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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 业 教 育 也 要 转 变 发 展 方 式
□庄西真

如果要分析职业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

关系，我个人认为大致可有三种类型：一是职业教

育走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前头，起引领作用；再一个

是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齐头并进， 起促进作

用； 最后那个是职业教育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游

离于经济社会发展之外或者起阻碍作用。我们希望

的当然是第一种，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迄今为止，
我还没有看到一个国家的职业教育真正扮演了引

领这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角色的例子（所谓职业教

育是德国经济复兴的火车头的说法也是言过其实

的）。 经常的情况往往是职业教育发展与经济社会

发展出现“两张皮”现象，正所谓“你走你的阳关道，
我走我的独木桥”。以此观之，我国过去三十多年的

职业教育发展与同一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状况

之间似乎可归于齐头并进者之列，即都呈现出质量

不高、规模扩张的粗放式特点。 正如一些专家和政

府官员引以为豪的那样，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

国的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GDP 以年均 9%
的速度增长， 以致 2010 年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 但是光鲜的成就掩盖不了的尴尬

是，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一种粗放型的增长，走的是

一条高污染、高耗能、低附加值、低劳动力成本的增

长之路，而且眼看着这条增长之路难以为继了。 与

此对应， 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大批普通高中转

制为职业高中，到本世纪以来的职业高中年均招收

800 多万人，从中不难看到我国既往的职业教育走

的也是一条以“规模扩张、罔顾质量”为主要特点的

发展之路，这条路和经济增长之路互为表里，彼此

强化。 换言之，规模扩张后的职业学校为经济增长

输送了大规模的低技能的普通劳动者，而主要依靠

大规模低技能普通劳动力推动的经济增长又助长

了职业教育的不断扩招。 现在大家逐渐认识到，这

条经济增长之路是一条不可持续的增长之路，发展

方式是不科学的发展之路。 因此，必须要转变我国

的经济发展方式，使之走到“低污染、低耗能、高附

加值”的发展之路上去。发达国家的经验告诉我们，
技术创新和高素质的劳动者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

转变的不二法门。 从目前我国职业教育的实际来

看，技术创新还谈不上，但培养高素质的劳动者就

是职业教育份内的事情。 也就是说，职业教育在已

经进行的发展方式转变中是可以大有作为的。 当

然，首要的是职业教育起码要做到“三个转变”。

一是从汲取性职业教育向福利性职业教育的

转变。中国延续一个多世纪的最大社会变迁是从传

统的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转到现代城市化的社会。
这个过程能否顺利完成，取决于农民离开农村迁移

到城镇的规模和速度。当务之急取决于进入城市的

新生代农民工能否在城市举家安居，而这又取决于

他们能否有能力留在城市。 温家宝总理曾经说过，
职业学校在校生 85%以上是农家子弟和城市底层

家庭孩子，他们家境清贫，如果读书再花大量费用，
就是雪上加霜。以前职业学校办学经费大部分来自

学校对学生费用的汲取（我谓 之“汲取性”职业教

育）， 为了能够让这些农家子弟学到留在城市工作

和生活的本领，今后的职业教育要成为一种针对农

村和城市底层人家孩子的福利教育。
二是从“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向“以学生

长远发展为导向”的职业教育转变。 为了能够有利

于职业学校学生就业，纠正过去职业教育办学严重

脱离经济生产一线的弊端，我们一度提出“以就业为

导向”的口号，这在当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但是需

要指出的是，“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容易使学

生局限在某一岗位或工位上，而普通工人的工位接

触的只有自己已经熟练操作的那一段工序，换了单

位、工位就很难适应。 为此，我们的职业教育应该向

“以学生为本位”转变，日常的教育教学应以有利于

学生的可持续发展为宗旨，让学生掌握可以在不同

岗位、不同单位迁移的技能，提高学生的整体素养。
三是从以规模扩张为主的职业教育向以内涵

提升为主的职业教育转变。职业教育不是一种普及

教育，它是以培养技能型人才为主要目标的教育形

式。 只要是技能，其形成就必须经过一定时间的训

练。在现有的办学条件下（时间、设备等），职业学校

的规模越小，学生训练的机会就越多，其技能也就

越熟练。 随着职业教育目标人群的减少，通过扩大

规模获得职业学校生存和发展空间的职业教育发

展模式已经走到尽头，今后的职业教育应该转向追

求内涵的提升，也即职业学校工作重心要转到提高

职业学校教育教学质量上来，这既符合职业教育发

展的规律，也符合技能型人才成长的规律。
概言之，从辩证和历史的角度看，任何职业教

育发展方式，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随着

客观形势的变化和发展，都有可能会不适应新的发

展需求而需要进行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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