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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中国社科院博

士后国情调研组对北京、山

东、重庆、广东、河南、安徽、山

西、大连等省市的 32 所职业

院校进行了调研。在调研过程

中，对 1 万多名师生及学生家

长进行了问卷调查，并对 300

多名师生进行了实地访谈，获

得有效问卷 10020 份。

一、我国职业技术教育的

发展面临着挑战

（一）对职业院校的作用认识不

足，职业教育的发展受严重制约

目前，社会上对职业教育比较歧

视，对职业院校的认可程度不高。职业

技术教育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二流的

教育”，高职院校在我国的高考招生层

次中位于第四或者第五批次，高职的

生源似乎是高考筛选下来的“劣品”，

考生争相读一本，不愿意第一志愿报

考高职院校。

对学生的问卷调研发现，各类职

业教育院校的学生都将学历歧视、毕

业院校歧视视为就业的主要障碍。学

生的担心，也反映出整个社会对职业

教育的歧视。

（二）职业高等教育定位不准，与

普通高等教育交叉重叠

对于职业教育来说，目前突出的

问题是，对于什么是职业教育没有界

定清楚，许多人认为，普通大学教育是

培养“白领”的教育，而职业教育是培

养各种层次技术工人的教育，这是一

种偏见和误解。实际上，职业教育应该

是在普通教育的基础上，对国民经济

各部门和社会发展所需的劳动力进行

有计划、有目的培训和教育，使他们获

得某种专门劳动知识和劳动技能，从

而达到就业的目的或就业后提高的一

种教育。因此，职业教育不应局限在中

专、大专层次，而应涵盖教育的各个层

次。

目前，我国普通本科院校的部分专

业实质上属于高职教育范畴。在原国

家教委主编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

目录和专业简介》 明确的 504 种专业

中，有 91 种专业的人才培养目标与高

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培养目标几乎一

致。由于职业高等教育与普通高等教

育交叉重叠，也导致高职院校在从专

科层次升为本科层次后，为节约教育

成本，教育模式往往转向普通高等院

校的教学模式，失去了职业院校的特

色。为防止这种问题的发生，教育主管

部门只好严格控制专科院校升格为本

科院校，但这样做，又制约了职业院校

自身的发展。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是

准确界定职业院校与普通高等教育的

关系。

（三）职业院校资金缺乏，办学条

件同普通高等院校差距大

目前，国家对普通大学招收的每

个学生都给予一定补助，但对职业院

校的学生却不予补助，各级政府对职

业院校的投入也很少，甚至主要依靠

社会办学，各类职业院校主要靠自身

滚动发展。尽管当前国家加大了对职

业教育的投入，例如，“十一五”期间中

央财政将投入 140 亿元发展职业教

育，但由于基数太低，投入有如杯水车

薪。各地方政府对职业教育的投入也

普遍不高，尤其是经费投入政策难以

得到落实。据统计，近些年职业教育经

费占教育经费总支出的比重呈下降的

趋势。

由于缺少资金，导致职业院校的

办学条件普遍不好。职教资源特别是

优质资源严重短缺，软硬件都跟不上，

关于加快发展职业教育的思考

文 /中国社科院国情调研项目 职业教育课题组

职业技术教育的经费投入

年 份 G D P（亿元） 教育经费（亿元） 教育经费占 职业教育经费 职业教育经费

G D P 比重% （亿元） 占教育经费比重

1998 年 84402.30 2032.50 2.41 487.00 23.96

1999 年 89677.10 2287.20 2.56 402.13 17.58

2000 年 99214.60 2562.60 2.58 465.34 18.16

2001 年 109655.20 3057.00 2.79 279.69 9.15

2002 年 120332.70 3491.40 2.90 279.50 8.00

2003 年 135822.80 3850.60 2.84 298.33 7.70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5—2005），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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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学校缺教室、寝室、食堂、师资和

设备，影响了正常教学。有些学校只能

以收取的学费维持学校的经营，导致

出现乱招生、乱收费、师资短缺的现

象。

（四）职业院校的教师整体素质不

高，缺乏实践经验的问题突出

当前，职业院校老师的来源日益

多元化。调研发现，有 47.1% 属于“毕

业分配、求职”，36.1% 属于“学校社会

招聘”，4.1% 属于“毕业留校”，2.8% 属

于“企业推荐”，有 9.9% 属于“其他”。

在专兼职方面，有 89.3% 的老师属于

“专职老师”，有 10.7% 属于“兼职教

师”。在实践经验方面，大部分教师没

有企业工作经验，接受调研的老师在

回答“您在企业或单位从事过与现专

业有关的工作多少年”的问题时，有

62.9 % 的人回答“没有”，有 19.2% 的人

回答“5 年以下”，只有 17.8% 的人回答

“5 年以上”。教师缺乏专门的职业技

能培训，难以完成相应的实训教学及

指导工作。尤其是近几年新加入的教

师，尽管学历较高，但实践能力较弱，

其从教之路大多是从学校到学校、从

书本到书本，这是职业技术教育亟需

解决的问题。

（五）职业院校学生能力建设薄

弱，专业设置滞后社会发展需要

接 受 调 研 的 职 业 院 校 学 生 有

70.5% 没有获得任何职业资格证书，获

得一项资格证书的有 17.7% ，获得二

项资格证书的有 7.7% ，获得三项资格

证书的有 3.0% ，获得四项及以上资格

证书的有 1.1% 。在技术等级证书方

面，接受调研的学生有 67.5% 没有获

得任何技术等级证书，20.7% 获得一项

技术等级证书，8.3% 获得二项技术等

级证书，2.8% 获得三项技术等级证书，

0.6% 获得四项及以上技术等级证书。

我国职业技术院校的教学改革和能力

教育亟待进一步推进。

二、发展职业教育的政策建议

（一）给予职业教育与普通院校同

等待遇

一是明确区分职业高等教育与普

通高等教育的不同功能，以改变目前

二者培养目标相互重叠的状况。特别

是要通过不断完善相关政策法规，给

予职业高等教育与普通高等院校同等

的待遇。

二是尽可能不用“某某职业学院”

等带有歧视性的称呼，应以行业特色

及社区学院来命名。因为，从本质上说

普通高校也是一种职业培养。这样就

可以给予职业院校及其学生以更多的

尊重、更大的选择空间。

三是改变目前招生中由行政下达

招生计划的状况，允许职业高校根据

自身的发展规模、师资力量、高考生源

情况，适当扩大或缩小招生规模，逐步

实现招生计划由“省教育管理部门定”

过渡到由“学校和市场定”。使职业学

校的招生“入口”和毕业“出口”都走向

市场。

四是建构适合职教特色的职教教

师职称评价体系，实行以职业技能为

主和以论文为辅的参考标准，完善“教

师”和“工程师”两种并行的职称评审

体系。

（二）建立 H 型的高等教育体系

在“双线制”高等教育体制中，应

允许具备条件的职业高等院校设置职

教本科、研究生培养层次，并可与普通

高等教育在本科以上层次交叉，形成

H 型结构，即职业院校的学生有升入

普通教育体系的机会，而普通高校的

学生也可进入高等职业院校学习。当

然，在职业院校设置研究生培养层次，

须经过严格的评审。

（三）从教育公平出发布局我国职

业教育

目前我国普通高等教育学校主要

集中在大中城市，就业地也集中在大

中城市。职业高等院校如果也集中在

大中城市，就会造成所培养的人才难以

就业的问题，而急需大量实用型人才的

县市以及广大农村又难以吸引到所需

人才。因此，要改变办学思路，把职业教

育前移，逐步改变目前大学集中在大中

城市的状况，缩短学生与学校的距离，

降低上学成本，消除城乡差别。

（四）加大和加速对职业技术教育

的投入

各级政府首先要承担起举办职业

技术教育第一主体的责任，切实加大

职教投入。特别要增加职业院校实习

训练基地建设、师资培训、专业设备投

入、技能人才培养的专项投入。从而在

教育投入方面，逐步达到同普通综合

性大学一视同仁的程度。同时，激励社

会力量进入职业教育领域，形成多元

化的办学模式，尤其要鼓励企业参与

办学，走高职院校和企业合作办学的

新路子，实现政、校、企三方共赢。

（五）职业教育应以就业为导向

建立以就业为导向的政策机制。

一是加快调整专业方向，使专业设置

与社会需要一致起来。二要落实职业

资格的确认和就业资格准入制度，促

进技能人才就业。三要重视职业教育

在国民素质教育和稳定社会秩序方面

的重要作用，确立职业教育也可以继

续深造成为一流专家的双线制体系，

吸引更多优秀生源流向职业教育，让

更多的人通过职业教育成才。

（六）实施“援助职教行动计划”

建议实施“援助职教行动计划”，

可参照“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

基层就业”、“干部到基层及西部挂职”

等行动的工作模式，通过有组织的活

动及有吸引力的政策，吸引一批高素

质的人才到职业院校从事一至两年的

任教活动，特别是推动大批具有相关

专业技能的博士、博士后及退休的优

秀专家到职业院校进行智力支持。■

（执笔：潘晨光、娄伟、李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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