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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海楠

教育部日前发布《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行动计划（２０１５—

２０１８年》的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自９月８

日起至９月１６日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此举将关注中国教育事业

发展的各界目光聚焦至职业教育之上的同时，在积极建言献策之余，

教育界的一致看法是，值得对职业教育创新发展三年行动计划的美好

前景报以期待。

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采访的相关教育界人士表示，近年来国家

有关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政策表明，在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和社会

各类需求脱节矛盾越发强烈之际，将高等教育改革触手有力地伸向职

业教育，通过寻求其现代化发展，达到优化高等教育结构的目的，无

疑将长久利好于我国的人才培养模式，同时促使高等教育回归到“学

有所用、学以致用”的理性发展轨道上来。

职业教育现代化政策脉络清晰

一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普遍存在着向综合性大学发展的倾向，

尤其是伴随改革开放的进程加快，教育界也出现了诸如专科院校开始

力求成为本科院校、学院要变成大学、综合大学力争向２１１和９８

５等“一流”挺进的风潮。与此同时，当前社会舆论对职业教育亦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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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成“评价较低”的认知，这些都在无形中成为了对促进职业教育现

代化发展的阻碍。

然而，这样的现象在近年来正因为国家加速布局职业教育现代化

发展的政策脉络而逐渐得以改变。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关注我国

职业教育现代化进程的人们而言，自２０１４年至今，均有幸成为“推

进我国职业教育走上发展快车道”的见证者。

２０１４年５月，一则“６００多所本科高校将转向职业教育”

的消息对外明确了我国将以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突破口，对教育

结构实施战略性调整的积极信号；２０１４年６月，国务院印发《关

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加快发展现

代职业教育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并将目标

达成“时间表”定于２０２０年；２０１５年６月，全国人大常委会

职业教育执法检查组对职业教育法自１９９６年颁布实施的１９年

来，开展首次执法检查，明确提出了职业教育发展当前必须高度重视

的困难和问题，同时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征求意见稿》指出，该行动计划旨在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

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对职业教育法执法检

查的有关要求，创新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希望通过三年的建设，实现

高等职业教育整体实力显著增强、人才培养质量持续提高、服务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显著提升、高等教育结构优化成效更加明显的目标，从

而推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日臻完善。



至此，一张在短时间内集中汇聚国家有关谋划、发展职业教育现

代化发展的蓝图正跃然纸上，只待落实。

职业教育对接国家热点战略

实际上，不同于我国社会舆论普遍追崇普通高等院校中热门的专

业学科的现象，在世界范围内，职业教育的发达程度并不亚于以专注

学术研究为主的大学发展水平。特别是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其在实现

工业化过程中，无一例外地都把发展职业教育作为重要战略措施，且

政府普遍是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动力。

而我国职业教育却普遍面临着资金短缺、城乡投入差距较大、意

识不到位等问题，且相比于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明显处于弱势地位。

这显然有着我国独特的历史和现实原因，但不能否认的是，大量的工

业化国家和地区的发展经验已经证明，高等职业教育必须逐步高移化，

并要培养出高层次应用型技术精英。

显然，这可视为国家近年来积极快速促进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

客观原因之一。而适应工业化以及城镇化战略步伐的特点，亦在《征

求意见稿》中得以彰显。

比如，面对产业转型升级、优质产能“走出去”新形势，《征求

意见稿》指出，根据区域发展规划和区域内产业转型升级需要，将专

科高等职业院校建设成为区域内技术技能积累的重要资源集聚地；支

持新兴产业发展，加强现代服务业亟须人才培养，加快满足社会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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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社会管理人才需求；重点服务“中国制造２０２５”，优先保证新

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等相关专业的布局与发展。

此外，《征求意见稿》还提出职业教育发展还要扩大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职业教育合作。主动发掘和服务“走出去”企业的需

求，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的技术技能人才和中国企业海

外生产经营需要的本土人才，等等。

“职业教育对接国家热点战略，可谓是抓住了解决职业教育发展

瓶颈的关键，明确导向之余更有助于构建现代化职业教育体系。”中

国人民大学发展中国家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彭刚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时表示，伴随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进入全新发展阶段，尽早还职业教

育应有地位，是国家应该做出的战略抉择，即要在高等普通教育和职

业教育之间找寻到平衡点，将二者置于公平、统一的平台之上，以期

共同发挥为经济社会进步发展输送人才的作用。

利好高等教育结构优化

按照既定的职业教育发展目标要求，到２０２０年，我国将形成

适应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

相互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

教育体系。这是否意味着，届时的中国高等教育结构，将从长期存在

的重学术、轻技能教育结构转向学术与技能并重、均衡发展的高等教

育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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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普通高等院校重视学术教育，以及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方向，

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吴遵民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重视、强调发展职业教育，尤其

是适应发展需求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高等教育重新回归理性定位

的标志。他认为，未来我国职业教育除原本的高职、高专等，还将增

加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类型，“这对人才的培养和经济社会进一步发

展都是有好处的。”

早在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目标明确之时，围绕“中职高职衔接、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念”等关键词的讨论

就不绝于耳，焦点在于，究竟将采取何种实际操作方式实现前述不同

梯级教育的沟通，继而形成终身教育理念？

《征求意见稿》指出，将推动专科高等职业院校逐步实行学分制，

推进与学分制相配套的课程开发和教学管理制度改革，建立以学分为

基本单位的学习成果认定积累制度；开展不同类型学习成果的积累、

认定，建立全国统一的学习者终身学习成果档案（包含各类学历和非

学历教育），设立学分银行；在坚持培养要求的基础上，探索普通本

科高校、高等职业院校、成人高校、社区教育机构之间的学分转移与

认定。

显然，绑定学分成果认定的制度评价是公平的，这也将在技术层

面打破以往存在本科、专科、高职等不同梯级教育的接续问题，更为



重要的是，其目的在于促使人才培养的连贯性，以期实现符合发展需

求，产教融合的初衷。

吴遵民认为，在包括职业教育在内的高等教育范畴解决人才培养

和接续的问题，客观上将下移利好高等教育入学的方式，比如，未来

的高考方式也可更趋多元化，这无疑将有助于缓解当前“千军万马过

独木桥”和“一考定终身”的弊端。“但这需要决策部门形成配套和

跟进的政策措施，比如将高考录取方式一分为二，一类是学术型的，

一类是职业型的，让各类别生源能够真正学有所用、学以致用，成为

各领域的人才，也可最大限度地节约和高效利用高校资源。”吴遵民

强调，这将有助于国家从基础教育到高等教育逐步回归教书育人本质，

并从此逐渐摒弃呈脱缰之势的功利化教育倾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