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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在线周刊 

 

高质量发展现代职业教育  为强国建设提供坚实人才支撑 
 

鲁昕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会长  教育部原副部长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要把我国建设成

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科技强国、文化强国、教育强国、人才强国、网络强国、体育强国、交通

强国、贸易强国。实现新目标、完成新任务，必须大力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建立支撑强国建设的

教育体系和人才队伍。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论述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党的十八大以来，发表了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中国现

代职业教育改革创新、为世界水平的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

前进方向。 

    2014年 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给《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的批示中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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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广大青年打开通往成功成才大门的

重要途径，肩负着培养多样化人才、传承技术技能、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职责，必须高度重视、

加快发展。 

    2018年 9月 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新时代新形势，改革开放和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对教育和学习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我们

要抓住机遇、超前布局，以更高远的历史站位、更宽广的国际视野、更深邃的战略眼光，对加快

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作出总体部署和战略设计，坚持把优先发展教育事业作为推动党

和国家各项事业发展的重要先手棋，不断使教育同党和国家事业发展要求相适应、同人民群众期

待相契合、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 

    2020年 9月 2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强调，

“人力资源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依托。要优化同新发展格局相适应的教育结构、学科专业结

构、人才培养结构。要完善全民终身学习推进机制，构建方式更加灵活、资源更加丰富、学习更

加便捷的终身学习体系。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和培训，有效提升劳动者技能和收入水平，通过实

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释放内需潜力。” 

    职业教育的历史成就与贡献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战线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

关于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战略部署，积极对接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紧跟科技进步，对接市场需求，

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培养了数以千万计的生产、服务一线高素质技术技

能人才，为支撑国家经济发展作出重要的历史贡献。 

    第一，职业教育为增加受教育人口总量、建立科学的教育结构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党的十八

大以来，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年均向社会输送 1000 万毕业生，年培训

量达 1.5 亿人次左右。中、高等职业教育分别达到普通高中阶段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规模的“半

壁江山”。2019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 1.01万所，招生数、在校生数分别占高中阶段教育招生总

数、在校生总数的 41.70%、39.46%；高职院校 1423所，招生数、在校生数分别占高等教育阶段

招生总数、在校生总数的 52.86%、42.25%。 

    第二，职业教育为推动产业门类齐全、经济转型升级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职业教育专业覆盖

所有产业门类，在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新增一线就业人口中 70%

以上来自于职业院校。党的十八大以来，职业教育重点加强智能制造业、精准服务业和现代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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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重要职业和关键岗位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为高铁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数字经

济、现代物流业等领域培养了数以亿计的技术技能人才，为我国新经济、新技术、新业态提供了

强有力的人力资源支撑。 

    第三，职业教育为促进就业、提高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作出了历史性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

职业教育学生就业持续走高、走好。中职毕业生就业率在 95%以上，高职毕业生就业率超过 90%。

初次就业率仅低于“985”高校，超过“211”高校和普通本科高校。全国技能劳动者占当年就业

人口的比例从 12.8%提高到 18.4%。2019届高职毕业生毕业半年后平均月收入达 4295元、年收入

为 51540元，毕业半年后年收入显著高于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水平。麦可思调查显示，

高职生毕业 3年后工资实现成倍增长，显著跑赢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幅。职业教育通过提高劳动者

素质、技能和就业能力，提高收入，持续服务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 

    第四，职业教育对打赢脱贫攻坚战、促进教育公平作出了历史性贡献。职业教育直接服务于

民生，服务脱贫攻坚，促进教育公平。我国职业院校学生多为农村或者家庭经济较为困难的学生，

职业教育承担着提高农村和经济困难家庭就业质量、提升生活水准的重任。党的十八大以来，国

家不断完善中高职助学金和免学费政策，中职免学费、助学金分别覆盖超过 90%、40%的学生，

高职奖学金、助学金分别覆盖近 30%、25%以上的学生，使更多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上得起学。

每年有近 300 万家庭通过职业教育实现了拥有第一代大学生的梦想。“职教一人，就业一人，脱

贫一家”，职业教育成为打赢脱贫攻坚战的重要力量。 

    十四五时期职教改革创新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

提出，要“加大人力资本投入，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深化职普融通、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探索中国特色学徒制，大力培养技术技能人才”。“十四五”时期，现代职业教育改革创新，要从

以下四个方面着力。 

    第一，加强体系建设，为高质量教育体系构建提供类型支撑。“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

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职业教育类型建设是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一

方面，通过巩固提高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水平、创新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引导普通本科高等学校转

型发展、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继续教育，完善职业教育人才多样化成长渠道，加快构建纵向贯通、

横向融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和完整的技术技能型、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另一方面，通过大力

发展中等、高等、本科职业教育，优化高等教育结构，为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奠定科学合理的结

构基础。 

    第二，落实评价体系改革，提高教育适配新发展格局能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加快发

展现代产业体系、推动经济体系优化升级的具体目标，要求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

上，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

代化，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构建新发展格局，必须深化供给侧改革，提升供给体系

的适配性。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时强调，要优化同新

发展格局相适应的教育结构、学科专业结构、人才培养结构，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

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提高教育适配新发展格局能力，要从评价体系改革入手，一方面以职业

教育为供给侧改革的重点，优化教育结构、学科专业结构、人才结构；一方面扎根中国，引导职

业教育发展聚焦关键核心技术和产业布局，助力实现既能设计又能制造、有原料也有材料的发展

目标。 

    第三，提高培养质量，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支撑。职业教育改革发展重点是提高人才

培养质量，增强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能力，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培养一批又一批高素质应

用型、技术技能型人才。一是全面深化教师、教材、教法数字化改革。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重构教师综合素质、重建教师能力结构、重塑教师教学理念；创新教材知识体系、内容体系、呈

现形式；转变教法方向，推动教学内容与产业需求对接，教学目标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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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过程对接，技术运用与教育规律对接。二是推动职业教育专业升级与数字化改造。坚持就业

导向、能力导向、市场导向，从纵向、横向两个维度一体化设计，培养具备数字化知识、数字化

能力的大国工匠（技能工匠、技术工匠、智慧工匠、知识工匠）。 

    第四，深化产教科融合，为科技强国建设提供人才支撑。当前，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

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5G、量子科技等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加速突破应用，新一代信

息技术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不断推动各领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

化转型，新模式新业态不断涌现。职业教育必须对接科技发展趋势与市场需求，以城市为节点、

行业为支点、企业为重点、学校为落脚点，服务和支撑区域主导产业、支柱产业和战略性新兴产

业，深化产教科融合、校企协同育人，为“十四五”时期实现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有力支撑。一是

聚焦重点产业链供应链布局专业链、人才链，为建设价值链高端、助力产业升级培养人才。二是

围绕重要产品和关键核心技术，发挥职业教育科技成果转化中试车间优势，践行工匠精神和匠心

文化，为新技术产业化规模化应用培养工匠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