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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委副书记李金明(右)视察我校

浙江省委副书记夏宝龙(左一)视察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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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浙江省人大副主任李德葆(前排左一)、原台州市委书记孙忠焕

(前排右二)为台州职业技术学院正式成立揭牌

教育部发展规划司原司长纪宝成(右三)深入施工现场了解工程

进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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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市委书记蔡奇(右)视察我校

原浙江省教育厅厅长按靖方(右)视察我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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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原校长吴树青教授(前排左四)来我校考察指导

中国工程院院士董石麟来土本系讲学并殷切寄语我校学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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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广场与第一教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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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欣悉你校举行正式成立五周年暨办学五十年庆典，我谨向全体师生员工和

广大校友表示热烈的祝贺和诚挚的问候!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自成立以来，发扬“砺志创业、追求卓越”的学校精神，明

确“高教性、职教性、地方性”的办学定位，根据市场定专业，紧扣企业设课程，针

对岗位练技能，勇于创新，开拓进取，办学规模迅速扩大，办学水平不断提高，办

学特色日益明显，已经成为台州乃至浙东地区培养高技术应用型人才的重要基

地之一，为我省的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当前，浙江正处于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时

期。无论是建设教育强省、科技强省，还是建设创新型省份、打造先进制造业基

地，都为台州职业技术学院提供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舞台。希望你们以邓小平

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始终把“立德树人”作

为根本任务，坚持科学定位，突出办学特色，主动适应当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深

入推进教育教学改革，不断完善产学研结合机制，努力把学校建设成为区域高

技能人才的培养中心、企业职工的培训中心和新技术新工艺的研发推广中心，

为我省加快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出新的贡献。

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

2006年11月10日



序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正式成立五周年暨办学五十年之际，我们编撰了《台州

职业技术学院简志》以资纪念。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自1998年筹建以来，遵循“砺志创业、追求卓越”的学校

精神，提出了“高教性、职教性、地方性”的办学定位和“一转、二化、三构建”的办

学思路，构建了“以高等技术应用能力培养为主旨、以人文修养培育为底蕴”的技

术型人才培养模式，积极推进“敬业笃行、明礼诚信、公平正义、安定有序、奋发向

上”的和谐校园建设，以“敬业笃行”的校风、“诲人不倦”的教风、“学以致用”的学

风和“高效清廉”的干部作风昂首于职业教育的前沿，坚韧不拔地走出了一条有

自己特色的道路。花落花开，春秋代序，历史永远不会忘记为学校的发展壮大作

出贡献的人们o
‘

本志以《概述》为纲，以类系事，横排纵述，分八个篇章记述学校主要工作的

历史与现状。纲目清晰，文简事丰，尊重历史，尊重事实。从不同侧面、不同层次、

不同程度反映出学校教育事业的进程和成就，总结办学管理经验，揭示教育发

展规律，是一本较为完备的校情工具书。

胡锦涛同志曾深刻地指出：“浩瀚而宝贵的历史知识既是人类总结昨天的

记录，又是人类把握今天，创造明天的向导o”通过编写这本校志，希望既能铭记

历史，又能传承文明，使之发挥“资政、教化、存史”的作用，开创台州职业技术学

院更加辉煌的明天。

是为序。

台州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 治瑭化

2006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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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 述．

台州位于浙江省沿海中部，山奇水秀，人杰地灵，历史悠久，文明昌盛。新石器时

代就诞生下汤人类文明。秦始皇时设立回浦乡，西汉始元二年(前85年)设立回浦县，

三国吴太平二年(257年)置临海郡，唐武德四年(621年)称海州，次年改称台州。新

中国成立后，以行政公署建制。1994年8月22日撤地建市。1999年，经国务院批准成为

浙江省城市化格局中的大城市和一级经济亚区中心。2005年，成为长三角区域16个城市

之一。

自古以来，台州学风兴盛，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东晋以来，当地经济文化渐兴。唐

代郑虔大力发展台州文化教育，民风日淳，士风渐进。南宋年间，作为宋王朝的辅郡，

文化鼎盛。台州人才辈出，古有项斯、戴复古、齐召南等杰出历史文化人物。新中国成

立以来，仅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就有20名。

改革开放以来，台州人民解放思想，开拓进取，艰苦奋斗，积极推进以市场为导向

的经济体制改革，努力构建灵活的经济运行机制，营造活跃的区域性市场体系，走出了

一条有鲜明特色的发展路子，实现了一次历史性的腾飞。面对跨世纪的发展，台州市委

市政府高瞻远瞩地提出实现台州“二次腾飞”’的战略目标和提前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总体

部署，坚定不移地实施“科教兴国”的战略，把经济发展转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

者素质上来。

1998年4月29日。中共台州市委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筹建台州职业技术学院，

并把它列入市重点项目，为台州强势增长的经济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随后，市

委、市政府专门成立高教园区工程建设领导小组，由市委副书记、市政协主席朱福初同

志任组长，副市长王中苏任第一副组长，市级有关部门主要领导为成员，下设工程指挥

部和职业技术学院筹备办公室，副市长王中苏任总指挥，市教委副主任陈及人任筹备办

公室主任。12月25日，第一期工程奠基。

1999年7月，台州市人民政府聘任浙江工业大学原校长洪起超教授为校务委员会主

任，聘任陈及人、张达明为校务委员会副主任。7月15日，在市政府的直接领导下，台

州教育集团创立并正式启动运作。市教委主任朱李益兼任教育集团董事局主席，职业技

术学院实行教育集团董事局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8月底，第一教学大楼、教师公寓、

学生公寓A幢和B幢、食堂等建筑竣工验收。筹建中，省教委主任侯靖方亲临台州视察

高教园区工地，帮助协调落实1999年招生指标等问题，台州师专党政班子从大局出发，

弓一．一
C、



积极帮助台职院做好招生有关工作。9月15日，学校迎来499名首届学生。12月6日．

省政府批准筹建台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校各项工作达到了或基本达到了预定的目标，形

成了一个良好的开局。

2000年，学校围绕“高教性、职教性、地方性”的三性办学定位，以“六个有利

于”为标准创建校园文化，强基础、抓质量、求特色、上水平、育优势，各项工作均有

了长足的发展。11月，省教学工作检查组专家来我校检查指导。检查组专家认为“学院

定位准确，建设快速，教学管理工作比较规范，教学质量监控体系已初步形成，整个学

院的教学运作已走上正轨”，综合评定名列全省28所筹建院校中的前四位，为学校“摘

筹转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001年5月15日，台州职业技术学院经省人民政府批准正式成立，成为全省32所

筹建高职院校中第一批经省人民政府批准“摘筹转正”的4所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之一。6

月18日，中共台州市委、台州市人民政府隆重举行台州职业技术学院正式成立庆典仪

式。这是学校建设与发展史上富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

2002年6月26日至7月2日，台州职业技术学院召开教学工作会议，回顾了三年来

学校教学工作取得的主要业绩，提炼出“一转二化三构建”的专业教学改革思路，为今

后三年学校教学改革和发展勾画了蓝图。这次会议是在高等职业教育蓬勃发展而经济社

会又对高等职业教育提出新的、更高要求的时候，在学校已实现“摘筹转正”这一历史

跨越，并正为跻身于高职院校先进行列的目标奋进的关键阶段召开的，这对学校今后三

年教学改革与发展、人才培养质量和办学水平的全面提升具有重要的意义。

2003年4月，省高校教学工作合格学校评估专家组来校进行为期一周的教学工作现

场考察，一致同意台州职业技术学院通过省高校教学工作合格学校评估，为我校“一次

创业”划上了圆满句号。2月10日，中共浙江省委教育工委、浙江省教育厅复函给台州

市政府，确认台职院为政府举办的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学校办学体制从社会力量举办的

民办体制向政府举办的公办体制转型，5月18日，市政府办公室发文明确台州职业技术

学院有关扶持政策。4月1日，中共浙江省委教育工委决定建立中共台州职业技术学院委

员会并任命潘璋德同志担任党委书记，7月3日任命盛健同志担任院长，11月，学校党

政新班子成员全部到位，同时，台州市政府聘任原院长洪起超教授为名誉院长、原副院

长张达明研究员为顾问，学校新老班子交替顺利完成。8月8日，台州市委、市政府决

定台州工业学校成建制并入台州职业技术学院，12月底，顺利完成合并工作，学校办学

规模迅速扩大。

2004年2月，学校数控技术应用专业被教育部等国家三部委确认为“国家数控技术

应用专业领域技能型紧缺人才培养基地”。学校确立了二次创业总体目标：打造为台州

先进制造业人才培养基地，建设成台州技术应用研发推广基地，创建浙江省一流高职院

校。确立“以高等技术应用能力培养为主旨，以人文修养培育为底蕴”的人才培养模

式；提炼出“质量立校、特色强校”， “根据市场定专业、紧扣企业开课程、针对岗位

练技能”等办学理念；提炼出“以规范管理为基础、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增强凝聚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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