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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职业教育工作。6月23日，习近平

总书记专门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长达417个字的重要批示，明

确了职业教育的战略地位、时代重任、发展方向、支持重点、

各级党委政府职责，强调要高度重视、加快发展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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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23-24日，国务院召开了新世纪第三次全国职业教育

工作会议，李克强总理接见全体会议代表并发表重要讲话，

提出职业教育要服务产业升级，提高职业技能和培养职业精

神要高度融合，要用改革的办法发展职业教育；刘延东副总

理、马凯副总理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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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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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职业教育的高度重视和关心

，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这次

会议，领导重视前所未有，改革力度前所未有，部门协作前

所未有，参加会议的人数达到了数万人，中央部门达到60家

，意义重大而深远。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会议精神，是当前和

今后一个时期职业教育战线的中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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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2013

年，中等职业学校年招生数和在校生数，分别占高中阶

段教育的45.06%、44.00%；高等职业院校年招生和在校

生数分别占高等教育的45.5%、39.45%。 

    另有非学历教育注册学生5593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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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全国职业教育情况统计 

  学校数（万所） 年招生数（万人） 在校生数（万人） 

全国职业院校共计 1.36 993.16 2896.61 

中等职业学校 1.23 674.76 1922.97 

高等职业学校 0.13 318.4 973.64 

一、职教情况和职教重点突破 



    其中：组建了基本覆盖国民经济各门类的59个行业职

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定期举办产教对话活动，形成了

教育与产业界共同发展职业教育的组织机制。 

    推进集团化办学，已建职教集团654个，覆盖所在行业

90%以上的学校，完善了院校治理结构和政府决策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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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新常态”重大战略

判断，强调要“进一步增强信心，适应新常态，共同推

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中央明

确提出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充分体现了时代发展的

要求和人民群众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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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职教情况和职教重点突破 



    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旨在推动职业教育深化改

革创新，核心是要统筹发挥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

作用，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加快发展与技术进步、生产

方式变革和社会公共服务相适应、产教深度融合的现代

职业教育，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推动职业教育与经

济社会同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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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职教情况和职教重点突破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牢牢把握服务发展、促进就业

的办学方向，深化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各层次各类型职业教

育模式，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坚持工学结合、知行合

一，引导社会各界特别是行业企业积极支持职业教育，努力

建设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李克强总理指出，“要用改

革的办法把职业教育办好、做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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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职教情况和职教重点突破 



    这些都为今后一个时期，统筹各级各类职业教育发展，

提出了明确的方向。要把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作为推动教

育结构战略性调整、创新国家基本教育制度的重要举措。 

    一是要深刻领会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重要意义。这是

职业教育的办学方向，是产业升级、学生就业、人人过上美

好生活的客观要求。要坚持五个对接，切实服务经济社会发

展和人的全面发展。 

    二是要用改革的办法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充分发挥好政

府和市场两方面的作用，着力在办学、管理、学校、用人等

体制机制方面，取得实实在在的突破。 12 

一、职教情况和职教重点突破 



    三是要突出多层次和多类型教育模式创新。推进中

职、专科、本科、研究生各层衔接，注重学校教育、职

业培训等多型并举。 

    四是要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知行

合一。这是职业教育的本质规律，必须落实到各级规划

和教学改革之中，贯穿育人全程。 

    五是要发挥政府的作用。运用政策等杠杆引导行业

企业积极支持职业教育。 

    六是要突出中国特色。立足国情因地制宜发展职业

教育，走出中国道路。 13 

一、职教情况和职教重点突破 



    作为会议精神的集中体现，《决定》《规划》明确

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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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突破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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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职教情况和职教重点突破 



    一是创新了现代职业教育的科学理念。提出职业教

育要适应技术进步、生产方式变革、社会公共服务的需

要，为生产服务一线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

要强化职业教育服务国家技术技能积累与创新的作用。

这就明确了职业院校也包括应用技术类型本科院校，人

才培养定位是培养技术技能人才，办学使命是为国家进

行技术技能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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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职教情况和职教重点突破 



    二是明确了职业教育发展目标。到2020年形成适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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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职业教育是与经济

社会深度融合的教育，是体现终身教育理念的教育，是

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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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职教情况和职教重点突破 



    三是确立了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的战略安

排。提出推动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同步发展，实现职业

教育与经济社会同步规划，与产业建设同步实施，与技

术进步同步升级。发挥教育和产业两个领域、学校和企

业两类主体的积极性，健全企业参与制度，鼓励行业企

业举办或参与举办职业教育，发挥企业重要办学主体作

用；加强行业指导、评价和服务，通过授权委托、购买

服务等方式，把适宜行业组织承担的职责交给行业组织，

给予政策支持并强化服务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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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职教情况和职教重点突破 



    四是科学定位了各层次各类型的职业教育。强调中

等职业教育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基础，高等职业

教育承担着调整高等教育结构的重要任务，专科、本科

层次职业教育要着力培养技术技能型、应用型的人才，

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要以职业需求为导向、以实践能力

培养为重点、以产学结合为途径改革创新培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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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职教情况和职教重点突破 



    五是全面打通了“人人皆可成才”的上升通道。打破制

约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玻璃天花板”，为学生多次性选择、

多样化选择、多路径成才搭建“立交桥”。深化考试招生改

革，打通和拓宽职业教育学生从中职、专科、本科到研究生

的上升通道。加快职业教育与人力资源市场的开放衔接，为

受教育者在职场和校园之间流动转换提供便利。 19 

打破天花板 
搭建立交桥 

一、职教情况和职教重点突破 



    六是重申了现代职业教育的就业导向。提出现代职

业教育体系的主要任务是服务发展、促进就业，基本特

征是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模式是工学结合、知行

合一，培养目标是职业精神与技术技能高度融合，实现

路径是推动专业设置与产业需求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

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毕业证书与职业

资格证书对接、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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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职教情况和职教重点突破 



    七是提出了职业教育多元化办学的新格局。多元主

体办学，引导行业企业、社会团体、科研机构、公民个

人积极参与举办职业教育。多种形式办学，鼓励发展股

份制、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探索公办和社会力量举办

的职业院校相互委托管理和购买服务的机制。多种渠道

筹措资金，政府建立与职业教育特点相适应的财政投入

制度，整合各类资金统筹用于职业教育。多种来源建设

教师队伍，学校编制内教师、政府购买服务岗位教师、

企业兼职教师、社会聘用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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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职教情况和职教重点突破 



    八是创新了职业教育的治理体系。实现职业教育现

代化，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要率先现代化，主

要是要处理好政府、学校、社会的关系。加快政府职能

转变，加强对职业教育的宏观管理、统筹协调和分类指

导。完善职业院校治理结构，推动职业院校依法制定体

现职业教育特色的章程和制度。推进集团化办学，鼓励

院校、行业、企业、科研机构、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组

建职业教育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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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职教情况和职教重点突破 



2011年全国职业教育经费统计图 23 

二、当前职业教育的现存问题 

     （一）社会力量投资职业教育分量不足 



    由此可见，在我国，社会力量投资、兴办职业教育

的氛围并未形成，政府一家独大的投资方式难以确保职

业教育有充足的经费保障，从而将在一定程度上制约职

业教育事业的健康发展。 

    ——拓展职业教育经费来源渠道，建构多元化办学

体制是破解经费短缺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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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前职业教育的现存问题 



    （二）双师型师资紧缺 

    2010年，我国中职院校专任教师总数为68.1万人，

双师型教师为14.54万人，占比为21.35%；2012年，中职

院校专任教师总数为68.41万人，双师型教师为17.23万

人，占比为25.19%。 

    虽然双师型教师的数量和占比都有所增加，但仍未

达到2010年颁布的《中等职业学校设置标准》规定的双

师型教师不低于30%的标准。拓宽双师型教师来源渠道，

吸引行业企业技师进入双师型教师队伍是解决双师型教

师紧缺问题的有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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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前职业教育的现存问题 



    （三）教学实践设施设备不足 

    《中等职业学校设置标准》（2010）规定：工科类

专业和医药类专业生均仪器设备价值不低于3000元，其

他专业生均仪器设备价值不低于2500元。 

2010-2012年生均仪器设备价值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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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份 全国平均值 东部 中部 西部 

2012 3065 3818 2672 2478 

2011 2596 3370 2178 2022 

2010 2331 3200 1761 1815 

二、当前职业教育的现存问题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我国职业学校教学设施设备不足

的问题尤其是中西部地区设施设备紧缺的问题已成为困扰

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瓶颈。配置完备的设施设备和实习实

训场所是提高职业院校教学水平和质量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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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前职业教育的现存问题 



    （四）教育管理理念滞后 

    职业教育立足于经济发展，同时又高于经济发展。

应经济发展趋势，调整专业课程设置，为未来经济发展

提前培养实用和适用型技能人才，实现人才供需的无缝

对接。 

    这就要求职业院校的管理者要善于洞察社会经济发

展、产业优化升级对人才的需求，尤其是预先调整专业

课程设置。防微杜渐、未雨绸缪。并具有现代化管理理

念和意识，擅长化缘，为学校争取丰厚发展资源。如捐

资助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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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前职业教育的现存问题 



    但不少职业院校管理者的管理理念相对滞后、市场

经济意识淡薄，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职业教育的发展。 

    首先，专业设置与市场需求脱节。麦可思研究院：

在2009年出现就业红牌警告的专业，如临床医学、法律

文秘、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国际金融、工商管理、法律

事务、汉语言文学教育、计算机应用技术、电子商务等

专业，在2013年仍成为就业前景最不看好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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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前职业教育的现存问题 



    其次，重理论轻实践，难以培养应用技能人才。 

    ——一大型通讯企业对新招聘的职业院校毕业生采

用末位淘汰法，一年竟淘汰掉了其中一半的员工。 

    乌帕塔尔大学机械工程系教授德雷尔曾指出，中国

的职业培训过于重视理论和模仿，而德国重视的独立解

决问题的能力在中国的教学中几乎没有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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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前职业教育的现存问题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单一化的职业教育办学体

制，已成为制约我国职业教育健康发展的桎梏。 

    ——积极引导社会力量办学、探索多元化办学体制，

是解决职业教育经费不足、双师型师资紧缺、教学设施

设备陈旧以及管理理念滞后等问题的内在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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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当前职业教育的现存问题 



    混合所有制是不同经济所有制按照一定原则实行联

合生产或经营的经济形式。它作为在改革开放中形成的

特殊形态的股份制，是被实践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公有

制的实现形式。 

    ——利用混合所有制集聚社会力量的独特优势大力

发展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具有一定的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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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构混合所有制的可行性 



    （一）混合所有制：集聚社会力量的有效途径 

    打破行业、部门以及不同所有制的限制，按照市场

价值规律将社会闲散的资金和生产要素聚合运作并进行

优化配置，是盘活国有资产存量的有效途径。 

    混合所有制在迅速聚合资金和生产要素方面具有单

一所有制不可比拟的优势；同时，它还能推动资产所有

权的流动，优化资产的存量和增量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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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构混合所有制的可行性 



    截至2012年底，在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 

    ——私有经济资产总额占56%， 

    ——外资经济占21%， 

    ——国有经济占23%。 

    由此看出，混合所有制已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

部分，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是社会经济发展有效选择。 

    正如厉以宁所言，“除了极少数行业是国家独资和

控股以外，混合所有制是今后发展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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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构混合所有制的可行性 



    据统计，我国目前民间闲置资金高达10多万亿元，

还有20多万亿元的民间存款沉淀在银行。广东省民革副

主委刘纪显也曾指出，2010年广东省的社会闲散资金有

4000亿元。说明庞大的民间资本还没有真正发挥作用，

正在伺机寻找各种投资途径。 

    而2013年6月推出的余额宝，则在短短9个月时间内

吸引8100万用户，产生29.6亿元的总收益。 

这表明大量民间资本正在寻找或拓宽投资 

渠道，也为发展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创造 

了现实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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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构混合所有制的可行性 



   （二）混合所有制：教育发展中的成功尝试 

    ——2010年，洛阳市推进股份制合作办学，允许非

义务教育公办学校将学校资产作为公有股份，与社会组

织或个人合作组建股份制学校，从而激发了洛阳民间投

资热情。仅2011年，洛阳市就引进民间资金13.2亿元，

新建各类民办学校91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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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构混合所有制的可行性 



    ——2013年，温州市出台《加快推进民政综合改革

的若干意见》，明确规定民办学校的出资财产属于出资

人所有，可以转让、继承、赠与，允许出资人取得一定

的合理回报。全年全市新增进入教育领域的民间资金高

达20亿元。 

    ——潍坊市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快发展民办教育的

意见》，鼓励发展混合制民办教育等举措，有效吸纳社

会资金对教育事业的注入。2013年，潍坊市政府投入4.5

亿元，吸引和撬动了30多亿元民间资本投入教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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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构混合所有制的可行性 



    这充分说明，在教育领域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是被

实践证明了的行之有效的办学方式。 

    它通过发挥四两拨千斤的功效，可以有效吸纳社会

力量投资兴办教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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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建构混合所有制的可行性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2月26日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提出引导支持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探索发展混合所有

制职业院校的重要部署。近期国务院颁布的《关于加快发

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指出，探索发展股份制、混

合所有制职业院校，允许以资本、知识、技术、管理等要

素参与办学并享有相应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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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构混合所有制的必要性 



    （一）混合所有制可以盘活社会资金 

    ——企业通过投资入股的方式享有参与职业院校专

业课程设置的话语权，能获得满足企业需求的具有一技

之长的技术技能人才。 

    ——社会团体和个人通过投资职业教育同样也可以

获得相应的股权或收益，从而调动社会团体和个人投资

兴办职业教育的积极性。 

    盘活数以亿计的社会闲散资金，有效解决职业教育

经费不足的瓶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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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构混合所有制的必要性 



    （二）混合所有制可以突破人事制度壁垒 

    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允许知识、技术作为重要的生产要

素参与办学并享有相应收益。 

    ——具有一定技术和技能的技师、能工巧匠，可以凭借

自己的知识和技术投资入股，按股分享收益或者参与管理。 

    ——职业院校的普通教师为了能凭借自己的知识和技术

投资入股，便开始注重于双师型教师资质的努力与获取。 

    通过这两种途径，最终有效破解职业院校双师型教师紧

缺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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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构混合所有制的必要性 



    （三）混合所有制可以推进学生实习实训 

    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允许生产要素参与办学并享有

相应权利。 

    ——企业便可以将自身的设施设备、场地作为参与

办学和投资入股的资本。 

    从而解决职业院校教学设施设备不足和陈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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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构混合所有制的必要性 



    （四）混合所有制可以提高管理水平 

    混合所有制职业院校允许知识和管理等生产要素参

与办学并享有相应权利。 

    可以有效吸纳企业界、学术界等社会各界具有一定

管理知识和水平的人才组建完善的管理团队，从而提高

职业院校的管理水平和办学质量，优化专业课程设置、

教育教学方式，最终解决职业院校管理理念滞后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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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构混合所有制的必要性 



    集团化办学是我国职业教育在实践中不断探索发展

出来的一种符合职业教育发展规律、具有中国特色的职

业教育办学模式。在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进程中，

集团化办学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和良好的发展前景。 

    1999年以后，浙江、江西等地先后制订了专门关于

支持职业教育集团发展的政策，开始成批建立职业教育

集团。 

 

44 

五、混合所有制——职教集团的有效选择 



    2005年，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

明确提出：“推进公办职业学校资源整合和重组，走规

模化、集团化、连锁化办学的路子”。 

    2010年底，全国共建立444个职业教育集团，参与的

院校达3000多所。 

    2013年，全国共建立654个职业教育集团，其中包括

5445个中职、1880个高职和398个本科院校；包括政府部

门为1596个、行业协会为1514个、企业为1.75万个、科

研机构为785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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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混合所有制——职教集团的有效选择 



    全国职业教育集团为集团内企业培训职工人数为

463.59万人，到集团内企业就业人数为130.96万人，集

团内企业订单培养人数为104.75万人,到集团内企业实习

人数为203.78万人。 

    教师到集团内企业实践人数为13.07万人，集团内企

业人员到学校兼职人数为7.82万人；集团内共享实习实

训设备资产总值1499.61亿元，集团内企业对学校实训基

地建设资金投入总数62.66亿元，集团内校企联合开展生

产技术攻关项目数为9539个。集团内校企合作产生的直

接经济效益136.31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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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混合所有制——职教集团的有效选择 



    实践和理论研究表明，集团化办学对于发展现代职

业教育，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但是基于责权利不对等性，即参与职业教育集团的

企业难以从中享有应有的权益，导致企业参与职业教育

集团的动力不足。 

    据统计，2013年，我国共有企业1503.82万家，参与

职业教育集团的企业仅为1.75万家。绝大多数企业没有

参与。如果调动企业参与的积极性，职教集团具有巨大

的发展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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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混合所有制——职教集团的有效选择 



    混合所有制——职业教育集团发展的有效选择。 

    ——通过建构混合所有制，确保企业参与办学所应

享有的权利，在责权利对等的情况下，必然激发行业、

企业参与办学的激情和动力。 

    ——通过建构混合所有制，吸引企业参与办学，解

决学校经费短缺、设施设备不足、双师型教师短缺以及

学生就业质量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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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混合所有制——职教集团的有效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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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 谢 大 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