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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轨道运输职业技术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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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人出彩，技能强国

——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成就综述

职业教育的发展，体现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教育现代化水

平。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国务院颁布《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

施方案》（简称“职教 20 条”）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

走上提质培优、增值赋能的快车道，职业教育面貌发生了格局性

变化。

如今，我国共有职业学校 1.13 万所，在校生 3088 万人，建

成世界规模最大职业教育体系，培养了一大批支撑经济社会发展

的技术技能人才。“职教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家”成为阻断

贫困代际传递见效最快的方式。

从“层次”到“类型”：下活一盘大棋

长期以来，“低人一等”的偏见严重制约着职业教育的发展，

“考不上高中去读中职，考不上本科去读高职”的想法根深蒂固。

针对这一误区，“职教 20 条”开宗明义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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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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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教 20 条”还提出，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为此，

2019 年以来，教育部批准 27 所学校独立举办本科层次职业教育。

2021 年，教育部印发《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 年）》，其中

设置了 247 个高职本科专业，并印发《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

置管理办法（试行）》，正式建立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

理的国家制度。

从中职到高职专科，再到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止步

于专科层次的“天花板”被打破。

据教育部统计数据，2020 年全国高职分类考试招生逾 300 万

人，超过高职学校招生总数的 60%，缓解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的高考焦虑，促进了教育结构优化。

分类考试招生成为招生主渠道，“1+X”证书制度试点加快

推进，职业教育国家学分银行落地运行，“三教”改革持续深

化……我国职业教育改革举措频频出台。

“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已经构建起来。”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有关负责同志说，我国职教发展迈

入了提质培优、增值赋能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理顺教育链、人才链、产业链：人才培养迈向高质量

职业院校毕业的学生越来越优秀，越来越抢手了——这是不

少企业的真实感受。

近年来，深圳职业技术学院的毕业生中，超过 10%的专科生

进入到华为、腾讯、比亚迪等知名企业就业，2020 届毕业生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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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达 96.97%。海口旅游职业学校与 40 多家企业缔结校企战略合

作关系，争抢进校招聘席位的各类企业达上百家。

毕业生受欢迎，缘于培养质量的提升。对接重点产业优化专

业结构，强化工学结合、注重实训、模块化的教育教学活动，推

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一系列“组合拳”为社会培养高素质

技术技能人才奠定基础。

在湖南，从 2010 年开始，按照“标准化培训、高强度训练、

程式化管理”的模式，职业院校的专业教师都需要下到车间，培

训完毕之后进行考核，考核不合格的调离教学岗位。

近年来，职业教育培养了一大批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技术技

能人才，在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区域发展、服务脱贫攻坚、促进

教育公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职业学校开设 1300 余个

专业和 10 余万个专业点，基本覆盖了国民经济各领域，有力支

撑我国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

完善制度体系：架牢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四梁八柱

“十三五”期间，我国建立健全以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双

轨”运行为标志，以纵向贯通、横向融通为核心，同经济社会发

展和深化教育改革相适应的新时代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展望

“十四五”，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有关负责同志表示，

将加快构建高质量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技能型社会，推动职业教

育高质量发展。

据介绍，“十四五”期间，职业教育要做好制度建设三件大

事：一是建立职教高考制度。依托这一制度，把中等职业教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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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专科教育、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在内容上、培养上衔接起来。

二是健全普职融通制度，促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资源共享和

理念借鉴。三是健全国家资历框架制度，规定职业教育的学生和

普通教育的学生学习成果等级互换关系，进而规定在特定领域两

个教育序列的学生都享有同等权利。

此外，“十四五”期间，还要在促进体系有效运行支撑条件

方面加以完善，包括搭建产业人才数据平台，及时准确发布人才

需求预测，科学引导职业院校专业设置、招生规模和人才培养目

标定位；完善专业教学标准，深度开发以职业能力和学业水平为

核心内容的专业教学标准，为教学质量整体提升和建设提供制度

保障；支持产教融合型企业，探索建立基于产权制度和利益共享

机制的校企合作治理结构与运行机制；建立大学培养和在职教师

教育齐头并进的双轨制职业教育教师专业化培训体系；完善教育

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等。

“我们还要健全公平的升学和就业制度，确保职业教育轨道

学生在升学、求职、工作待遇、职务晋升等方面都享有与普通教

育轨道学生平等的机会。”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有关负

责同志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