联系人：伏建平（市教委职成教处），63631160

龙海涛（市人力社保局职业能力建设处），88633917

附件：1.重庆市职业学校办学条件重点监测指标

2.重庆市职业学校办学条件达标年度安排（2022—2025年）

3.重庆市职业学校办学条件达标计划安排表



- 9 -

附件 1

重庆市职业学校办学条件重点监测指标

一、中等职业学校

（一）达标指标标准

学校类别

校园建设（平方米） 教师配备 仪器设备 图书配备

校园占地

面积

生均用

地面积
校舍建筑面积

生均校舍

建筑面积

专任教师

（人、：）

师生比

（：）

兼职教师

（%）

仪器设备总

值（万元）

生均仪器设

备值（元）

生均图书

（册/生）

一般类中职学校（职教中

心、职业高中、普通中专）
≥40000 ≥33 ≥24000 ≥20 ≥60

达到

1：20
≥1/4 ≥300 ≥2500 ≥30

技工学校 ≥30000 --- ≥18000 ≥20 --- ≥1：20 ≤1/3 ≥300 -- --
高级技工学校 ≥66000 --- ≥50000 --- --- ≥1：20 ≤1/3 ≥1500 -- --
技师学院 ≥100000 --- ≥80000 --- --- ≥1：18 ≤1/3 ≥4000 -- --

体育类中职学校 ≥30000 ≥45
教学训练用房

≥25000
≥24

专职教师按

班级
1:2.5-1:3

--- --- ≥2500 ≥30

艺术类中职学校 ≥20000 --- ≥15000 ≥30 ≥60 ≥1：20 --- ≥300 ≥2500 ≥30

特殊教育类中职学校 ≥20000 ≥80 ≥10000 ≥35
教学班:教职

工≥1:5
--- --- --- --- ≥30

边远脱贫地区中职学校 ≥18000 ≥30 ≥20000 ≥18 ≥60 ≥1：20 ≤1/4 ≥300 ≥2000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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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达标指标释义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计算公式 注释说明

1 校园占地面积 平方米

学校产权校园占地面

积+非学校产权独立

使用校园占地面积

1.学校产权校园占地面积：是指学校具有国家颁发的土地使用权证所占用的土地面积。

2.非学校产权独立使用校园占地面积：是指学校独立使用，使用年限在 1年以上的不属于学校产权

的校园占地面积。

3.以上均不含教职工宿舍和相对独立的附属机构。

2 生均用地面积 平方米/生 校园占地面积/在校生

数
学校校园占地总面积与在籍学生总数的比值。

3 校舍建筑面积 平方米

学校产权校舍建筑面

积+非学校产权独立

使用校舍建筑面积

1.学校产权校舍建筑面积：是指学校拥有产权，已交付使用的校舍建筑面积。

2.非学校产权独立使用校舍建筑面积：是指学校独立使用的不属于学校产权的校舍建筑面积。

3.以上均不含教职工宿舍和相对独立的附属机构。

4 生均校舍建筑

面积
平方米/生 校舍建筑面积/在校生数 学校校舍总建筑面积与在籍学生总数的比值。

5 专任教师数 人 专任教师数 专任教师：是指在学校专职从事教学工作的人员。

6 师生比 —— 折合教师数/在校生数

1.折合教师数=专任教师数+校外教师数*0.5+行业导师数*0.5+外籍教师数。

2.校外教师：是指聘请外校或外单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教师资格条例》规定的中等

职业学校、高等教育学校教师资格，聘期在 1学期以上，从事教学工作的人员。包括其他学校退休教师

和本校退休教师。

3.行业导师：是指学校按照聘用流程，聘请的校外行业、企事业单位、科研机构等无教师资格证但

参与协助教学工作的高技能人才，聘期为 1学期及以上。

4.外籍教师：是指由学校聘任、取得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和工作类居留证件、在学校从事教育教学

工作的外籍人员。

5.聘请校外教师和行业导师经折算后计入教师总数，原则上聘请校外教师和行业导师总数不超过专

任教师总数的 1/4。

7 仪器设备值 万元 教学、实习仪器设备值 教学、实习仪器设备值: 是指学校固定资产中用于教学、实验、实习等仪器设备的资产值。

8 生均仪器设备值 元/生 教学、实习仪器设备值

/在校生数
学校教学、实习仪器设备总值与在籍学生总数的比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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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计算公式 注释说明

9 生均图书 册/生 图书册数/在校生数

1.图书：参照高等职业学校指标释义，包括纸质图书和数字资源。

2.纸质图书：是指学校图书馆及资料室拥有的正式出版的纸质书籍。

3.数字资源：是指电子图书（包括与图书类似的出版物，如研究报告、会议论文集、标准等）、电

子期刊（包括与期刊类似的连续出版物）、学位论文（包括本校原生的和付费购买的学位论文）及音视

频（包括自建的和付费购买的音视频资料），试用的数字资源和免费使用的数字资源及随纸本书刊所配

的光盘以及非书资料等不作为数字资源计量。

4.数字资源折合后计入图书资源总量，且所占比例最高不超过图书资源总量的 40%。

附 在校生数 人
中职学历教育在校生

数

在校生数：是指注册全日制与非全日制中职学籍，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在校学习的学生数，包含进行

岗位实习、尚未毕业的学生。

二、高职专科学校

（一）达标指标标准

学校类别
生师比

（：）

具有研究生学位教师占专任教师

的比例（%）

生均教学行政用房

（平方米/生）

生均教学科研仪器设

备值（元/生）

生均图书

（册/生）

综合、师范、民族院校 ≤18：1 ≥15 ≥14 ≥4000 ≥80
工科、农、林院校 ≤18：1 ≥15 ≥16 ≥4000 ≥60
医学院校 ≤16：1 ≥15 ≥16 ≥4000 ≥60
语文、财经、政法院校 ≤18：1 ≥15 ≥9 ≥3000 ≥80
体育院校 ≤13：1 ≥15 ≥22 ≥3000 ≥50
艺术院校 ≤13：1 ≥15 ≥18 ≥3000 ≥60

（二）达标指标释义
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计算公式 注释说明

1 生师比 —— 折合学生数/折合教师数

1.折合学生数=高职（专科）在校生数+专科留学生在校生数+普通预科生注册生数+成
人脱产在校生+成人业余在校生数*0.3+成人函授在校生数*0.1+附设中职班在校生*0.75。

2.折合教师数=专任教师数+校外教师数*0.5+行业导师*0.5+外籍教师。

3.专任教师：是指在学校专职从事教学工作的人员。

4.校外教师：是指聘请外校或外单位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教师资格条例》

规定的高等教育学校教师资格，聘期在一学期以上，从事教学工作的人员。包括其他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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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指标名称 单位 计算公式 注释说明

退休教师和本校退休教师。

5.行业导师：是指学校按照聘用流程，聘请的校外行业、企事业单位、科研机构等无

教师资格证但参与协助教学工作的高技能人才，聘期为 1学期及以上。

6.外籍教师：是指由学校聘任、取得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和工作类居留证件、在学校

从事教育教学工作的外籍人员。

7.聘请校外教师和行业导师经折算后计入教师总数，原则上聘请校外教师和行业导师

总数不超过专任教师总数的四分之一。

2
具有研究生学

位教师占专任

教师的比例

% 具有研究生学位专任教师

数/专任教师数
具有研究生学位的专任教师总数与专任教师的比值。

3 生均教学行政

用房面积
平方米/生

（教学科研及辅助用房面

积+行政用房面积）/全日

制学生数

1.教学科研及辅助用房：包括教室、图书馆、实验室、实习场所、专用科研用房、体

育馆、会堂等。

2.行政用房：包括校行政办公用房和学院办公用房。校行政办公用房包括校级党政办

公室、会议室、校史室、档案室、文印室、广播室、接待室、网络中心、财务结算中心。

3.全日制学生数：普通专科（高职）在校生数+留学生专科在校生数+预科生数+进修

生数+成人脱产班学生数+本校中职在校生数。

4 生均教学科研

仪器设备值
元/生 教学科研仪器设备资产总

值/全日制学生数

教学科研仪器设备：使用学校预算经费、科研经费、基建经费、校内部门自筹经费购

买或接受捐赠的耐用时间在一年以上，单价 1000元以上的教学、科研仪器设备，均应纳

入仪器设备管理范围。主要包括学校固定资产中用于教学、科研、实验、实习等仪器设备

的资产值。

5 生均图书 册/生 图书册数/折合学生数

1.图书：包括纸质图书和数字资源。

2.纸质图书：是指学校图书馆及资料室拥有的正式出版的纸质书籍。

3.数字资源：是指电子图书（包括与图书类似的出版物，如研究报告、会议论文集、

标准等）、电子期刊（包括与期刊类似的连续出版物）、学位论文（包括本校原生的和付

费购买的学位论文）及音视频（包括自建的和付费购买的音视频资料），试用的数字资源

和免费使用的数字资源及随纸本书刊所配的光盘以及非书资料等不作为数字资源计量。

4.数字资源折合后计入图书资源总量，且所占比例最高不超过图书资源总量的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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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重庆市职业学校办学条件达标年度安排表
（2022—2025 年）

一、中等职业学校

（一）2023 年前计划达标中职学校（69 所）

序

号
学校名称 序号 学校名称

1 重庆市万州职业教育中心 2 重庆市开州区职业教育中心

3 重庆市三峡水利电力学校 4 重庆市开州区巨龙中等职业技术学校

5 重庆市涪陵区职业教育中心 6 重庆市梁平职业教育中心

7 重庆市医药卫生学校 8 重庆市武隆区职业教育中心

9 重庆市工业学校 10 重庆市永川职业教育中心

11 重庆市荣昌区职业教育中心 12 重庆市渝东卫生学校

13 重庆市渝中职业教育中心 14 重庆市垫江县职业教育中心

15 重庆市商务学校 16 重庆市忠县职业教育中心

17 重庆市旅游学校 18 重庆市云阳职业教育中心

19 重庆市两江职业教育中心 20 重庆市奉节职业教育中心

21 重庆市女子职业高级中学 22 重庆市农业机械化学校

23 重庆市立信职业教育中心 24 重庆市巫溪县职业教育中心

25 重庆市工艺美术学校 26 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职业教育中心

27 重庆市璧山职业教育中心 28 重庆市医药经贸学校

29 重庆市九龙坡职业教育中心 30 重庆市酉阳职业教育中心

31 重庆市龙门浩职业中学校 32 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职业教育中心

33 重庆市北碚职业教育中心 34 重庆市涪陵信息技术学校

35 重庆市轻工业学校 36 重庆艺术学校

37 四川仪表工业学校 38 重庆市涪陵创新计算机学校

39 重庆市医科学校 40 重庆市城口县职业教育中心

41 重庆市育才职业教育中心 42 重庆市茂森中等职业学校

43 重庆市大足职业教育中心 44 重庆光华女子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45 重庆财政学校 46 重庆市南丁卫生职业学校

47 重庆市万州现代信息工程学校 48 重庆市护士学校

49 重庆工业管理职业学校 50 重庆市体育运动学校

51 重庆市巴南职业教育中心 52 重庆市蜀都职业技术学校

53 重庆市黔江区民族职业教育中心 54 重庆人文艺术职业学校

55 重庆市医药学校 56 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职业教育中心

57 重庆市铜梁职业教育中心 58 重庆市巫山县职业教育中心

59 重庆市农业学校 60 重庆市潼南职业教育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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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重庆市綦江职业教育中心 62 重庆市丰都县职业教育中心

63 重庆市万盛职业教育中心 64 重庆市经贸中等专业学校

65 重庆市涪陵第一职业中学校 66 重庆市南川隆化职业中学校

67 重庆市渝北职业教育中心 68 重庆工商学校

69 重庆市江南职业学校

（二）2023 年前计划达标技工学校（27 所）

序号 学校名称 序号 学校名称

1
重庆铁路运输高级技工学校

（重庆铁路运输技师学院）
2 重庆第二交通技工学校（重庆长江技师学院）

3
重庆建筑高级技工学校（重庆

建筑技师学院）
4 重庆市城市建设高级技工学校

5 重庆市机电技工学校 6 重庆望江技工学校

7 重庆益民技工学校 8 重庆市联合技工学校

9 重庆中意职业技术学校 10 重庆市春珲人文技工学校

11 重庆市青山工业技工学校 12 重庆市华为技工学校

13
重庆五一高级技工学校（重庆

五一技师学院）
14 重庆市风景园林技工学校

15
重庆市科能高级技工学校（重

庆能源工业技师学院）
16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信息化部直属工厂

职业技术学校

17
重庆市工贸高级技工学校（重

庆工贸技师学院）
18 重庆市现代技工学校

19
重庆市工业高级技工学校（重

庆市工业技师学院）
20 重庆市聚英技工学校

21
重庆市万州高级技工学校（重

庆万州技师学院）
22 重庆渝州车辆工程技术学校

23
重庆市交通高级技工学校（重

庆交通技师学院）
24 重庆市新华技工学校

15
重庆市行知高级技工学校（重

庆市行知技师学院）
26 重庆市新渝技工学校

27 重庆市机电工程高级技工学校

（三）2025 年前计划达标中职学校（18 所）

序号 学校名称 序号 学校名称

1 重庆舞蹈学校 2 重庆市三峡卫生学校

3 重庆市綦江区职业技术学校 4 重庆市万州电子信息工程学校

5 重庆经济建设职业技术学校 6 重庆市渝北区竟成中学校

7 重庆行知职业技术学校 8 重庆华绣中等专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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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重庆市梁平职业技术学校 10 重庆市矿业工程学校

11 重庆市合川卫生学校 12 重庆市公共卫生学校

13 重庆市渝西卫生学校 14 重庆市医药科技学校

15 重庆知行卫生学校 16 重庆市永川民进学校

17
重庆市垫江县第一职业中学

校
18 重庆万州商贸中等专科学校

（四）2025 年前计划达标技工学校（4 所）

序号 学校名称 序号 学校名称

1
重庆市机械高级技工学校

（重庆机械技师学院）
2 重庆市卫生高级技工学校

3
重庆市艺才高级技工学校

（重庆艺才技师学院）
4 重庆市三峡职业技工学校

（五）2023 年计划撤并或取消中职学历教育办学资质学校（42 所）

序号 学校名称 序号 学校名称

撤销合并（6所）

1 重庆市江津师范学校 2 重庆市巫山师范学校

3 重庆市奉节师范学校 4 重庆市酉阳民族师范学校

5 重庆广播电视中等专业学校 6 重庆渝中高级职业学校

取消资质（36所）

1 重庆市南川区教师进修学校 2 重庆市铜梁区教师进修学校

3 重庆市永川区教师进修校 4 重庆市潼南区教师进修学校

5 重庆市长寿区教师进修学校 6 重庆市荣昌区教师进修学校

7 重庆市合川区教师进修学校 8 重庆市开州区教师进修学校

9 重庆市渝中区教师进修学院 10 重庆市武隆区教师进修学校

11 重庆市大渡口区教师进修学校 12 重庆市城口县教师进修学校

13 重庆市江北区教师进修学院 14 重庆市丰都县教师进修学校

15 重庆市沙坪坝区教师进修学院 16 重庆市垫江县教师进修学校

17 重庆市九龙坡区教师进修学院 18 重庆市忠县教师进修校

19 重庆市南岸区教师进修学院 20 重庆市巫溪县教师进修学校

21 重庆市北碚区教师进修学院 22 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教师进修学校

23 重庆市万盛经开发区教师进修学校 24 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教师进修学校

25 重庆市綦江区教师进修学校 26 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教师进修学校

27 重庆市大足区教师进修学校 28 重庆市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教师进修校

29 重庆市渝北区教师进修学校 30 重庆市奉节县教师进修学校

31 重庆市巴南区教师进修学校 32 重庆市统景职业中学

33 重庆市黔江区教师进修学校 34 重庆市铜梁区教师进修学校

35 重庆市璧山区教师进修学校 36 重庆市梁平县教师进修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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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高职专科学校

（一）2023 年前计划达标高职学校（22 所）

序号 学校名称 学校类型 学校级别 学校性质

1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综合类 国家双高 公办

2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理工类 国家双高 公办

3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理工类 国家双高 公办

4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综合类 国家双高 公办

5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综合类 国家双高 公办

6 重庆电力高等专科学校 理工类 国家双高 公办

7 重庆三峡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医药类 国家双高 公办

8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 医药类 国家双高 公办

9 重庆三峡职业学院 综合类 国家双高 公办

10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学院 理工类 国家双高 公办

11 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 理工类 市级优质 公办

12 重庆财经职业学院 财经类 市级优质 公办

13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财经类 市级优质 公办

14 重庆建筑工程职业学院 理工类 市级优质 公办

15 重庆青年职业技术学院 综合类 市级优质 公办

16 重庆化工职业学院 理工类 市级双高 公办

17 重庆城市职业学院 综合类 市级双高（培育） 公办

18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综合类 市级优质、双高（培育） 民办

19 重庆公共运输职业学院 理工类 市级优质、双高（培育） 民办

20 重庆能源职业学院 综合类 市级优质 民办

21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理工类 市级优质、双高（培育） 民办

22 重庆建筑科技职业学院 综合类 市级骨干、双高（培育） 民办

（二）2025 年前计划达标高职学校（22 所）

序号 学校名称 学校类型 学校性质

1 重庆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师范类 公办

2 重庆旅游职业学院 综合类 公办

3 重庆工贸职业技术学院 综合类 公办

4 重庆五一职业技术学院 理工类 公办

5 重庆安全技术职业学院 理工类 公办

6 重庆工信职业学院 理工类 公办

7 重庆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艺术类 公办

8 重庆电信职业学院 综合类 民办

9 重庆资源与环境保护职业学院 理工类 民办

10 重庆轻工职业学院 综合类 民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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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重庆信息技术职业学院 理工类 民办

12 重庆电讯职业学院 理工类 民办

13 重庆科技职业学院 理工类 民办

14 重庆海联职业技术学院 综合类 民办

15 重庆护理职业学院 医药类 民办

16 重庆传媒职业学院 综合类 民办

17 重庆艺术工程职业学院 艺术类 民办

18 重庆应用技术职业学院 综合类 民办

19 重庆经贸职业学院 财经类 民办

20 重庆理工职业学院 理工类 民办

21 重庆健康职业学院 医药类 民办

22 重庆智能工程职业学院 理工类 民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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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重庆市职业学校办学条件达标计划安排表

表 1：职业学校合并或集团化办学信息统计表（2023—2025年）
合并或集

团 化

办学学校

组成

序号

类型

学校 1 学校 2 学校 3

机构编码 学校名称 机构编码 学校名称 机构编码 学校名称

1 集团化

办学
3650000129

重庆市龙

门浩职业

中学校

3650J00021
重庆市机电

工程高级技

工学校

4150014183 重庆建筑工

程职业学院

2 集团化

办学
4150012756 重庆传媒

职业学院
4150014367 重庆艺术工

程职业学院
3150000424 重庆市江南

艺术中学校

备注：1.类型包括：合并、集团化办学；

2.合并或集团化办学学校组成可为：中职学校（含技工学校）、普通高中、高等职业学校

（含本科层次职业学校）、普通本科学校等；

3.民办技工学校由所在区县人力社保局作为主管部门审核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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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中职学校办学条件达标计划安排表（2023—2025年）

序号 单位名称
学校设置

规划分类

学校

分类

新增校园

面积（平

方米）

新增校舍

面积（平

方米）

新增

专任

教师

新增仪

器设备

（万元）

新增图书

（册）

1 万州区（合计） 194300 148102 284 3927 239215

1.1 重庆市万州职业

教育中心
继续举办 一般类 69000 40000 80 250 30000

1.2 重庆市三峡水利

电力学校
继续举办 一般类 5300 18000 82 1000 122743

1.3 重庆市万州现代

信息工程学校
继续举办 一般类 25000 3200 10 250 7800

1.4 重庆市万州电子

信息工程学校
继续举办 一般类 40000 3600 15 360 6000

1.5 重庆万州商贸

中等专业学校
继续举办 一般类 55000 15414 80 567 72672

1.6
重庆市万州高级

技工学校（重庆万

州技师学院）

继续举办
技师

学院
67888 17 1500

2 黔江区（合计） 190000 103000 93 1500 230000

2.1
重庆市黔江区

民族职业教育中

心

继续举办 一般类 190000 103000 93 1500 230000

3 涪陵区（合计） 41475 25292 129 2780 63300

3.1 重庆市医药

卫生学校
继续举办 一般类 30 500 50000

3.2 重庆市涪陵区

职业教育中心
继续举办 一般类 25 1500 8000

3.3
重庆市涪陵第一

职业中学校
继续举办 一般类 150 300

3.4 重庆市涪陵创新

计算机学校
继续举办 一般类 17975 10292 24 30 3000

3.5 重庆市涪陵信息

技术学校
继续举办 一般类 23500 15000 50 600 2000

4 渝中区（合计） 96533 44065 97 1975 44503

4.1 重庆市渝中职业

教育中心
继续举办 一般类 10977 15 600 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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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重庆市工业学校 继续举办 一般类 9 1200 174

4.3 重庆知行卫生学校 继续举办 一般类 29 30000

4.4 重庆市医药

经贸学校
继续举办 一般类 32233 17888 44 175 10329

4.5
重庆市风景园林

技工学校
继续举办

技工

学校
64300 15200

5 大渡口区（合计） 30000 8 2000 90000

5.1 重庆市旅游学校 继续举办 一般类 30000 3 1200 70000

5.2 重庆市商务学校 继续举办 一般类 5 800 20000

6 江北区（合计） 202677 103806 177 4548 180000

6.1 重庆市女子职业

高级中学
继续举办 一般类 40 2400 120000

6.2 重庆市两江职业

教育中心
继续举办 一般类 200000 100000 120 1200 60000

6.3
重庆市艺才高级

技工学校（重庆艺

才技师学院）

继续举办
技师

学院
2677 3806 17 948

7 沙坪坝区（合计） 415800 454000 98 10620 104000

7.1 重庆市立信职业

教育中心
继续举办 一般类 135000 300000 30 10000 50000

7.2 重庆市南丁卫生

职业学校
继续举办 一般类 46000 17000 2 30000

7.3 重庆光华女子职

业中等专业学校
继续举办 一般类 35000 22000 36 120 12000

7.4 重庆市体育

运动学校
继续举办 体育类 15000 12000

7.5
重庆市科能高级

技工学校（重庆能

源工业技师学院）

继续举办
技师

学院
199800 100000 30 500

8 九龙坡区（合计） 136125 91249 152 1740 5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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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重庆市九龙坡

职业教育中心
继续举办 一般类 110435 58374 97 1000 41000

8.2 重庆市工艺

美术学校
继续举办 一般类 25690 22975 6 200 10000

8.3 重庆市舞蹈学校 继续举办 一般类 10 100 2000

8.4
重庆市聚英技工

学校
继续举办

技工

学校
25 240

8.5
重庆市新渝技工

学校
继续举办

技工

学校
9900 14 200

9 南岸区（合计） 56333 72145 115 7500 52774

9.1 重庆市龙门浩

职业中学校
继续举办 一般类 18000 15 6000 3000

9.2 重庆市医药

科技学校
继续举办 一般类 56333 54145 80 1000 49774

9.3 重庆市机电工程

高级技工学校
继续举办

高级技

工学校
20 500

10 北碚区（合计） 268190 244000 326 8850 533000

10.1 重庆市北碚

职业教育中心
继续举办 一般类 2500 43000

10.2 重庆市轻工业学校 继续举办 一般类 120000 100000 219 3000 320000

10.3 四川仪表工业学校 继续举办 一般类 143190 140000 50 2800 160000

10.4 重庆市矿业工程

学校
继续举办 一般类 5000 4000 15 200 10000

10.5
中国人民解放军

总参谋部信息化

部直属工厂职业

技术学校

继续举办
技工

学校
7

10.6
重庆市新华技工

学校
继续举办

技工

学校
35 350

11 渝北区（合计） 128743 125676 270 7035 219000

11.1 重庆市渝北区职

业教育中心
继续举办 一般类 30 6000 100000

11.2 重庆市蜀都职业

技术学校
继续举办 一般类 38167 22611 55 650 44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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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重庆经济建设

职业技术学校
继续举办 一般类 21065 85 185 35000

11.4 重庆市竟成中学校 继续举办 一般类 90576 82000 100 200 40000

12 巴南区（合计） 406430 259199 194 1550 127000

12.1 重庆艺术学校 继续举办 艺术类 20000 5 150 20000

12.2 重庆工业管理

职业学校
继续举办 一般类 18677.9 30 450 5000

12.3 重庆市护士学校 继续举办 一般类 236430 100555 10 50 5000

12.4 重庆人文艺术

职业学校
继续举办 一般类 20000 6000 40 200 45000

12.5 重庆市巴南职业

教育中心
继续举办 一般类 10 100 20000

12.6 重庆市公共

卫生学校
继续举办 一般类 20000 15000 15 150 32000

12.7
重庆五一高级技

工学校（重庆五一

技师学院）

继续举办
技师

学院
20

12.8
重庆市机械高级

技工学校（重庆机

械技师学院）

继续举办
技师

学院
69000 51947 44

12.9
重庆市卫生高级

技工学校
继续举办

高级技

工学校
46000 32000 25 450

12.10
重庆渝州车辆工

程技术学校
继续举办

技工

学校
15000 15000 15

13 长寿区（合计） 43985 25350 45 600 25000

13.1 重庆市行知职业

技术学校
继续举办 一般类 15 300 10000

13.2 重庆市医药学校 继续举办 一般类 43985 25350 30 300 15000

14 江津区（合计） 77600 131 36150 22500

14.1 重庆工商学校 继续举办 一般类 50000 50 30000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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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2 重庆市江南

职业学校
继续举办 一般类 27600 20 6000 20000

14.3
重庆市交通高级

技工学校（重庆交

通技师学院）

继续举办
技师

学院
61 150

15 合川区（合计） 82093 54456 95 500 157831

15.1 重庆市育才职业

教育中心
继续举办 一般类 82093 46956 40 200 105831

15.2 重庆市茂森中等

职业学校
继续举办 一般类 7500 35 200 42000

15.3 重庆市合川

卫生学校
继续举办 一般类 20 100 10000

16 永川区（合计） 333800 220400 698 17150 475000

16.1 重庆市经贸中等

专业学校
继续举办 一般类 36500 21000 135 2400 115000

16.2 重庆市农业

机械化学校
继续举办 一般类 55400 150 10900 100000

16.3 重庆市永川

职业教育中心
继续举办 一般类 180000 85000 180 2000 160000

16.4 重庆市渝西

卫生学校
继续举办 一般类 9000 60 300 50000

16.5 重庆市永川

民进学校
继续举办 一般类 71300 50000 100 1000 50000

16.6 重庆华绣中等

专业学校
继续举办 一般类 19 150

16.7
重庆市工业高级

技工学校（重庆市

工业技师学院）

继续举办
技师

学院
46000 54 400

17 南川区（合计） 400000 100000 84 5500 20000

17.1 重庆市南川隆化

职业中学校
继续举办 一般类 400000 100000 84 5500 20000

18 綦江区（合计） 233998 203625 138 2320 184755

18.1 重庆市綦江职业

教育中心
继续举办 一般类 125687 125580 68 1500 1547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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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2 重庆市医科学校 继续举办 一般类 66666 50000 40 700 5000

18.3 重庆市綦江职业

技术学校
继续举办 一般类 41645 28045 30 120 25000

19 大足区（合计） 117304 85181 90 700 105200

19.1 重庆市大足职业

教育中心
继续举办 一般类 117304 85181 90 700 105200

20 璧山区（合计） 185000 200000 180 6000 100000

20.1 重庆市璧山职业

教育中心
继续举办 一般类 185000 200000 180 6000 100000

21 铜梁区（合计） 5500 15600 20 1000 20000

21.1 重庆市铜梁职业

教育中心
继续举办 一般类 5500 15600 20 1000 20000

22 潼南区（合计） 7500 18000 500 23000

22.1 重庆市潼南

职业教育中心
继续举办 一般类 7500 18000 500 23000

23 荣昌区（合计） 17000 120 3000 200000

23.1 重庆市荣昌区

职业教育中心
继续举办 一般类 17000 120 3000 200000

24 开州区（合计） 150000 125000 90 1050 180000

24.1 重庆市开州区

职业教育中心
继续举办 一般类 120000 75000 50 1000 130000

24.2 开州区巨龙中等

职业技术学校
继续举办 一般类 30000 5000 40 50 50000

25 梁平区（合计） 65028 17155 23 300 70070

25.1 重庆市梁平职业

教育中心
继续举办 一般类 53000 13000 300 65000

25.2 梁平职业技术学校 继续举办 一般类 12028 4155 23 5070

26 武隆区（合计） 继续举办 一般类 20751 20461 51 2517 1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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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1 重庆市武隆区职

业教育中心
继续举办 一般类 20751 20461 51 2517 100000

27 城口县（合计） 38310 28350 1675 30000

27.1 重庆市城口县

职业教育中心
继续举办 一般类 38310 28350 1675 30000

28 丰都县（合计） 50000 28000 25 800 50000

28.1 重庆市丰都县

职业教育中心
继续举办 一般类 8000 10 500 50000

28.2
重庆市三峡职业

技工学校
继续举办

技工

学校
50000 20000 15 300

29 垫江县（合计） 306432 178909 221 1722 199912

29.1 重庆市垫江县

职业教育中心
继续举办 一般类 264000 160000 165 1580 158966

29.2 重庆市垫江县

第一职业中学
继续举办 一般类 6 37 9946

29.3 重庆市渝东

卫生学校
继续举办 一般类 42432 18909 50 105 31000

30 忠县（合计） 10000 5000 16 300 1000

30.1 重庆市忠县职业

教育中心
继续举办 一般类 10000 5000 16 300 1000

31 云阳县（合计） 440854 293455 150 1800 210000

31.1 重庆市云阳职业

教育中心
继续举办 一般类 430854 280455 135 1500 210000

31.2
重庆市现代

技工学校
继续举办

技工

学校
10000 13000 15 300

32 奉节县（合计） 239926 175585 241 7885 105000

32.1 重庆市奉节职业

教育中心
继续举办 一般类 112536 100800 110 3500 75000

32.2 重庆市三峡

卫生学校
继续举办 一般类 34000 28000 50 3000 3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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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重庆市行知高级

技工学校（重庆市

行知技师学院）

继续举办
技师

学院
93390 46785 81 1385

33 巫山县（合计） 23200 17800 20 2000 40000

33.1
重庆市巫山县

职业教育中心
继续举办 一般类 23200 17800 20 2000 40000

34 巫溪县（合计） 25000 8000 16 2000 120000

34.1 重庆市巫溪县

职业教育中心
继续举办 一般类 25000 8000 16 2000 120000

35
石柱土家族自治

县（合计）
15700 300 50000

35.1
重庆市石柱土家

族自治县职业

教育中心

继续举办 一般类 15700 300 50000

36 秀山土家族苗族

自治县（合计）
45800 50000 80 9000 65000

36.1
重庆市秀山土家

族苗族自治县职

业教育中心

继续举办 一般类 45800 50000 80 9000 65000

37 酉阳土家族苗族

自治县（合计）
39 2074 95000

37.1 重庆市酉阳职业

教育中心
继续举办 一般类 39 2074 95000

38 彭水土家族苗族

自治县（合计）
130667 62000 47 902 87220

38.1
彭水苗族土家族

自治县职业教育

中心

继续举办 一般类 130667 62000 47 902 87220

39 两江新区（合计） 28

39.1 重庆财政学校 继续举办 一般类 28

40 高新区（合计） 192613 101764 210 1760 71330

40.1 重庆市农业学校 继续举办 一般类 159263 89863 190 1460 71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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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2
重庆市工贸高级

技工学校（重庆工

贸技师学院）

继续举办
技师

学院
33350 11901 20 300

41 万盛经开区（合计） 1000 11000 2500 30000

41.1 重庆市万盛职业

教育中心
继续举办 一般类 1000 11000 2500 30000

备注：1.学校设置规划分类：包括继续举办、终止办学、合并、集团化办学。

2.学校分类：包括一般类中职学校、技工学校、高级技工学校、技师学院、体育类中职学校、

艺术类中职学校、特殊教育类中职学校、边远脱贫地区中职学校。

3.分年度填写。

4.民办技工学校由所在区县人力社保局作为主管部门审核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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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高职学校办学条件达标计划安排表（2023—2025年）

序号 单位名称

学校

设置

规划

分类

学校

分类

新增

专任

教师

（人）

新增教学

行政用房

（平方米）

新增仪器设

备（万元）

新增图书

（册）

1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

学院

继续

举办
理工院校 100 223900 16000 380000

2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

学院

继续

举办
理工院校 100 55498 13320 140000

3 重庆工商职业学院
继续

举办
综合院校 32 94371 5734 162000

4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

学院

继续

举办
综合院校 284 102460 2915 715000

5
重庆电力高等专科

学校

继续

举办
理工院校 310 196800 6008 94000

6 重庆三峡医药

高等专科学校

继续

举办
医学院校 114 136520 11000 190000

7 重庆医药高等专科

学校

继续

举办
医学院校 74 19000 1500 95000

8 重庆三峡职业学院
继续

举办
综合院校 195 138730 4000 461606

9 重庆航天职业技术

学院

继续

举办
理工院校 100 40000 4000 110000

10 重庆工贸职业技术

学院

继续

举办
综合院校 180 113000 5100 60000

11
重庆水利电力

职业技术学院

继续

举办
理工院校 135 29139 1402 116000

12 重庆财经职业学院
继续

举办
财经院校 110 54000 1515 85000

13 重庆建筑工程职业

学院

继续

举办
理工院校 199 100000 3275 150000

14 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继续

举办
财经院校 335 45205 3090 226700

15 重庆青年职业技术

学院

继续

举办
综合院校 130 100000 2000 550000

16 重庆化工职业学院
继续

举办
理工院校 190 75000 3000 15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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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重庆城市职业学院
继续

举办
综合院校 230 118422 5000 148500

18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
继续

举办
综合院校 160 85000 3600 200000

19 重庆公共运输职业

学院

继续

举办
理工院校 150 68500 2000 70000

20 重庆能源职业学院
继续

举办
理工院校 10 13000 168000

21 重庆交通职业学院
继续

举办
理工院校 120 10000 3000 50000

22 重庆建筑科技职业

学院

继续

举办
综合院校 110 20000 1200 156000

23 重庆幼儿师范

高等专科学校

继续

举办
师范院校 214 210065 7900 265535

24 重庆旅游职业学院
继续

举办
综合院校 300 13050 6000 70000

25 重庆文化艺术职业

学院

继续

举办
艺术院校 115 105000 300 56700

26 重庆安全技术职业

学院

继续

举办
理工院校 232 150000 1456 210769

27 重庆工信职业学院
继续

举办
理工院校 475 131797 30000 520000

28 重庆五一职业技术

学院

继续

举办
理工院校 269 55290 2788 552000

29 重庆电信职业学院
继续

举办
理工院校 31949 1684 78000

30 重庆资源与环境

保护职业学院

继续

举办
理工院校 165 25000 1100 268000

31 重庆轻工职业学院
继续

举办
理工院校 169 122504 1192 267646

32 重庆信息技术职业

学院

继续

举办
综合院校 20000 500 10000

33 重庆电讯职业学院
继续

举办
理工院校 100 100000 2200 100000

34 重庆科技职业学院
继续

举办
综合院校 174 48460 1400 630000

35 重庆海联职业技术

学院

继续

举办
综合院校 170 47381 605 4397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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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重庆护理职业学院
继续

举办
医学院校 100 26763 715 141700

37 重庆传媒职业学院
继续

举办
综合院校 60 42000 3000 105000

38 重庆艺术工程职业

学院

继续

举办
艺术院校 78 500000 2250 1217125

39 重庆应用技术职业

学院

继续

举办
综合院校 51332 840 72000

40 重庆经贸职业学院
继续

举办
财经院校 68 10000 400 20000

41 重庆理工职业学院
继续

举办
理工院校 200 64000 1600 240000

42 重庆健康职业学院
继续

举办
医学院校 529 131437 2688 500000

43 重庆智能工程职业

学院

继续

举办
理工院校 390 110000 2000 490000

备注：1.学校设置规划分类：包括继续举办、终止办学、合并。

2.学校分类：包括综合、师范、民族院校；工科、农、林院校；医学院校；语文、财经、政

法院校；体育院校；艺术院校。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办公室 2023 年 4月 12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