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南财快评：切实提高普通高中招生比例，才能真正推动职业教育

1 月 24 号，陕西省两会上，陕西省人大代表周苏萍建议将普高招生比例提高到 70%-80%，将中职招生比

例降到 20%-30%，以解决中职招生比例必须占 50%导致的中考比高考还难的问题。如果这个问题不能解

决，未来十年家长们将要面对全国约一半的孩子上不了普高的现实。

针对此项政策，笔者经查阅资料发现，最早在 2002 年《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

（国发〔2002〕16 号）文件中，第二条中写到：“要以中等职业教育为重点,保持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

中教育的比例大体相当，扩大高等职业教育的规模”。

从国家政策来看并没有错，近十几年来我们都感受到我国对蓝领的需求很旺盛，但是招工却很难，供给短

缺。尽管过去几年蓝领工人一直在增长，但是增速却持续放缓，而需求依然在涨。所以不难理解，国家要

大力发展职业教育，职高强制分流，出于两个目的，一是提高国民受教育程度，二是培养职业技能人才。 但

在执行过程中，新闻爆出过不少地区强制要求本校成绩不好的孩子必须填报中专技校的要求，以达到默认

的普高职高一半一半的比例。甚至有些地区，为了完成这个分流比例，明明普高有能力招更多学生，也不

得不控制规模。从而导致中考分流成为义务教育结束后的第一次被迫分层。这种分层的出现会加剧教育发

展的不平衡，以及教育资源的浪费。

首先，从理论层面分析，过早分流对学生发展严重不公平。目前来看只有考上大学以后，接受高等教育才

有机会追求更高层次的教育从而改变自己的人生，我国的职高教育建设缺陷还十分大，如果孩子不能或者

更加难以再通过接受更高等的教育来改变自己的人生，那么社会的人们之间的差距就会越来越大，这对于



现在年仅 12 岁对自己的未来还十分模糊的初三的孩子来说是十分不公平的。初中生很多对人生和未来根

本没有清晰规划，这时候分流基本都是家长和老师意见。成绩不佳的学生考不上高中，迫不得已上中职，

但这些孩子中，其实很多不是学习能力弱，而是还没开化、没长成熟、贪玩导致的。尤其在小学初中时代，

女生明显占发育优势，差不多要领先两年，成绩也是最好，一直到高中，男生发育才追上女生，此时男生

发力，导致高中阶段男生成绩会赶上甚至超过女生，那么在中考阶段，很多男生直接就被刷掉了，基本上

没机会到高中再发力，只能直接以职高角色进入社会。 其次，从现实层面分析，现在的中职绝大部分质量

堪忧。中职教育在建国后曾经为国家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拥有过自己的辉煌。但是，伴随教育的不断升

级，一些中职办学的乱象这几年越来越突出，师资差，条件差。而且很多学校不注重教学，只把学生当“唐

僧肉”，赚国家补贴，赚工厂实习费等等。前段时间，媒体曝出，一个中职学生可以“卖”6 万元。过多

分流学生进中职，不仅使很多未成年孩子失去了接受好教育的机会。甚至很多学校送学生进工厂，名义上

是实习，事实上就是全工时上班，为企业提供廉价劳动力，学校赚“实习费”，这在法律上是否违反未成

年人保护法都值得探讨。现在存在的大量的低质运转的中职学校完全可以通过优胜劣汰或转轨普通高中教

育等途径在若干年中进行消化。中职教育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教育升级是历史必然。

最后，从国情层面分析，中国人口确实多，但高端人才其实一直不多。不可否认，我国现在发展中面临着

技术工人短缺的现实，国家急需蓝领人才。但是伴随国家经济层次的不断提升，产业的不断迭代更替，社

会各行各业对于中职层次的工人需求量会越来越少，对更高层次的技能人才需求会越来越多，国家未来的

职业教育必然是以大专乃至本科的层次为主。所以，减少中职层次的教育，基本普及普通高中教育，在高

中层次上开展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分流，既能够规避学生因为未成熟而无目的分流的问题，使分流更多

地建立在学生成熟自愿的选择基础上；又可以为职业教育奠定一个高素质的生源储备，培养更高水平的技

能人才。高端人才是典型的金字塔，是从无数普通人才成长过程中筛出来的，但现在这种中考制度直接把

一半人还未成长就先抹除掉了，考虑到中国每年的学生人数，这被抹除掉的未来的人才颇多，这种浪费才

是最大的浪费。

2015 年，联合国提出了 17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其中第四个目标就是教育公平和可持续发展。

如果不接受高等教育，在这个技术快速更新发展的社会，很难对自己专业未来有更高层次的认识和理解，

在等到自己仅在职高学的那门技术被淘汰之时，就失业了，被这个社会所抛弃。接受高等教育不只是为了

自己更高的学历追求和更好的就业选择，而是在高等教育中对这个社会和专业的发展有更加深刻的理解和

认识，从而能适应这个迅速发展的社会，而且这也是社会创新发展的源源不断的动力。虽然我们国家的高



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发展还是有很多的问题，但是让孩子接受高中基础教育从而通过高考这种把握更大的

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是十分必要的且十分重要的，而不应该就在中考这个还稚嫩的很的阶段就去定义每

个孩子的受教育权利。

当劳动分工和职业分别被贴上不同标签，才导致很多人有一个思维定式，将大学生和职高生区分开，认为

大学生不能做技工。但是，如果上大学和上初中、职高一样简单，便不会有职业歧视。教育在经济社会发

展中处于基础性、全局性、先导性地位，只有促进教育公平，整体国民素质的普遍提升，高学历人才比例

整体提升，人口素质才能大幅提升，量变才能产生质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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