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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观察

提高职业教育吸引力
助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北京师范大学职业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教授   和震

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

要组成部分，职业教育在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

培养多样人才、促进就业等方面越来越具有重要的

战略意义和基础意义。世界工业强国都是技工大国

和技能人才强国。我国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

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需要职业教育提

供坚实人才保障；让“中国制造”升级为“优质制

造”，需要大批高技能人才作为支撑；让广大群众

过上勤劳致富的幸福生活，阻断贫穷的代际传递，

需要大力发展现代职业教育。

同上述需求相比，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依然面临

很多困境和问题，其中职业教育的吸引力不够、服

务现代产业的支撑力不足的问题，是长期困扰职业

教育发展的核心问题，主要表现为职业学校普遍存

在招生困难和整体缺少吸引力、毕业生就业质量不

高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不足、企业急需的复合型创新

型高技能人才供给不足等等。

提高职业教育吸引力和质量是每一个国家现代

化进程中都必须面对的重大挑战。今天欧盟职业教

育享有社会声誉、普职大体相当、社会阶层高度融

合的良好局面，是欧盟长期政策主动追求的结果。

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是欧盟从2000年开始至今

持续近20年里的《里斯本战略》到“哥本哈根进

程”及《马斯特里赫特公报》和《赫尔辛基公报》

等一系列后续文件所确立的教育与培训政策重要领

域及核心目标之一。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被认为是

一个关乎整体性、全局性的重要问题。

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内涵应集中在以下几个方

面：增加职业教育学习者就业、生涯发展和晋升的

机会；提供高质量、多样化的学习以能够满足不同

学习者的需要和目标；个体把职业教育与培训作为

自我发展的选择；愿意对职业教育与培训进行投

资。其中三个标准——个人能力、教育流动性和职

业流动性，是检验职业教育与培训和其他教育路径

相比是否具有吸引力的最重要因素。个人能力与职

业教育的质量紧密相关，教育流动性是指职业教育

的学习者在教育体系中（普职之间、中高职之间）

的上升与转换的程度，职业流动性是指学习成果和

个人能力的可迁移性与学习者未来在职业阶梯向上

发展的程度。强调职业教育的吸引力问题并不是意

味着要超过其他教育路径，而是指缩小与其它教育

路径的差距并控制在各美其美的合理状态。

在我国引发职业教育吸引力不够、支撑力不足

问题的原因很多，其中内部原因主要是职业教育整

体质量标准缺失、办学机制不灵活、基本能力建设

不到位导致办学质量和办学声誉不高，外部原因主

要是职业教育所依赖的外部基础制度长期以来难以

建立和完善，技能人才成长缺少配套的支持制度和

机制，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积极性不高。在群众的心

目中，选择职业教育的确是帮助解决就业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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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还远未被认可为人生成功成才的途径和人人出

彩的机会。这些因素特别是体制机制的制约成为职

业教育发展的最大瓶颈。

提升职业教育吸引力的举措包括：

首先，加快职业教育管理体制和治理结构改

革，建立国家和省级二级统筹职业教育的强机制而

不是弱机制。提供保障职业教育良好运行所需的统

筹协调合作化的制度环境，要解决政府部门之间管

理职能交叉和空白问题、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

责任和途径的缺失问题和一线员工在职业教育上面

参与权的缺失问题。

其次，鼓励行业参与，建立国家统一的职业信

息库、职业能力标准和职业资格制度。职业教育健

康发展需要一系列外部配套制度。形成组织行业企

业、职业院校共同参与人力资源需求调查的常态制

度，采用科学的职业分析方法筹建先进的、公益性

的国家职业信息库，以此为依据，建立国家统一的

职业能力标准和国家职业资格框架，促进职业教育

的育人标准、用人单位的用人标准、劳动者的能力

认证标准三方面衔接和融合，为每一种职业建立自

己独立并行的职业上升等级和阶梯，使得每一种职

业在同一职业阶梯上拥有相应对等的资质、要求和

报酬，打通人人终身持续发展的职业通道，从而实

现不同职业与职业之间、学历与资格之间等等的等

值、互认。促进技术技能积累的社会认可，鼓励技

术技能劳动者带资格流动，鼓励通过专心做好本职

工作向上流动，登上职业阶梯的顶端，终将有利于

使所有的“蓝领”具有与“白领”同等被认可的社

会贡献。

其三，建立健全与技术技能人才的能力和贡献

相适应的学位、职称、荣誉和报酬制度激励对技

能卓越性的持续追求。改革高等教育学位制度，授

予高等职业学校专科毕业生“匠师”学位，相当于

美国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副学士学位。建立健全与接

受职业教育的技能人才相适应的专业技术职称评定

制度，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全国公务员

招考对学历的最低要求调整为专科毕业起点。发

挥好技能竞赛的激励机制，在国家层面多部门组织

参与和举办世界技能大赛，展示与中国制造强国相

适应的技术工人的国际形象。形成高技能——高贡

献——高报酬的良性循环机制。政府、职业学校、

媒体应该联合起来宣传通过职业教育而成功成才

的生动事例，加大对有突出贡献技术技能劳动者的

奖励力度，提高技术技能劳动者的社会声誉和认可

度。

实施大国工匠后备人才选拔和培养的支持制

度，通过产教融合培养大批技术技能精英人才；建

立支持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制度，实施教育型企业

资质认证制度，选择支持产业教育的企业认证为教

育型企业，实施现代学徒制企业导师（师傅）认证

和支持制度。

其四，加强职业教育自身实力建设和办学模式

改革。建设高水平职业教育教师队伍，持续提升职

业教育办学质量。在发达国家，发展高质量的职

业教育与培训被认为是促进社会包容与和谐，增强

公民流动性和就业能力及发展国家竞争力的关键因

素。在我国，把提高职业教育办学质量作为提升职

业教育吸引力和支撑力的内部关键。加大高水平双

师型职业教育教师引进力度和培养力度；实施特

殊地区（包括农村地区、民族地区、贫困地区）职

业教育薄弱校建设与职业教育精准扶贫工程；实施

高水平职业学校建设工程，让每一个县至少有一所

高水平中等职业学校、每一个地市至少有一所高水

平高等职业学校、每一个国家重点领域产业和区域

支柱产业都有相应的高水平职业教育专业来支撑；

促进普职融通和人才成长立交桥的灵活性，利用职

业学校优质资源为基础教育服务，促进普职融通，

提升基础教育对职业教育的理解，提高普通学校学

生选择职业学校的成就感和荣誉感；促进普职转换

的便利性，健全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衔接制度，在

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及高等层次职业教育间形

成并加强互相融通的路径，形成融通性的职业教育

与培训体系，为学习者提供灵活、个性化的学习

路径，并使其能够持续接受继续教育与培训；增强

职业教育体系的灵活性。促进无界化办学和融合教

学，满足新工业革命对复合型创新型高技能人才的

迫切需求。同时，把生活技能和职业技能列入基础

教育目标，职业学校的职业技术课程资源向基础教

育特别是普通高中学生开放，跨校选课，促进学生

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的培养。工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