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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全

面深化改革的第一年，也是民办教育事业发展不平凡

的一年。这一年，各级各类民办教育呈现不同发展趋

势，全国有民办学校近15万所，在校生近4100万。

民办职业教育迎来机遇。国务院出台《关于加

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积极支持各类办学

主体通过独资、合资、合作等多种形式举办民办职

业教育，为正在遭遇生源危机的民办中职、高职带

来契机。

民办高等教育转型升级。教育部批准26所民办

高职升格为本科，8所独立学院转设为民办本科高

校。10多所民办本科高校积极响应国务院常务会议

提出的转型要求，加入应用技术大学改革试点。

一元复始万象新，锐意改革筑新梦。2015年是

民办教育发展的又一关键期。世界银行公布的一

份报告显示，中国小学到大学的学生人数占世界的

17%，但是教育市场价值只占2%，未来几年中国将

是全球增长潜力最大的教育与职业培训市场。展望

新的一年，我们充满期待。

一是期待民办教育治理法治化。党的十八届

四中全会开启了依法治国的新征程，在教育领域

最核心、最本质的要求就是依法治教。面对法人属

性、产权归属、分类管理、教师保障等诸多长期制约

民办教育发展的深层次体制障碍，亟须加强顶层设

计，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入推进民办教育综合

改革，破解现行法律法规相互冲突、政府管理“越

位”“错位”等难题，为民办教育发展创造公平的外

部环境。

二是期待政府支持举措常态化。政府支持和政

策创新是民办教育发展的不竭动力。无论是国务院

办公厅批准的11个地区12个民办教育改革试点初

显成效，还是陕西、上海、浙江等地民办教育的持续

快速发展，抑或温州“1+14”民办教育新政广受好

评，均得益于各级政府的重视和不断的政策供给。

期待政府进一步加强责任担当，稳妥推进分类管

理，公平对待不同类型学校，让民办学校共享公共

财政的阳光雨露，让民办学校师生共享国民待遇。

三是期待民办学校办学特色化。面向市场，是民

办教育与生俱来的基因；提供选择，是民办教育区别

于公办教育的本质特征；办出特色，是民办教育生存

与发展之本。未来一段时间，民办学校将迎来分层加

剧、大浪淘沙的转型期，唯有提高质量、办出特色、规

范管理、诚信办学，努力提供优质、高效、选择性、多

样化、有特色的教育服务，才能赢得立足之地。

鼓励引导社会力量兴办教育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民办教育研究院院长、上海市教科院副院长  胡卫

对职业教育新常态的寄语与期盼

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研究员  姜大源

由美国太平洋基金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提出

的“新常态”一词，成为近年来最重要的经济术语。

回首即将过去的2014年，经历了全球经济的波谲云

诡、错综复杂的局势，面对2015年，中国经济也将走

向“新常态”：从重视规模速度的粗放型经济，走向

更加重视质量效益的精致的现代经济。在中国经济

“新常态”的情况下，在适当放缓经济增速、着力产

业结构调整、实现经济方式转变的同时，又要守住

底线。其中一个重要的底线就是就业。就业作为最

大的民生，要确保不出现风险，这就要求保持经济

的适度增长，以确保就业稳定，守住底线。由此，建

立更加有效的就业监测和信息发布体系，强化职业

教育和职业培训，就成为中国职业教育在新常态下

的一个不可替代的历史使命。

为不辱使命，中国职业教育的发展与改革是否

也应有一个新常态的思维呢？

在新常态下，寄语并期盼中国职业教育能在一

个更加法治的环境下运行。《职业教育法》的修订将

是职业教育走向法治运行新常态的一大契机。1996

年颁布并实施的《职业教育法》已经18个年头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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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法》18年实施过程中，一个突出的问题是

如何解决好行业、企业参加（而不仅仅是参与）职业

教育的问题，如何发挥行业、企业举办职业教育的

积极性的问题。为此，要破解行业、企业在职业教育

发展与改革进程中的“失语”和“失为”现象，希望正

在参加修订的《职业教育法》的各位同人，一定要

“跳出教育看教育，跳出学校看学校”，要给予符合

条件的企业以教育机构的地位，要将企业举办的职

业教育逐步纳入国民教育体系。这样，职业教育的

机构就会从传统的只有学校这样一种机构，扩展至

现代的还有企业作为教育机构的加入。而行业协会

的设置，应该将其看作企业自我管理的代表机构，

必须在法律制度上赋予其监督、管理职业教育的职

能以及相应的法律地位，这是符合市场发挥决定性

作用的总原则的。在这方面，德国有很好的经验可

以借鉴。德国的经验表明，所有的企业都有资格开

展职业培训，但并非所有的企业都有资格开展职业

教育。只有有着社会担当，符合德国《联邦职业教育

法》的规定并经过行业协会审查且被批准了的企

业，才能开展职业教育。这些具有职业教育资格的

企业，被命名为“教育企业”，在德国目前只占企业

总数的四分之一，因而具有极高的社会地位。而德

国行业协会关于职业教育的8项法律职能，为德国

职业教育的运行提供了有效保障。

在新常态下，寄语并期盼中国职业教育能在一

个更加科学的框架中发展。《国家资格框架》的构建

将是职业教育走向科学发展新常态的一大平台。长

期以来,职业教育的发展饱受两个制约：一是用人的

劳动制度与育人的教育制度的分离，不仅表现为劳

动人事部门与教育行政部门在职业教育管理职能上

的交叉，而且表现为劳动市场的用人需求与职业教

育的育人供给的脱节。二是职业资格证书与教育学

历证书的分离，存在两套体系：一为教育属性的学历

证书，由教育部门颁发；其二为职业属性的职业资格

证书，由人社部门颁发。其弊病为：一是劳动制度与

教育制度的分离，必然导致职业教育的办学缺乏劳

动市场与职业预警的有效调控引导，劳动市场的信

息资源、学校的教育资源与行业企业的实训资源无

法综合配置。二是教育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的

分割，导致一方面职业资格证书名目繁多，就业选择

难以适从；另一方面职业资格证书与教育学历证书

不能实现等同或等值，这就很难对经济和社会发展

所需要的职业人才予以科学的评价、认定和合理的

使用。在这方面，欧洲建立《欧洲资格框架》的经验值

得借鉴。这一框架的实质就是一个人力资源的标准。

《欧洲资格框架》的建立和实施，为欧洲46个国家的

人员，在欧洲范围内自由的学习与就业的迁徙，提供

了制度保障。作为与我国联系最为紧密的东盟10国，

也正向欧洲学习，即将建立《东盟资格框架》。从地缘

政治出发和外交新常态的角度，我们也必须抓紧建

立我国的《国家资格框架》，并在此基础上，主动参加

和参与《东盟资格框架》的建立。

在新常态下，寄语并期盼中国职业教育能在

一个更加理性的方向上前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

建立，将是职业教育走向理性前行新常态的一大战

略。面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升级版，需要一个配套的

职业教育升级版。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应运而生。但

在建设过程中仍存在误区。一是认为现代职业教育

体系主要是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和本科以上层次的

职业教育，因而中等职业教育就没有必要存在了。

试想若把初始就业年龄提高到24岁以后（本科后），

请问中国制造谁来制造？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

立，要为所有“蓝领”打通一个上升通道，但并不意

味着要使每一个“蓝领”都变成“白领”，而是要使所

有“蓝领”都具有与“白领”同等的社会地位和同等

的社会价值；更要为所有“蓝领”在服务发展、促进

就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下，给予其“随时出去、随

时进来”的学习机会，以实现工作与学习之间有机、

畅通的衔接，使每一个“蓝领”都能伴随科学技术发

展和经济社会的进步，在职业生涯中有深造机会，

以通过多种途径提升自身价值，实现“人人皆可成

才、人人尽展其才”。二是认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就

是现代职业学校体系。国际上，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都包括三类教育：正规教育，就是常说的职业学校

教育；非正规教育，就是常说的职业培训；非正式教

育，就是常说的自学、网上学习、在线学习等教育形

式。所以，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话语范畴，要跳出学

校教育体制来谈问题，要更加突显职业教育与经济

转型升级的紧密关系。这方面，世界经济合作组织

的措施值得借鉴。该组织一直关注15岁到24岁年龄

组接受职业教育及其就业情况，因为社会上绝大多

数职业的初始就业年龄就在这一年龄段，是社会从

业的中坚力量，是一个国家最年轻、最活跃的劳动

群体，是许多产业领域里不可或缺的职业群体，更

是一个国家社会经济稳定的基本力量。

新年伊始，对职业教育新常态应有之义的寄语

与期盼，是一种解读，是一种思索，也是一种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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