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职业教育的一些分享》 

 

一、职业教育发展的历史与现实  

 

中国职业教育发展到今天，包括一些问题的积累和挑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

正好今年也是中华职教社成立 105周年，百年前先贤们的实践，到今天仍然在继

续，中国的职业教育走过了很长一段路。 

我们现在经常会回想起职业教育曾经有过一段辉煌时期，家里人可能有一个

上了大学，另外的孩子则读读技工学校或者读职业学校也是一个很不错的事情，

也是找到了很好的出路。这感受恰恰是和国家社会经济和教育发展息息相关的。 

 

 

国家从 1978 年开始职业教育开始恢复，中等职业教育远远落后于普通高中

教育；从 80 年代开始，很多农村普通高中翻牌为职业高中，城市职业教育多部

门、多结构、多形式办学；1997年职业教育进入滑坡阶段，生源减少、学生与就

业联动下降、课程滞后、政策支持力度下降。90年代整个教育经费的投入都有挑

战，职业教育这一部分就更少。 

那么这一段虽然整体的职业教育有一个滑坡，但其实在我们国家的部分地区，

还是有很多亮点，例如顺德和太仓，它们都有非常成熟的产业环境，所以成熟的

产业包裹着这样的职业学校，在职业学校发展过程中就避免了一些乱象。其实从



职业教育人的视角来看，顺德和太仓的职业教育反应了社会需求以及与产业需求

是同步的，是符合职业教育发展规律的。它和产业、就业结合的非常紧密，这样

一个情况在职业教育滑坡阶段的一个亮点。 

此外，在珠三角和长三角职业教育发展比较好的地区，经常出现招生分数比

普高还要高，职业教育口碑始终没有进入“低层次评价”，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

势。这说明职业教育与整个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有非常紧密的结合，需要产业支

撑，即使有困难但可能也会有发展。 

2005 年以后，职业教育进入体系建设的 1.0 阶段，国家建立了学生资助体

系，建设示范校，建设基础能力，生均拨款机制建立等。对于公众的直接受益即

是职业教育的相关补助、免学费政策的开始。曾经有一段时间中国的职业教育，

不仅质量差，花费还高。从 2005 年开始，国家在职业教育领域发力，是为职业

教育体系建设的 1.0 阶段。 

2019 年，职业教育迎来大发展，我们把它称之为体系建设 2.0 阶段，实际

上就是职教改革 20 条，这个纲领性的一个文件和政策的一个一个发布。那么在

这个过程中对现阶段很多职业教育的概念、理念，包括下一步的建设，给予了很

清晰的方向。最引人瞩目的就是百万扩招，它是面向全社会的扩招。从这个时候

开始，职业教育又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二、关于新职业教育法 

 

新《职业教育法》在今年的 5月 1日正式施行，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新职

教法非常积极的响应了过去大家对职业教育法则或者职业教育的这个这个一些

的期望。一万多字对职业教育的地位，职业教育的保障，职业教育的校企融合，

职业教育的社会力量，都在这个法律当中给予了体现和表现。可能无法解决职业

教育现在的所有问题，但起码对职业教育的发展给予了这个保障具体的保障。 

从新职业教育法的修法过程，能够清晰的感受到这个国家对职业教育的整体

上的思路。从社会面修订就已经几轮，最后落重点放在了职业教育体系和管理体

制方面，以及学生升学就业的渠道、环境的打通等等。 

 



 

 

三、公众最关注的普职分流 

 

大家焦虑普职分流，是因为不能升学吗？实际上我们中职教育已经是升学为

主多年。中职教育已经由就业为导向转向就业与升学并重。 

 

 

 

 

数据来源：根据《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各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引自张含琼（2021）



关于普职分流的社会讨论也非常多，其实从数据来看，这也并非是今天才出

现的现象，但确实进入职校就等于进入教育的终点的误区，增加了公众的焦虑。 

此外，我们在整个制度设计过程中，考虑了社会对学历的需求，但是不是真

的考虑了企业的需求和诉求，或者我们角度来讲，如果说一个企业他觉得我这个

岗位就是一个大专生就够了，那你干嘛给我提供这么多本科生，因为本科生儿还

没准儿不愿干这个不愿干那个。员工学历高不好吗？从硬币的另一面来讲，这些

所谓好学历的学生不一定踏实，不一定稳定，不一定从这个基础工作开始做起。 

毕竟还有很多生产制造经济，还有很多服务型企业，这些行业永远都是最缺

人的行业，为什么这些 1000多万的大学生不进入到这个行业就业？ 

 

四、 职业教育未来发展的东亚之鉴 

 

最后，通过对比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我们可以看到东亚地区职业教

育发展的形似之处，东亚地区与我们拥有相同的重学文化，职业教育规模都有所

萎缩。青年人的学历目标基本可以达到，但社会的用工需求却无法得到充分的满

足。以中国台湾地区为例： 

——大量中职学生升学后，就业期望提高，造成产业基层人力资源严重不足； 

——以分流为目的设立的综合高中，培养出的学生与普高和中职都存在落差，

在升学竞争中处于劣势； 

——大专院校改制升格的大学，失去职业教育“务实”特色的同时，培养出

的人才与产业需求不匹配的问题仍未解决。 

 

这是如今东亚地区陷入职业发展困境给予我们的前车之鉴。 

 

*本文内容来自原应由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田志磊的分享主题，因临

时情况由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职教创新中心主任刁文根据材料代述，则代述内容不作为田志

磊老师的内容和观点，特此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