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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职业教育是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一种教育类型，这一定位对职业教育发展具有重大

意义。它明确了职业教育在目标定位、性质特征、体系结构、实施路径、功能范畴等方面与普通教育的

不同：职业教育以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为目标定位；以契合教育和职业双重

属性为性质特征；以构建内部衔接、外部对接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为基本结构；以坚持产教融合、校企

合作为实施路径；以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并举为功能范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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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

一种教育类型”是《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开篇的重要论述。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定

位，既突显了发展职业教育的重大意义，也指明

了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据此，本文从职业教育

的目标定位、性质特征、体系结构、实施路径、功

能范畴等方面诠释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基

本特征。

一、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目标定位：培养

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

（一）我国职业教育的目标定位

法律层面定位。《职业教育法》规定：首先，“实

施职业教育必须贯彻国家教育方针”表明职业教育

要体现国家意志，贯彻国家教育方针政策是首位；

其次，“对受教育者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职业道德

教育”，明确了教育内容包括思想政治方向；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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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了“职业教育结果指向受教育者的职业技能

要求、职业道德、职业指导和全面素质的提升”。

政策定位。职业教育从国家政策层面的定位

有不同的时代背景。早期出现的高等职业教育的

人才培养目标定位有高等技术应用性专门人才、

高技能人才、高素质高技能专门人才、高端技能型

人才和发展型、复合型、新型的技术技能人才等。

不管是哪种定位描述都是指向技术或技能人才培

养，都要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中等

职业教育的定位则是一线的生产、服务技能人

才。总体而言，培养技术技能人才是职业教育的

基本定位，只是中职和高职有一定的层次区分。

（二）职业教育指向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教育类型不同首先决定于人才培养目标的独

特性。[1]若目标同质化，则无法独立成为一种类

型。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才可以分为认识

世界的人才和改造世界的人才。按人力资源在社

会活动过程中的主要功能可将人才类型划分为学

术型（或理论型、科学型）人才和应用型人才。职

业教育则主要培养工程技术和技能应用型人才。

技术型人才主要应用智力技能，而技能型人才则

倾向于操作技能。[2]因此，应用型本科主要针对工

程型人才培养，高等职业专科教育主要针对技术

型人才培养，中等职业教育主要针对技能型人才

培养。根据H·W·French 提出的职业带理论（Oc-

cupational Spectrum），他将工程领域中的技术工

人、技术员和工程师三种类型人才从左向右依次

分布在职业带的三个不同连续区域上（图1）。不

同区域代表理论知识与操作技能两个方面的不同

能力结构要求。越靠职业带左边，对操作技能要

求愈高，对理论知识要求愈低；靠右则反之。随着

技术的不断升级，促使职业带上三种类型人才的

结构与分布随之演化并向右移动（提升）。培养技

术工人的“技能教育 ”，培养技术员和工程师的“工

程技术教育”属于职业教育范畴。[3]

（三）职业教育人才目标定位的基本特点

一是层次性。如图2所示，职业教育从层次上

划分为初、中、高三等。职业教育的层次性不仅在

于学历、学位的区别，其根本区别在于各层次职业

教育培养人才所具备职业能力的内涵及程度高低

不同。

二是复合型。从人才培养方面分析，随着科

学原理进一步应用到技术领域，社会对复合型人

才需求日益增长。复合型人才主要包括具有两个

专业的知识和能力的人才类型。[5]高等职业教育

的目标定位尤其指向复合型人才培养。

三是动态性。职业教育专业人才培养必须实

现专业定位与职业发展对接、课程内容与职业标

准对接、教学内容与生产要求对接、毕业证书与职

业资格证书对接、职业教育与终身教育对接的“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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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接”。随着技术更新，职业岗位工作任务及能力

要求不断发生变化，显然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必须

随之变化，因此职业教育目标定位是随时代需求

动态调整的。

二、职业教育作为类型定位的性质特征：兼具

职业属性和教育属性的跨界性质

职业教育兼具职业属性和教育属性，这种跨

界性质使职业教育成为教育系统的重要类型之

一。职业教育正在突破传统的学校职业教育模

式，实现了学校、企业及其他社会主体的多元办学

形式；突破了传统的学校教育模式，实现了职业教

育与培训的并举。

（一）从教育属性到职业属性的跨界

职业教育是指受教育者可以从教育过程中获

取职业知识、技能和职业道德，其最核心、最稳定、

最突出的性质是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6]其属性

特征包括：一是教育性。它要符合人才培养的要

求，要向学生传授系统的知识，学生通过学习获得

系统的专业知识。二是人文性。职业教育要培养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和谐发展、职业道德高尚、

有人文关怀的职业人。三是职业性。职业教育培

养的是职业岗位人才，相应的培养内容具有很强

的职业性。职业教育要培养适应经济发展和社会

发展要求的人，是在国家法律、社会道德规范、职

业道德要求下培养学生的职业能力。四是实践

性。职业教育要培养应用型人才，应能解决职业

岗位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因而要侧重于实践能力

的培养，教学过程应突出实践性。

四个特征围绕着职业知识、职业道德、职业岗

位、职业培养进行，可见，职业教育不仅具有教育属

性而且具有强烈的职业属性。职业教育既要传授

知识，也要传授技能，千差万别的职业对应了职业

教育的跨界属性，职业教育的内容决定了其必须跨

越“知识与技能”之界。[7]职业教育按岗位和技术领

域设置专业，从人的发展及经济社会发展的双重需

求出发，与企业、行业、社会跨界融合，直接面向生

产、经营、管理和服务等工作岗位，并根据岗位需求

对学习者开展教育与培训，为行业企业培养人才。

（二）跨界性质决定了职业教育生源的多样性

职业教育不仅以智力为标准选择教育对象，

其跨界性决定其选拔标准的多样性。从教育的角

度要满足人们的多样化需求，从不同职业的角度

又决定了这样的需求是多样的。要满足企业对人

才需求的多样性，职业学校的生存之道是培养多

样性的人才，开展多样化的教育，这为职业院校拓

展服务范围、开设新的专业、增加各类生源、打造

自身特色、提高规模效应有积极的作用。[8]

根据Gordon Willard Allport（高尔顿·威拉德·

奥尔波特）、Hans J. Eysenck（汉斯·艾森克）、Ray-

mond Bernard Cattell（雷蒙德·卡特尔）等人的特质

理论，[9]人格特质是多样的，不同岗位需要不同特

质的人才，职业教育应该为不同人格特质的人提

供适合的教育，由此也决定了职业教育生源渠道

是多种的，可为人人出彩打开成功之门。在十三

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

报告》的主要任务中提出，高职院校今年大规模扩

招100万，创新完善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入学方式，

吸纳应届高中毕业生和退役军人、新型职业农民、

待业人员等报考。在高职扩招100万的背景下，职

业教育需要依据教育对象的多样性，在更加开放

公平的维度上为更多潜在的受教育者提供机会和

高质量的职业教育服务。[10]

（三）职业教育必须与企业合作，共同开发人

力资源

职业教育不是一次性的就业教育，它还包含

了在职或职后学习，是持续开发人力资源的开放

性教育。随着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人的职业、岗位

会发生经常性变动，必然要求人经常地、不断地、

终身地接受职业与技术教育或培训。

根据舒尔茨人力资本理论，同等条件，教育程

度越高，所创造价值越高。通过教育，可以促进经

济增长，也就是说，教育可以改变劳动者的知识和

能力结构，提高个人收入，使社会分配不断趋向于

平等。同时，企业加大人力资源投资，可以更加有

效调动人的积极性，促进其潜能发挥，发挥人的创

造性。毋庸置疑，职业教育能够使受教育者获得

知识和技能，提高收入，同时，职业教育和培训是

一种终身性的教育，仅靠职业院校无法培养社会

所需人才，学校应该积极与企业合作，实行“校企

合作、产教融合”等“校企联姻”的“跨界教育”，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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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教育与培训，校企合作共同为社会培养人才，提

高人力资源水平。

三、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体系结构：内部

衔接、外部对接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一）职业教育有完整性的体系结构

自成体系是类型教育的基本特征。[11]我国职

业教育体系从层次结构来看包括了初等教育阶段

的职业启蒙教育、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及

正在试行的更高层次职业教育。从办学类型结构

来看包括政府办学、企业办学和社会办学。从办

学形式结构来看包括全日制教育与非全日制教

育，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当前，职业教育体系建

设仍在继续推进，以职业教育与培训为内容，不断

完善各级各类职业教育实践形式，持续推动现代

职业教育体系的完整性。

（二）以开放性与闭合性明确职业教育边界

不同层次职业教育的衔接与贯通，通过开放

与闭合明确了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边界。[12]

第一，通过中高本衔接，构建职业教育系统的闭环

模式，形成类型属性。打通职业教育内部上升通

道，通过中高职衔接、高本衔接、中职本科衔接等

多路径，实现高职院校、应用型本科院校和中职学

校之间招生的衔接畅通，构建职业学校学生成长

通道。第二，通过职普融通机制的创建，搭建起普

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的桥梁，以开放融合的方

式构建类型边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

（2014—2020年）》提出：“普通学校和职业院校可

以开展课程和学分互认……普通高等学校可以招

收职业院校毕业生，并与职业院校联合培养高层

次应用型人才。”通过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互认

与融通，使职业教育具有与普通教育同等的类型

身份。第三，通过育训结合，实现职业教育与人力

资源市场直接对接。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完善

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我国现代职业教育的发展，需要同时推进学校职业

教育、职业培训的共同发展，“畅通一线劳动者继续

学习深造的路径……建立在职人员学习—就业—

再学习的通道，实现优秀人才在职业领域与教育

领域的顺畅转换”[13]。国家通过1+X证书制度加快

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互通衔接，实现学

历教育与培训并重。通过不断完善职业教育的

内、外部衔接机制，推动构建完整的现代职业教育

体系，提供了我国职业教育服务发展的多元化、独

特性实践路径。

（三）实行“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职教高考

制度

职教高考制度以职业教育制度体系类型化，

充分体现和巩固了职业教育的类型特征。“人人皆

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要求职业教育构建丰富的

人才成长路径。理顺职业教育的内部衔接通道，

中职、高职、应用型本科贯通起来，考试招生制度

至关重要。2019年，国务院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

革实施方案》（国发〔2019〕4号）明确提出了“建立

职教高考制度，完善‘文化素质+职业技能’的考试

招生办法”。职教高考可有效解决教育评价导向

问题，实现了高考制度体系的进一步类型分化，通

过考试内容、生源对象的差异，明确了高职院校与

普通本科院校之间的类型差异。

四、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实施路径：坚持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发展之路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知行合一是

实施职业教育的基本路径。

（一）经济和产业发展需要职业教育产教融合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转变和发展，

职业学校与行业、企业的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同

时随着近年人口红利的逐渐消失，以及我国产业

转型升级的不断推进，人力资源和劳动力市场的

技能不匹配问题变得更为突出，走产教融合之路，

校企合作共同培养人才，实际上是校企双赢发展

的需要。

在此背景下，市场化办学成为职业教育改革

发展的方向。目前，我国职业教育办学模式，越来

越明显地呈现出产教融合的特征。一是在办学主

体上，要求政府部门不断深化“放管服”改革，发挥

市场在职业教育资源配置中的重要作用，形成行

业、企业多种社会资本为主体的多元化办学格局；

二是在体系建设上，不断完善服务终身教育和大

众化教育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三是在办学形式

上，将更多的办学形式纳入职业教育体系，并对其

学习成果进行有效的认定、积累和转换；四是在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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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建设上，在职业教育改革关键环节不断构建和

完善制度体系，包括规范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型企

业认证、教师下企业实践以及校企人员双向流动

等制度。

（二）企业在职业教育中发挥重要主体作用

在我国，职业学校是职业人才培养的主导者

和实施者，企业参与程度一直相对较低，但依世界

各发达国家职业教育发展历程和态势来看，行业

企业参与度应逐渐提高，企业培养所需人才的作

用应更加突显。

在我国职业教育传统的校企合作中，学校具

有绝对的主动性，以实习作为校企合作的最主要

形式，企业较少考虑技能人才培养的客观规律。

而近年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实践表明，企业积极、

深入参与校企合作对于产业转型、提升校企融合

有积极意义：一是将代表先进生产力的产业先进

技术元素融入教育教学过程，尤其是把职业岗位

关键要求和技术转化为教学要素；二是将体现精

湛技艺、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等产业优

秀文化元素融入教育教学过程，促进职业理念、职

业素养、职业技能、职业精神融于一体，引导学生

形成正确的价值观；三是将产业发展需求融入专

业建设与教育教学过程，促进职业院校专业教学

革新和服务能力提升，体现了职业教育的行业性、

地方性特征。

五、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功能范畴：学历

教育和职业培训并举

职业教育具有学历教育的功能，但更要发挥

职业培训的功能，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并举，为学

习型社会构建和终身教育服务。

（一）在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领域同时发挥作用

完善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体系是新时代职业

教育改革的重点，职业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并举

也是《职业教育法》的要求。除传统意义上的学校

教育外，职业培训也是职业教育的重要任务，有助

于国家人力资源开发和劳动者终身发展。职业教

育要充分发挥学校教育的硬件资源和教师资源优

势，面向行业企业，走出学校外，进社区、企业，不

断扩大社会培训的范围、种类，及时适应社会发展

需要，在学习型社会建设中发挥积极作用。

（二）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服务终身教育

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更加突出职业技能培

训的作用，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人

的生存和发展是终身的，终身学习也是时代所需，

终身职业培训体系建设是国家人力资源开发战略

的重要内容，职业教育有助于解决我国现代化建

设过程中劳动者个体的终身学习和培训需求。学

习者的学习经历和成果需要通过建立健全的国家

学分银行制度，用学分银行来存储记录，从而构建

终身学习和培训的制度保障体系。因此职业教育

肩负着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的双重功能，在国家

资历框架建立、学分银行建设方面发挥着不可或

缺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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