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 . 4 . 26 星期二

B
B01-B06

现代教育

品牌塑造荣耀
□本报记者 王振国

双汇“瘦肉精”、锦湖轮胎陷
入“掺假门”等新闻事件成为一段
时间内街头巷议的焦点，随着媒
体的深度介入和各级主管部门监
督调查工作的深入，真相逐渐呈
现在公众的视野中，与此同时，这
两个在所属行业内被众人所追捧
的“知名品牌”也有轰然倒塌的态
势。“品牌培育上百年，轰然倒下
一瞬间”成为众多经济界专家对
这些事件的高度总结和概括，这
也进一步引发了经济管理界和学
术界关于如何培养品牌和如何维
护及创新延伸品牌的深入探讨。

“双汇”、“锦湖轮胎”等企业
所引发的连锁反应同样在教育行
业也引起了极高的关注，与省内
外众多企业及经营单位一样，我
省的高教、基础教育及培训机构
也正在走品牌塑造之路，而且随
着高校制度的健全和完善及教育
消费者认知和需求层次的提高，
与之相匹配的教育品牌越来越多
地出现在公众的视线中，山大、海
大、石油大、山农、山师等一批知
名普通本科高校品牌知名度越来
越高，其中的很多高校甚至勇敢
地迈出了国际化、全球化的步伐，
随着品牌知名度的提高，教育教
学质量和生源质量出现了前所未
有的良好局面。最为高等教育重
要组成部分的民办高校更是走在
了教育改革和创新的前列，根据
教育部和山东省教育厅的相关数
据，我省已经是全国民办高校数

量最多的省份之一，更为重要的
是，民办本科数量和在校生人数
达到了全国第二位，今年有可能
超越陕西，成为民办本科第一大
省，在此大环境下，山东英才、协
和、万杰、潍坊科技等一批民办本
科呈现出了办学水平、专业设置、
特色就业的多层次发展的格局，
品牌知名度和维护策略已经远远
走在了全国民办高校的前列，成
为全国民办高校纷纷效仿的样
板。专科层次的民办高校，也在这
种民办生机勃勃的发展氛围中，
竞相拼内功、比实力，品牌也越来
越多地涌现出来，凯文、杏林、圣
翰、现代、外事、力明等一批民办
高职品牌也在积蓄了几年的力量
后，逐渐将焕发盎然生机。

品牌塑造工程在整个高等教
育行业所引发的震动与思考，在
全省国办高职行业内显得更为明
显和突出，因为按照教育部和山
东省教育权威人士的判断，国办
高职正在出现“强者更强，弱者更
弱”的竞争局面，那些常年走品牌
化、贴近市场需求的学校，正在将
其他竞争对手越甩越远，像山东
商职、日照职业、经贸、山东职业
等老牌高职院校正在焕发新的活
力，每年的招生状况也明显地表
现了他们各自的竞争力和品牌影
响力。上述高校的主要负责人在
各种场合表示，品牌高职已经完
全度过了原来那种为了招生而招
生的局面，现在的重心不是单纯
地考虑招生，更重要的是塑造一
个品牌，一个能延续百年甚至更

长时间的教育优质品牌，在强大
品牌的支撑下，去实现更大的发
展，甚至通过兼并、收购完成组建
更高层次、更强品牌的优质综合
性国际性大学的宏伟蓝图。

与品牌知名高职运筹帷幄冲
击梦想的飞速发展相比，部分高
职还在为了招生辛苦奔波，每年
的招生录取季节，对这些学校来
说，压力和困难让有些学校已经
提前感受到了激烈竞争所带来的
丝丝寒意，有些高职院校的招生
负责人很无奈地说，学校这些年
一直疲于应付招生，每年都是为
了单纯的招生而招生，最后的结
果是，招生形势也难以让人满意，
更为让他们感到忧心的是，忽略
了品牌的塑造和培养，没有形成
一定的品牌知名度，学生和家长
的认可度不是很高，学校发展可
能会越发艰难。“国办高职竞争是
最为激烈的一个教育领域，品牌
做得好的，雄霸一方，甚至虎视眈
眈地瞄准一些发展不好的学校，
那些发展慢、品牌知名度不高的
学校，存在被吞并的危险。”

根据我省教育主管部门发布
的相关数据，我省2011年应届高中
毕业生约为51万人，比上一年下降
3 . 7万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教育部今年下达给山东省省属高
校普通本专科计划数为48 . 42万
人，比去年增加7600人，增幅为
1 . 6%。这组数字可以说给本来就
竞争白热化的高职招生大战火上
浇油，实际情况表明，生源出现了
较为明显的萎缩，而招生计划大

幅增长，生源竞争的惨烈程度比
以往任何年份都要严重的多，这
虽然在多数学校的预料之中，但
竞争激烈程度已经远远地超出了
他们的预计。很多学校只能感叹
没有走院校招生品牌化之路的无
奈和暗淡前景。不过，俗话说：“亡
羊补牢，为时不晚”，只要作为与
老百姓息息相关的教育行业的决
策者们能认识到教育品牌的重要
性，并下决心塑造和维护品牌，腾
飞也是指日可待！

专家指出，品牌是一个个体
单位的核心与命脉，品牌形成一
定的时间后，一定能产生更多的
积极的效应，也是创造历史的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品牌成长也
要有肥沃且适合的土壤。根据国
家权威教育科研机构的分析，21世
纪的经济竞争，形势上是产品或
服务的竞争，其实质是知识的竞
争、经营管理和体制竞争，也是文
化的竞争。品牌体现的是个体单
位先进的文化理念。没有文化味
的个体单位是缺乏生命力的。同
样，文化品味低的产品也不会得
到消费者的青睐。要创名牌产品，
首先要营造文化氛围；其次是运
用文化内涵与市场营销，形成一
种营销文化；再次是进一步形成
先进的文化理念。

希望在不远的将来，我省的
各个层次的教育从业机构，能出
现更多更响亮的知名品牌，并用
这一个个知名品牌，积蓄和塑造
属于教育这个云集精英、人才济
济的行业的荣耀与辉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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