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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职业教育吸引力与提高质量应互为前提。职

业教育吸引力越低，其提高质量就越困难。目前，就读

职业学校是绝大多数学生无法考取普通高中后的无

奈选择。学生及家长对教育类型的选择，归根结底反

映的是对教育培养质量与未来发展空间的综合认可

度。职业教育培养的生产、服务一线的劳动者，就业环

境、劳动强度与白领岗位相比不具比较优势，加上学

费价格和学生发展空间也不具优势，职业教育怎么会

有吸引力？而要提高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在社会层面，

需要拓展一线劳动者的可持续发展空间。从提高一线

劳动者的社会地位与经济待遇方面着手，强化就业准

入制度，保障受过职业教育、具有职业技能及技能证

书人群的基本权益，为一线劳动者的继续发展提供更

多的机会与平台。在教育层面，应真正把职业教育作

为整个教育结构和教育布局中的战略重点；要加大对

职业院校办学条件标准化建设的投入，改变目前仍有

部分省区职业院校学费高于同类普通教育的现象，使

职业教育具有价格竞争优势，提高其对学生的吸引

力。按照我国基本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发展目标，职业

院校办学条件应普遍达到比较高的标准，以改变目前

职业院校生均办学水平连年下降的现状。这个比较高

的办学标准，包括校舍条件标准、实践教学的仪器设

备条件标准、教师条件标准等等。应使职业院校办学

条件真正适应基本现代化的要求，而不仅仅停留在文

件上。建立一支比例合理、相对稳定的兼职教师队伍，

并不仅仅是补充专任教师不足的权宜之计，而是改善

教师队伍结构、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的重要措施。建议

政府部门加快完善制度，充分发挥兼职教师的作用，

逐步明确兼职教师的水平要求与比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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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发展、与人在职场中履历的

发展，联系最直接、最紧密。因此，职业教育应该纳入国

家的产业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政府应制定有力

的措施，促进职业教育在规模、体制和机制上与社会需

求相适应。职业教育可以从两端来共同努力。一端是用

人端，即在劳动力市场上进行努力。如鼓励或要求行业

主管部门在本行业中开展技能型人才的需求预测，制定

行业职业规划，制定行业技能标准；开展职业资格认证，

提高技能型人才的待遇和社会地位，在全社会形成“行

行出状元”的社会风尚；注重职业教育环境的建设，增强

职业教育吸引力，以此来引导、刺激职业教育的需求，激

发劳动者通过职业教育提升自己技能、发展自己履历的

愿望。另一端是培养端，也就是办学方的努力。比如根据

中国的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阶段的实际情况，根据人才

的需求情况，以及国家和家庭对教育投入的可能性。建

议加大职业教育在国民教育中的比例，并且在统筹中等

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同时，重视发展优质的

中等职业教育，不能让中等职业教育成为失败者聚集的

地方。在实施的途径上，注重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并重，

全日制和业余制并重，以体现终身教育的要求。以切实

有力的措施，鼓励企业接受学生的实习、实践，鼓励教师

在企业和学校之间流动、兼职或再学习。我国正处于工

业化和城镇化的重要历史阶段，目前全国有 1.4 亿农民

进城务工，还有 1.5 亿农民需要转移。随着产业结构的

调整升级，我国劳动力就业结构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仅

仅掌握初中文化知识，已经不能满足社会发展的新要

求。农村劳动力不论是就地向非农产业转移，还是向城

镇转移，如果接受了一定的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对于

其在劳动力市场上的价位“增值”、素质提高都将是一种

福祉。

职业教育应从两端努力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 严隽琪

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