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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教科研是职业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教育决策科学化、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实现高质量发展，迫切需要职教科

研把握时代脉搏和教育规律，提供有效供给，满足事业发展需要。

作为我国唯一的国家级职教科研专门机构，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

中心研究所在全国职教科研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协调和组织作

用。日前，记者专访了中心研究所所长王扬南，了解我国职教科

研的现状、不足及改进建议。



Q1

记者：能否请您介绍一下我国现有的职教科研机构，这些科研机

构能否承担起支撑职教高质量发展的重任？

王扬南：我国职教科研机构目前已实现三级建设、省级覆盖。我

们中心所作为国家级职教科研机构，为国家职业教育管理与决策

提供服务支撑。省级职教科研机构基本实现全覆盖，全国 31 个省

（自治区、直辖市）中有 29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设有省级职

教科研机构，部分省份建立了地市级职教教科研机构。此外，我

国还有参与广泛的群众性学术研究网络，如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

会、中华职业教育社等。普通高校是职教科研的主力军，一批知

名大学构建了层次完整的职业技术教育学学科体系，培养了大批

专门从事职教科研的人才。职业院校也是职教教学研究的主战场，

1400 多所高职院校普遍设立了专门的职教研究机构。行业企业的

深度参与是职业教育的重要类型特色，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

员会是行业企业深度参与职教科研的桥梁和纽带。

尽管我国职教科研体系已初步形成，但距离全面覆盖、立体贯通、

分工明确、优势互补的体系尚有差距。还有省份未设立职教科研

机构，地级市没有职教教科研机构的还很多，县一级则基本没有

专门的职教教科研机构，也没有职教教研员编制。各省职教科研

机构普遍存在专职人员编制不足、专业化水平不高、结构不合理

等问题。



针对目前我国职教科研机构不完善的问题，我们建议进一步强化

组织机构建设，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地级市应设立专门的

职教教科研机构，县（市、区）应有专人负责。有条件的地方应

独立设置职教科研机构，暂不具备条件的地方在教育事业单位内

设机构。专科层次、本科层次的职业学校应建立专门的职教科研

机构，中等职业学校应有专人从事职教科研工作。

此外，科研协同机制建设也有待加强。职教科研跨界性强，因此，

需要完善全国职教科研院所联席会议制度，支持高水平大学与中

央及地方职教科研机构建设学术共同体，支持职教科研机构、职

业学校、行业企业、学会社团共建一批职教科研协同创新中心，

合作开展重大项目攻关。

Q2

记者：当前我国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职业教育作为与

经济社会结合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职教科研工作者如何准确把

握这些变化，以高质量的科研产出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

王扬南：首先，职教科研要聚焦重点领域。我们最近梳理了十大

重点科研领域，通过对这些领域的深入研究，深化对我国职教事

业的规律性认识，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职教理论体系。



其次，要创新研究方法。加强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历史研究、

比较研究、跨界研究，特别是跨界研究，要充分吸收教育学、经

济学、劳动科学、心理学、社会学等领域的最新成果，同时要广

泛吸纳行业企业协同攻关。

再其次，要强化成果运用和转化。增强科研成果转化意识，推动

成果转化为教案、决策、制度和舆论。

最后，要加强中外职业教育科研交流。拓展与国外职教科研机构

的合作，提升国际影响力；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促进国际产

能合作，构建研究网络，为建设“鲁班工坊”、开展“中文+职业

技能教育”提供科研支撑；参与全球治理，推动传播分享中国成

果经验。

Q3

记者：如何才能激发职教科研工作者的活力，多出成果，出好成

果？

王扬南：职教科研实践性突出，但目前对科研成果的评价并未体

现这一特点，“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唯奖项、唯帽子”等

顽瘴痼疾制约着职教科研人员的积极性。

因此，要科学设置科研成果分类评价标准，构建以成果质量

和实际贡献为导向的职教科研评价体系。完善职教科研成果



表彰奖励制度，在高校科研优秀成果奖、全国教育科学研究

优秀成果奖、全国教材建设奖等表彰中予以倾斜，加大奖励

力度。增加优秀职教科研人员在国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

程”等人才项目中的名额。完善职教科研人员晋升机制和专

业技术职务评审制度，适当提高高级专业技术职务人员比例，

营造有利于学术创新和青年科研人员成长的宽松环境。

（来源：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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