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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何理解职教高考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确职业教育是

一种教育类型，并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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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生源质

量，为学生接受高等职业教育提供多种入学方式和

学习方式。”这为我们研究和思考职教高考问题提供

了逻辑起点和主要依据。

1.职教高考制度是我国高等职业学校招收新生

的制度，由一系列符合高等职业教育人才选拔需要

的考试招生制度组成，是具有类型教育特点的一项

职业教育基本制度。“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

试”（通称“普通高考”）制度自 1952年建立以来虽经

多次调整，但作为普通教育体系内部考试招生制度

的基本性质没有变化。20世纪 90年代末出现高等职

业教育办学类型之后，高等职业学校招生仍被列为

普通高考的一部分，一直作为专科层次安排在本科

学校招录顺序之后。20多年来，高等职业学校招生

不断改革，出现了“自主招生”“单考单招”“贯通培

养”等多种形式，并对考试内容和技术环节作了改

进，但总体上还是在普通高考制度框架下，服务普通

高中教育之后的升学考试。目前，国务院文件明确

职业教育的类型属性，提出了设立职教高考问题，职

教高考是普通高考的一部分，还是在普通高考之外

相对分离、自成一体？显然应该是后者。当然，职教

高考与普通高考同属高等教育层次的选拔性考试招

生制度，招考对象有一定程度的交集，两种高考不可

能完全独立、绝对割裂，要在国家层面加强对两种高

考的政策统筹，增强良性互动，服务广大考生。

2.职教高考制度的特殊性集中体现在“就业”这

个特殊使命上，制度设计不能偏离这个目标。职业

教育是从职业出发的教育，职业是逻辑起点，就业是

最终目标。按理说，想通过正规学习实现就业的应

选择报考职教高考，想通过正规学习之后继续升学

的应选择报考普通高考，但实际情况不像这样单纯，

就业和升学都是学习者的需求，往往要统筹兼顾。

在世界范围内，加强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发展终身教

育导向的职业教育成为一个重要趋势，发展高等教

育层次职业教育受到了普遍关注［1］。要处理好同一

种教育兼有“就业”“升学”两种教育目标，根本办法

是构建融合就业和升学的教育标准体系，为职业教

育学历层次与社会用人体系建立起逻辑联系。

3. 职教高考的复杂性源于招考对象的广泛性、

多元性，要考虑为不同生源群体接受高等职业教育

提供多种入学方式和学习方式。按照“体系”“类型”

的观点看职教高考，它首先应是职业教育体系的“内

部”升学制度，通过职教高考将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

职业教育有机连接起来；其次是面向体系外其他类

型教育毕业生、其他社会成员等更广泛群体开放的

“外部”招生制度，为那些想通过职业教育走向就业

的人们提供接受高等职业教育的机会。因此，“多种

入学方式”应主要指职业教育体系的“内部升学”和

面向体系之外的“外部招生”两大类，体现出高等职

业教育的包容性。“多种学习方式”则属于高等职业

学校教育教学改革范畴，就是为不同类型的学习者

提供个性化的课程及学习方式，高等职业教育针对

传统生源、非传统生源时体现出更强的适应性。包

完善职教高考制度的思考与建议

孙善学

摘 要：以2019年国务院颁布《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为标志，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改革进入

全面构建“职教高考”制度的新时期。职教高考制度是我国高等职业学校招收新生的制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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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性与适应性是现代职业教育的重要标志，是服务

终身学习和促进教育公平的需要，是职教高考改革

大方向。

4.职教高考的考试招生办法应该因生源对象多

元而形式方法多样，重点考查报考者的文化基础和

技能专长，鼓励每个学校或专业设立各具特色的招

录标准。在个人先前学习基础、学校招录标准、招考

方式、专业培养方案、就业去向的完整逻辑中判别职

教高考具体考试招生办法的科学性，尊重学校考试

招生自主权并建立招考标准、过程、结果的公开公示

监督制度。国务院文件中提出的“文化素质+职业技

能”考试招生办法是职教高考的总体原则或要求，但

还需要针对不同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使之具有

更强的操作性。如对于“内部升学”而言，应将中等

职业学校学业成绩作为考查重点，使平时成绩优者

有较大可能获得学习深造机会，体现高职招生对中

等职业教育质量的重视，发挥职业教育体系内高一

级对低一级教育层次的拉动效应。

5.职教高考具有满足“提高生源质量”要求的选

拔性质，但制度设计又不能仅仅局限于实现选拔目

的。职业教育的定位是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

向，那么职教高考不能“为考而考”“为选拔而选拔”，

必须要照顾到学生就业。从这种意义上看，高职学

校招录新生的过程也是建立考生与未来就业之间联

系的过程。普通本科教育不是一开始就导向就业

的，但高等职业教育从专业设置、教育目标等方面早

已确立了就业导向，所以职教高考除有着与普通高

考相同的选拔性考试功能之外，还有诸如就业导向

等其他重要功能。从道理上讲，除了体现招生学校

的意愿之外，职教高考要更加尊重考生个人志愿、社

会用人单位意见。所谓“生源质量”，不能仅仅理解

为考生在选拔性考试中获得的成绩，还要关注那些

成绩上可能不是最优化，但比较匹配未来职业以及

适应变化能力最优化的考生，这是一个新的“生源质

量观”。

二、对高职招生现存主要问题的分析

2013年 4月，教育部出台了《关于积极推进高等

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

《指导意见》），为 4类招生对象设计了 6种考试招生

方式［2］。①为普通高中毕业生开了 3条升入高职学

习路径，即参加普通高考的考试招生办法、高职学校

单独考试招生办法和部分特殊专业的综合评价招生

办法，增加了学生的选择余地和升学机会。②拓宽

了中职毕业生升入高职学习路径。中职毕业生对口

升高职，实行以专业技能成绩为主要录取依据的招

生办法。③针对初中毕业生实行中高职贯通招生办

法，招生限定在艺术、体育、护理、学前教育以及一些

技术含量高、培养周期长的专业，采取“三二分段制”

和“五年一贯制”等中高职贯通培养模式。④为技能

拔尖人才提供了免试入学政策。该《指导意见》实施

以来，扩大了高职生源渠道，改善了生源结构，推动

了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但随着形势变化也出现了一

些不相适应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1.高职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应有利于职业教育体

系建设，在高职教育得以加强的同时也要带动中职

教育发展，建立起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框架下中职、高

职协调发展的新机制。但从实际效果看，高职考试

招生制度改革对中职教育发展没有起到应有的带动

作用，甚至出现了一些消极影响。一是在鼓励中高

职衔接、大幅提高中职毕业生升学比例（很多省份超

过 20%，甚至有的达到 60%以上）的政策驱动下，中

职教育越来越像升学准备教育，越来越偏离了就业

导向，失去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职教特征的中等职

业教育面临着“名存实亡”危机。二是近年来中高职

贯通招生专业不断增加、招生计划所占比重持续加

大，有的地方把中高职贯通的“三二分段制”和“五年

一贯制”的培养都放在高职学校完成，实际上挤占了

本属于中职招生的计划，直接影响了中职发展空间。

三是《指导意见》所列高职 6种招生方式更有利于普

通高中毕业生报考，从而造成了初中后教育分流越

来越偏向普通高中，职普教育比持续走低。

2.《指导意见》所列 4类招生对象的主体仍然是

接受高中阶段教育的传统生源。虽然对“具有高级

工或技师资格（或相当职业资格）、获得县级劳动模

范先进个人称号的在职在岗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

开了口子，但需要“经报名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核实

资格、高等职业学校考核公示，并在教育部阳光高考

平台公示后，可由有关高等职业学校免试录取。”这

类群体人数少、实际录取难度大，招生大门对社会成

员敞开得还不够。2019年 3月，李克强总理所作的政

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高职扩招 100万人，要改革完

善高职院校考试招生办法，鼓励更多应届高中毕业

生和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等报考。2019年底

统计实际完成扩招 116.5万人。非传统生源大幅增

加，给高职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提出了新挑战，现有办

法难以适应。有关资料表明，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

普及化都要引起高等教育机构中学生成分的显著变

化，成人大学生所占比重越来越大。如 1985年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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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机构中 25岁以上的学生就占到了 42%，英

国为 32%，法国为 31%，前联邦德国为 47%［3］。当前，

我国即将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从 2019年高职

扩招透露出来的政策信息判断，我国高等教育的包

容性、开放性会首先在高等职业教育领域发生，将来

成人大学生越来越多地出现在高职学校会成为新常

态，高职考试招生制度必须做出回应。

3.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是构建现代职业

教育体系的一项重要制度设计，是上下衔接、左右沟

通的枢纽。《指导意见》受当时文件出台背景条件所

限还达不到整体性、系统性、协同性的改革要求。一

是相关政策措施属于局部试点性质，不具有普遍适

用性。如“单独考试招生办法”主要由国家示范性、

省级示范性高等职业学校和现代学徒制试点学校等

试行。虽然试点取得了预期成效，但同时也加大了

原本就存在的高职院校之间、专业之间政策供给不

平等及由此产生的发展不平衡。二是高职招生计划

管理和考试录取规则仍在普通高考制度的统一框架

内，高职是大学本科之后的专科层次招生的制度安

排没有变化，社会认为高职是低层次高等教育的现

实没有改变。近年来学龄人口总体数量减少明显，

很多省市依然在原有招生计划管理体制下制定高职

招生计划，本科计划有保障、高职专科计划“吃不

饱”，出现高职招生计划数大于实际生源数的问题，

相当一批高职学校按计划招不满学生。《指导意见》

提出高等职业教育考试“逐步与普通高校本科考试

分离”，实际上高职考试招生不是一个分离出来怎么

组织考试的技术问题，更重要的是围绕招生“为谁选

才、选多少才、去哪里选才、怎么选才”构建管用、配

套的政策体系。三是高职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没有触

及普通高中改革，整个教育体系没有协调联动。

2018年，大约 46%的普通高中毕业生升入高职学校，

占当年高职招生总量的 70%左右。既然普通高中毕

业生占据了高职生源主体，那么普通高中理应在学

制、课程体系、人才培养方案及教学计划等方面适应

高职教育需要并为其奠定教育基础。但实际情况恰

恰相反，普通高中是以普通高考为指挥棒、以普通本

科教育为升学指向。此外，高职单独招生考试的时

间安排与普通高中学制不衔接，高中毕业年级的学

生参加高职春季单独招生考试被录取之后有将近一

个学期的时间没有得到科学合理利用。因此，普通

高中教育改革也需要及时跟进。

以 2019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颁布

为标志，高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改革进入全面

构建“职教高考”制度的新时期。上述提到的若干问

题，都需要在职教高考改革中加以纠正和完善，形成

符合类型教育规律的职教高考制度，为推进我国教

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重要支撑。

三、高职本科新情况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提出“开展本科

层次职业教育试点”，高等职业教育办本科的问题正

式摆上议程。这就意味着将有职业本科学校（高职

本科）、职业专科学校（高职专科）两类学校或专业要

通过职教高考招收新生，职教高考制度涵盖了高职

本科考试招生制度、高职专科考试招生制度，显然又

增加了复杂性，需要从多个维度综合考量。

1.要明确本科与专科两个学历层次的职业教育

标准。“高职本科与专科的区分度是什么”是一个很

有挑战性的问题，仅从学制或者高考录取分数上区

分还触及不到高职本、专科区分度的实质。要避免

用普通高等教育眼光看高等职业教育，坚持对接和

匹配社会用人体系，健全和完善职业教育层次结构，

用职业图谱诠释专业内涵和就业方向，使用职业岗

位、职业资格、技能等级、职业知识、职业技能和职业

能力等新的话语体系描述高职本科、专科学历教育

标准，在职业发展与成长的实践中寻找本科、专科的

联系与区别、共性与个性，为制定职教高考制度奠定

基础。

2.要明确高职本科、专科的纵向衔接关系，科学

设计职教体系内部升学制度。估计在未来比较长的

时期内，高等职业教育仍会以专科招生为主体，具备

招收职教本科资格的高职学校（包括部分应用型本

科学校，下同）也会兼招本、专科生，建立本、专科层

次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机制对于保障教育质量、提高

办学效益非常重要。显然，现有高职专升本考试和

“3+2”高职与本科分段培养试点政策需要加以调整，

建立高职本科、专科之间的内部升学制度（在高职学

校内部实施）或转学制度（指从高职专科升入高职本

科、应用技术型本科学校），形成新的“专转本”制度。

3. 要合理确定高职本科招生的生源结构，使高

职本科发展有效拉动高职专科发展，发挥分工有序、

功能互补、错位竞争、协调发展的体系优势。如果高

职本、专科招生面向共同生源群体不加分工、任其竞

争，本科学校一定会压制专科学校的生存空间，增加

专科生源紧张状况，放大考试本身存在的技术性问

题，甚至引发社会舆情热点，试办本科层次职业教育

的好政策就不能转化为推动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正

能量。生源结构也是高职办学功能定位的反映，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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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指导意见》和 2019年高职扩招政策，高职生源包

括普通高中毕业生、中职毕业生、其他符合报名条件

的社会生源，高职本科招生可考虑主要从参加普通

高考的普通高中毕业生中招收新生，并为英模先进

人物、特殊技能拔尖人才提供入学通道，同时留出招

生指标和足够学位用来接收那些在高职专科学习的

“专转本”学生。

4.要研究职业本科教育的学制问题。我国普通

本科教育的基本学制是 4年，是不是职业本科教育学

制也是 4年？德国、奥地利等欧洲很多国家的应用科

学大学本科学制是 3年；法国高端技术技能人才培养

学制也是 3年，由大学科技学院 2年学制加上 1年的

大学教育获得学士学位；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等

大学本科学制是 3年，加拿大兼有 3年和 4年；美国将

转学教育作为社区学院重要办学功能，2年在社区学

院、2年转学到普通大学，本科实行2+2跨校转学衔接

的学制。学制是高等职业教育最重要的“供给侧结

构”，只有学制灵活多样，才能适应具有不同学习和

工作背景的考生作出选择，形成以人为本的高职教

育供给体制。

5. 要研究高职本科学校的设置数量，使高职本

科在高职教育中占有合理比重。数量和比重既不能

太少，否则不利于职教体系构建；也不能太大，否则

影响职教体系重心的稳定。

首先从现状出发，以高职“专升本”比例为 5%测

算，也就是假设高职本科主要接收来自高职专升本

生源，按照全国高职专科每年招生 400万人计算，则

高职本科每年招生规模为 20万人，假设允许每所高

职本科学校每年招生 2 000人，则需要设置高职本科

学校 100所。这种算法应该是“低线”。如果以高职

“专升本”比例为 30%的高值进行测算，高职本科每

年招生规模将达到 120万人，需要设置高职本科学校

600所。高职本科学校与高职专科学校数量之比将

达到 3∶4，高职本科与专科在校生规模之比略高于

1∶4，职业教育人才供给结构和培养能力将会得到明

显改善，职业教育系统化人才培养体系将得以优化、

趋向合理。

四、完善职教高考的若干建议

1.把握职教高考特点。按照整体性、系统性、协

同性的改革总要求，围绕建设我国现代职教体系和

打造类型教育总目标，统筹考虑现有普通高考制度、

职教考试招生制度和教育事业发展实际，借鉴国际

经验，突出“五性一化”特点，建设中国特色的职教高

考制度。①类型性。根据实施高等职业教育要求，

尊重职业教育规律，在面向职业教育体系内部、外部

招收新生时采取不同政策，主要是职教体系内部升

学采取基于平时学业成绩择优招生的办法，来自普

通教育等职教体系外的考生采取参加特定升学考试

择优招生办法。②包容性。面向人人、面向全社会，

发展具有终身教育导向的高等职业教育。中等职业

学校、普通高中应届毕业生，退役军人、下岗职工、农

民工、新型职业农民等成人，符合招生相关条件均可

报名参加考试，努力为更多的人就业创业、持续提升

职业技能、增强终身职业发展能力提供高质量的教

育服务。③开放性。发挥政府主导、行业推动、企业

参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职业教育办学制度优

势，让社会用人需求、劳动力市场供求信息发挥导向

作用，鼓励产教融合型企业、行业组织、地方政府等

用人主体参与考试招生活动，充分调动有利于高职

招生的社会因素，形成制度保障。④适应性。对接

科技发展趋势和市场需求，调整专业内涵，改革人才

培养方案。适应生源多元化和终身学习需求，实行

多元化入学方式和学习方式，推行弹性学制，建立职

业教育学分银行。通过进一步丰富职业教育供给结

构、方式，增强考生的选择性。⑤自主性。扩大高职

学校招生自主权，鼓励学校和产教融合型企业联合

招生，增加订单、定向、现代学徒制等校企合作类型

招生计划并予单列。对于办学质量好、订单等培养

类型规模大的高职院校可上浮一定比例的招生计

划，由学校自主确定招生专业、区域、类型。⑥标准

化。加强职教高考的标准化建设。建立职业学校专

业目录体系，制定并推广专业教学标准，推出一批中

职、高职、本科一体化标准课程和统编教材；开发建

设一批供普通高中学生选学的职业教育通用课程；

建立职业资格证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其他社会培

训证书的目录管理制度。为考试招生过程中认定考

生学业水平、职业能力和其他学习成果搭建平台，提

高职教高考水平。

2. 畅通职业教育体系内部升学路径，拓宽职业

教育体系外部招生渠道。设立 6种入学通道，其中体

系内升学有“甲”“乙”两种通道，面向体系外普通高

中有“丙”“丁”两种通道，面向成人有“戊”通道，还设

立了自主报考的“己”通道。

（1）甲种“中高职直升通道”。中等职业学校毕

业生升入高职专科学校的，采取基于中等职业学校

学业成绩的择优招生办法。考试招生的具体规定由

所在地市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制定，报省级政府教

育行政部门备案。建立地级市政府统筹高职、中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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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机制，将高职、中职人才培养体系与本地经济社

会发展需求相对接。在此基础上，可根据地方实际

需求建立中高职学制衔接的技术技能人才贯通培养

制度。中高职贯通培养原则上实行中职、高职“三

二”分段培养，高职不再挤占中职的生源空间。

（2）乙种“高职专转本通道”。在高职专科学校

学习满两年的学生升入高职本科阶段学习的，采取

基于高职专科学校学业成绩的择优招生办法。考试

招生的具体规定由所在地省级政府教育行政部门制

定，报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备案。根据高职本科发展

情况和应用型本科学校转型进展情况，逐步减少直

至停止普通本科院校针对高职专科的“专升本”招

生。建立基于高职本科、高职专科学校专业课程互

认衔接和高职专科学生平均学分绩点为主要考查依

据的“专转本”入学制度，实行2+2分段学制。

对于上述甲乙两种通道在制度安排上需要注意

的是，中职学校毕业生一般不报考高职本科，可经过

高职专科“专转本”进入高职本科学习，这样做目的

是避免在职教体系内部形成专科与本科教育功能的

重叠，使中职、高职专科、高职本科分工明确、顺畅衔

接，使职教体系协调发展。高职本科前 2年的生源主

要来自普通高中通过普通高考入学的学生，在前 2年
先加强职业基础知识和职业技能，补齐职业教育方

面的短板，以便进入本科 3年级学习的来自普职不同

生源的学生具有相近的学习基础和起点。

（3）丙种“普通高考通道”。高中毕业生（含应

届、往届）符合普通高考报名条件的报名并参加全国

普通高考，达到当地录取分数线的获得高职本科学

校本科专业录取资格，由高职本科学校按规定招录。

保留通过普通高考进入高职本科专业学习的通道，

关闭进入高职专科专业学习的通道。其作用有两

个：一是从总量上降低应届高中毕业生通过普通高

考进入高等职业教育的比例，引导其在初中后或高

中毕业之前尽早完成普通教育向职业教育的分流，

使教育分流更为合理；二是使高职本科教育前 2年的

生源来源相对单一，便于组织教学，打好职业教育

基础。

（4）丁种“自主考试招生通道”。将现在施行的

高职学校面向高中毕业年级学生“单独考试招生办

法”进行调整，由安排在高中第六学期初组织的招生

考试提前到第四学期结束后的暑期进行，建立面向

普通高中在读学生的高职专科自主考试招生制度。

自主招生考试制度仅限于高职专科学校。考试内容

上本着“学什么、考什么”的原则，应以高中一、二年

级学习内容为主。推动普通高中改革，设立“综合高

中”类型，高职自主考试招生制度将逐步调整到仅在

综合高中实施，从而逐渐减少通过普通高中进入高

等职业学校学习的比重，引导普职教育理性分流，形

成合理的人才培养结构。获得录取资格的考生将提

前进入高职学校预科学习，相应地使高职专科实际

培养年限增加为 4年，本科培养年限相应增加为 5
年。丙丁两种针对普通高中学生的入学通道可以考

虑增设一定的报名条件，如要求考生在高中期间修

完 1~2门职业教育通用课程，以促进职业教育课程进

入高中课程体系，促进普职教育融通。

（5）戊种“成人入学专门通道”。建立面向转业

军人、下岗职工、农民工、新型职业农民及其他成人

群体的考试招生制度。实行“文化素质+职业技能”

考试招生办法，“文化素质”部分考试由省级政府教

育行政部门组织，“职业技能”部分由招生学校自行

组织。高中学业成绩优秀的高中毕业生可申请“文

化素质”部分科目免考，具备相关职业资格或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并从事过相应工作的成人考生可申请

“职业技能”部分科目免考。成人入学专门通道仅限

于申请报考高职专科专业，在高职专科学习中成绩

达到“乙种高职专转本通道”相关要求的，可以继续

申请转入高职本科阶段学习。应允许英雄模范人

物、技能拔尖人才及其他对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突

出贡献的人员直接申请报考高职本科专业，体现高

职本科教育的社会导向。

（6）己种“自主择校报考通道”。建立鼓励优秀

青年自主择校报考高职本科、专科学校的新制度。

一是对在全国或省级职业院校职业技能大赛、学科

竞赛、科技创新、发明创造、社会公益等方面取得优

异成绩的优秀中职毕业生、高中毕业生，准予其在全

国范围内自主选择报考高职学校和专业。二是对在

本职工作岗位上建功立业做出突出成绩，或者在全

国或省级职业技能大赛、科技创新、发明创造、社会

公益等方面取得优异成绩的社会优秀青年、企业优

秀职工，准予其在本省范围内自主选择报考高职学

校和专业。符合报名条件的优秀青年可申请报考高

职专科免试录取。特别优秀的，可直接申请高职本

科三年级入学。考试方案由全国统一规定，高职学

校组织实施，招生计划单列。

3. 改革高职学校招生工作机制，引导和鼓励地

方政府、行业企业、工业园区等社会需求方参与新生

招录工作，丰富职教高考内涵，培育政府、行业、企

业、社会等从源头深度参与职业教育的制度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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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先期重点建立 3项机制。一是产教融合型企业参

与机制。经过认定的产教融合型企业，根据实习岗

位接收能力和自身培养能力，联合高等职业学校共

同培养本、专科学生，校企订立联合招生、联合培养

协议，经省级教育主管部门批准后组织实施。鼓励

采取学徒制等方式培养人才，企业负责做好实习、就

业等工作。二是行业协会（园区）参与机制。全国性

或省市级行业协会、国家或各省设立的经济技术开

发区、高新技术开发区、产业园区，根据本行业、本区

企业实际需要，经批准可以与高等职业学校开展联

合招生，实施订单或定向培养，行业协会、开发区、园

区负责落实学徒或实习岗位，提供工学结合培养方

案和就业服务方案。三是县级地方政府参与机制。

县级人民政府（含不设县的市级人民政府），可以根

据本地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就业需求，按照“戊种成

人入学专门通道”有关规定，组织本县（市）生源推荐

报考高等职业学校，政府和学校合作联合培养县域

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技术技能人才。

职教高考制度以“五性一化”为特点，以设立 6种

入学通道和促进学习方式改革为主体，以实施 3项联

合招生机制为突破点，问题导向、系统谋划、立足现

状、面向未来，将以人为本与服务社会相统一，高考

改革与教学建设相统一，夯实层次与构建体系相统

一。这种改革方向，有利于让每一所学校都有自己

的明确定位，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增强职业学校系

统的整体效能，也有助于让每个人都能找到通向高

质量就业的求学之路，使人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孙善学，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院长、教授，中

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北京 100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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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National Vocational Education Reform Implementation Program by the
State Council in 2019,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proposed
formally, which means reforming the Enrollment System in higher vocational schools in China.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a fundamental institu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compared with general education. Analysis on relevant policies of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in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necessary. Then this paper focuses on the potential problems and solutions of the reform under the new
requirements of constructing the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In my review, the reform is characterized by
typology, inclusiveness, openness, adaptability, autonomy and standardization. Given the characters, the
recommendations start with six entrance ways and three mechanism refor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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