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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续教育是我国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领域，它

是为已结束了初始的学校教育之后走上社会的所

有社会成员开展的教育活动，其目的在于促进广大

社会成员不断丰富和更新知识、提高能力和促进自

身全面发展。充分利用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开展继续

教育，是发挥我国现有各种教育资源优势，建立起

多主体多形式的教育提供方式，满足社会成员多种

教育需求的重要途径和有效方式。
中等职业教育承担着全面提高劳动者素质和

培养技能型人才的重要任务，在中等职业学校开展

各类继续教育是其重要内容。中等职业学校开展的

继续教育，从教育内容划分，有文化知识补偿教育

和专门职业技能的培训。 从实施目标分，有一般技

能培训、农村实用技能培训、职业资格证书培训、岗

位证书培训。 从教育对象上划分，主要有为普通高

中毕业生进行的职业技能培训；有与企业行业合作

的， 面向企业职工开展的知识教育与技能培训；有

面向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培训和实用技术培训；有面

向社会各类人员开展的转岗、 下岗再就业培训等。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我国中职教育事业的快速发

展，随着中职教育服务社会经济发展功能的提升与

扩展，加强中职学校开展各类教育与培训，满足社

会广大成员的多种教育与培训需求，已成为中职学

校的重要办学方向和内容，对此，国家也从政策制

定、组织实施、条件保障诸方面建立起了一系列制

度，实施了一系列工程，中职教育在我国继续教育

事业发展中发挥出了一定作用。
一、中等职业学校开展继续教育的作用与意义

（一）中职学校开展继续教育符合全民学习、终

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的发展需求

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和学习型社会，是我国教育

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实现我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

力资源强国迈进的关键环节。职业教育在终身学习

的地位与作用， 正如 1999 年在汉城召开的职业技

术教育第二届国际大会在建议书中指出的那样：终

身学习是一条有许多支径的旅程，毫无疑义职业技

术教育是这个旅程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职业技术教

育 在 这 个 新 时 代 将 起 至 关 重 要 的 作 用（UNESCO,
1999）。

中职学校开展继续教育，满足全民学习、终身

学习的学习型社会的需求，主要表现在：首先，中职

学校开展的继续教育，其目的在于通过职业教育与

培训，促进个人职业学习与工作世界的结合，提高

每个人的职业能力与工作水平，从而推动整个经济

社会的发展。其次，中职学校开展的继续教育，是一

种全民参与的教育活动，主要为全社会已经进入现

实职业生活的成年人提供更新技能、持续提升职业

生涯发展能力的教育和学习机会。 第三，中职学校

提供的多种形式的职业教育和培训，关注的是人的

整个职业生涯发展，这就满足了人们终身的学习需

要。第四，中职学校开展继续教育，还是一种发挥中

职学校学习资源，实现社会资源最大程度共享的过

程，它是学习型社会构筑不断丰富的学习资源体系

的必要组成部分。 最后，中职学校开展的继续教育

是以开放、灵活、弹性为最显著特征的，实施的各类

证书培训是一种以能力标准为依据的、与工作岗位

相对应的教育和培训认证，这从制度和方法上不断

消除了社会的学习障碍，为学习型社会的形成开拓

道路。
（二）中职学校开展继续教育，符合职业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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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规律与特点， 是发挥职业教育的社会整合功

能，提升职业教育服务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职业教育是面向社会、服务社会大众的教育类

型，它在促进经济发展和劳动就业，消除贫困，改善

社会不利群体地位方面具有独特的作用。 从 20 世

纪 70 年代起国际教育组织就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一

系列阐述， 如国际劳动组织提出职业教育和培训

“需要给失业者、 各种处于不利条件者接受培训的

机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为技术与职业教育是

“促进消除贫困的一种方法”，它将成为实现和平文

化、良好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安定团结和国

际公民等诸多目标的有效工具（UNESCO,1999）。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我国也日益重视职业

教育的社会整合功能，明确规定职业教育为初高中

毕业生和城乡新增劳动者、下岗失业人员、在职人

员、 农村劳动者及其他社会成员提供多种形式、多

种层次的职业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特别提出职业

教育还应成为促进就业的有效手段，要服务于解决

大多数人的就业，通过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解决

劳动者充分就业的要求与产业结构、岗位技术能力

要求不相适应的矛盾，要求中职教育在社会不断发

展变化的就业、转岗以及下岗再就业需求方面发挥

出更大的社会作用。
因此，中职学校开展继续教育，实际上已经促

成职业教育从正规学校教育的一个特定阶段转变

为终身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包括学校中的知

识学习与技能培训， 又涵盖在工作中的培训与提

高。 它不仅为在校学生提供就业技能培训，更为社

会上各种不同年龄段的所有人群，包括现实劳动者

和潜在劳动者， 提供技术培训和终身学习的机会。
可以说，通过对不同社会人群开展的各类职业教育

与培训，满足其不断发展变化的就业、转岗以及下

岗再就业的需求， 符合职业教育的发展规律与特

点；实施全民职业教育，面向社会大众的全体成员，
特别是对各种处境不利群体，通过对其实施各种职

业教育帮助他们顺利就业，解决生活困难，以此保

持社会安定，提高社会文明程度，是发挥职业教育

的社会整合功能，提升职业教育服务社会发展能力

的一个重要方面。
（三）中职学校开展继续教育，是中职教育的重

要组成部分，也一直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政

策导向

随着我国教育普及程度的提高及人民群众对

高质量多样化教育需求的增大，加强中职学校的继

续教育功能，扩大其内容及范围，将是中职教育的

一个发展趋势。
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我国的各项职业教育

政策，都已将中职教育开展继续教育作为其重要组

成部分，并确定了中职学校承担继续教育的功能与

主要任务。 一是要发挥中职学校的教育资源优势，
扩大中职学校的教育培训功能，增强中职教育服务

社会的能力与水平。二是各类职业学校应成为技能

人才的综合培养基地和就业联系最紧密的办学实

体，成为社会各类人员再就业培训基地。
2002 年 《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

与发展的决定》明确提出：“职业教育为初、高中毕

业生和城乡新增劳动者、下岗失业人员、在职人员、
农村劳动者及其他社会成员提供多种形式、多种层

次的职业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建立县、乡、村三

级实用型、 开放型的农民文化科技教育培训体系，
把职业学校和成人学校办成人力资源开发、技术培

训与推广、 劳动力转移和扶贫开发的基地。 ”2004
年教育部确定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计划”，充分

利用城乡职教资源， 扩大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规

模，为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和就业能力，促进农

村劳动力的有序、稳定转移，促进农村经济社会的

全面发展服务。 2005 年 11 月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

议确定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职业教育的重

点是对城乡需要就业人员进行职业技能培训，对在

岗人员进行技术培训，培养高技能人才，开始实施

“国家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工程”、“农村实用人才

培训工程”等。
2002 年 2 月，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提出技工学

校要按照“调整布局、提高层次、突出特色、服务就

业”的方针进行改革，围绕企业需 求，拓展培训领

域，改革办学机制，加大技工学校承担社会培训任

务；要求技工学校成为面向社会、多元化发展的综

合培训基地；提出技工学校要坚持学制教育和社会

培训相结合，充分发挥综合培训基地和高技能人才

培训基地的作用，使技工学校真正办成“中国制造”
的人才输送基地。

中职学校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职业培训逐渐

成为各类人员的再就业培训基地。 “十五”期间，我

国许多省市由教育部门牵头，充分利用中职学校教

育资源，开展了多种形式的农民工培训和职工培训

工作。如江苏省教育系统在 2001-2003 年进行农村

劳动力转移培训 288 万人次；浙江省农村工作办公

室、 省教育厅自 2001 年起实施 “百万农民培训工

程”和“百万职工培训工程”，2003 年培训 119 万人

次；湖南省教育系统积极与其他部门合作开展了农

村劳动力转移培训，2004 年又推出了“湖南省职业

院校免费培训农民工百校行动”，由学校自筹资金，
每校每年免费培训农民工 100 人，等等。 增强中职

学校的公共服务职能，充分利用城乡职教资源发展

多形式、多内容的继续教育，已成为今后一个时期

职业教育发展的重点，这也是职业教育满足社会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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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据 来 源 ：《2005、2006、2007、2008、2009、2010 年 度

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求，顺应社会变化，构建教育与社会经济协调发展

的一个重要方向。
二、中等职业学校开展继续教育的成绩、特点

及主要问题

（一）中职学校承担了大量的各种继续教育培

训任务，在公共职业培训领域发挥出了较大的作用

1.职业资格证书培训和岗位证书培训。1996 年

《职业教育法》颁布实施，要求中等职业学校积极开

展职业培训。 对此，中职学校承担了以职业资格证

书培训和岗位证书培训为主的非学历教育内容，且

培训量呈现出逐年增加的趋势。 从 2005 年至 2008
年，中职学校承担的资格证书培训、岗位证书培训

结业生数在逐年增加， 与 2005 年相比两类培训结

业生数都增加了 42 万人， 这几年来中职学校承担

的培训总量占整个中等职业教育培训总量一直保

持在 12%左右。 2009 年起，中等职业教育承担非学

历教育的人数有所下降，但中等职业学校承担资格

证书培训和岗位证书培训下降情况在 2010 年有所

缓解。 （见表一）
表一 中职学校非学历教育学生结业情况 单位：人

数 据 来 源 ： 《 全 国 教 育 事 业 统 计 年 鉴———2005、
2006、2007、2008、2009、2010 年》。

2.社会培训。 技工学校承担着培养我国企业技

术工人的重任，近年来，技工学校不断探索与企业

人才需求和劳动者就业紧密结合的办学方向和办

学模式，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成为技能人才的

综合培养基地和与就业联系最紧密的办学实体，形

成了学校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为劳动者职业生涯

发展提供技能培训服务的技工教育体系。技工学校

开展面向社会的各类职业技能培训数量持续增长，
从 2005 年的 273 万人次增加到 2009 年的 484 万

人次（见表二），从 2008 年起，每年的培训数量都在

400 万人次以上。 技工学校除开展失业人员、农村

转移劳动力、 新生劳动力及企业在职职工培训外，
还承担未就 业高校毕业生的技能培训。 据统计，
2008 年技工院校招收了近 6 万名高校毕业生，强

化技能操作训练，提高高校毕业生就业能力。 2009
年登记求职高校毕业生技能培训达 40 万人次。

3.高中毕业生培训。1999 年国家开始推行劳动

预备制度，6 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原劳动保障部、
教育部、人事部、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国家工商

局《关于积极推进劳动预备制度加快提高劳动者素

质的意见》，要求从当年起，在全国城镇普遍推行劳

动预备制度， 组织新生劳动力和其他求职人员，在

就业前接收 1-3 年的职业培训和职业教育，掌握相

应的职业资格或一定的职业技能后，通过劳动力市

场实现就业。我国每年约有 400 万初中毕业生和近

百万高中毕业生未能升入高一级学校，他们准备进

入劳动力市场必须接受相应的职业预备教育。 从

2006 年开始， 国家提出了加大对高中毕业生进行

职业培训与技能教育的要求。 2006 年，教育部印发

《关于中等职业学校面向未升学高中毕业生开展职

业教育与培训的意见》， 明确了中等职业学校招收

高中毕业生进行职业培训的功能与任务。 文件指

出，要“动员和组织各类职业院校特别是中等职业

学校， 面向未升学高中毕业生开展职业教育与培

训，帮助他们学到一门或几门实用的生产、管理和

服务方面的技能”。文件规定：①各地要将中等职业

学校面向未升学高中毕业生开展职业教育与培训

的工作纳入中等职业教育发展规划。②各中等职业

学校可凭普通高中毕（结）业证书，通过注册入学方

式自主招收高中毕业生（包括往届生和高中毕业进

城务工人员），以就业为导向安排教学内容，接受中

等职业学历教育或培训。③实行学历教育的学制为

一年或一年半。 ④可采取工学交替、半工半读等形

式，对学完规定课程，经考核合格者，发给中等职业

学校毕业证书或结业证书。
近几年来，中职招收非应届初中毕业生（包括

往届初中毕业生、应往届高中毕业生、农村青年、农

民工、退役士兵等）的人数在逐年增多。据教育部职

成教司根据各地提供的招生数据汇总，从生源结构

上看，2009 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招收的应届初中

毕业生约占招生总数的 85%， 非应届初中毕业生

（包括往届初中毕业生、应往届高中毕业生、农村青

年份

中等职业教育 中等职业学校

总计
资格证书

培训

岗位证书

培训
总计

资格证书

培训

岗位证书

培训

2010 59863704 5792588 6792619 7340783 2088540 1728991

2009 61127503 6014710 7002076 6822378 1982254 1693276

2008 65015733 6281129 7292448 7805778 2161523 1969471

2007 68108217 5515208 7214153 8076454 2087996 1917519

2006 65084295 5608824 6856411 7748139 1836304 1794254

2005 67438668 5490047 6985646 8096788 1748317 1548427

年份 学校数（所） 社会培训 比上年增长

2010 2998 468 万人次

2009 3064 484 万人次 21%。

2008 3075 400 万人次 5.1%

2007 2995 381 万人次 12.7%。

2006 2880 338 万人次 23.6%。

2005 2855 273 万人次 3%

表二 技工学校承担的社会培训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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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农民工、退役士兵等）约占招生总数的 15%。
（二）中职学校已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和

农村实用技术培训的主力军

2001 年 5 月，教育部发出通知，要求大力加强

中等职业学校面向农村进城务工人员开展职业教

育与培训工作。 2003 年 9 月，国务院办公厅批转了

农业、劳动、教育等六部门制定 的《2003—2010 年

农民工培训规划》，2004 年 3 月教育部印发 《农村

力转移培训计划》以来，教育系统的中职学校积极

参与，承担了大量劳动力转移培训任务。 2005 年共

有 7492 所中职学校完成了 992.55 万人次 的农村

劳动力转移培训，占总培训的 30.35%，校均培训约

1221 人次； 到 2008 年仍有 6553 所中职学校承担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任务，完成了 878 万人次的培

训任务（见表三）。 可以说，在实施农村劳动力转移

培训任务中，约有一半以上的中职学校承担了农村

劳动力转移培训工作，并将提供培训作为学校的办

学目标之一。
表三 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教育报》2008 年 9 月 5 日第 8 版，教

育部内部资料。 2007、2008、2009 年参与培训的中职学校数

中包括有若干所高职院校，但所占的数量都很少，有 4-6 所

左右。
同时，教育系统的中职学校在教育、农业等六

部门共同实施的“阳光工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据

农业部统计，2005 年，“阳光工程”培训农村劳动力

280 余万人次，转移就业 240 万人，其中三分之一

为教育系统培训机构完成，完成的任务超过 30%。
据农业部对 14 个省（区市）的统计，在确定的“阳光

工程” 培训基地中教育部门管理的学校占 35%，居

于首位。 如四川省 2005 年劳务输出 1637 万人，而

各类职业学校培训农民工 569.4 万人次，三个劳务

输出者中就有一个是在职业学校接受的职业培训，
职业院校已成为当地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和农村

实用技术培训的主力军。甘肃省在实施“阳光工程”
中， 共有 35 所职业中学和普通中专承担了劳动力

转移培训任务， 占培训基地的 30%， 培训人数达

16690 人，占总培训人数的 26.7%。
还有，作为中职教育组成部分的农业广播电视

学校， 在农民实用技术培训方面承担了大量工作，

在农业和农村经济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据统计

“十五”期间，农广校招生 64 万人，毕业 62 万人；各

级农广校及其 1744 个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中心，开

展实用技术培训 5100 万人次， 绿色证书培训和跨

世纪青年农民培训 1000 万人。
（三）中职学校开展企业继续教育不多，参与企

业职工培训的能力有限

职工培训是一个企业持续发展的重要保证，与

企业需求结合承担企业职工培训任务也是中职学

校办学的一个重要方面。中职学校在做好本校学生

的技能培训、技能鉴定外，利用丰富的教学资源承

担企业培训需求，也是中职学校面向社会、服务于

企业发展需要的功能之一。 一般而言，学校承担的

企业继续教育项目有：特有工种安全培训、管理人

员安全培训、操作工培训等，培训 类型有：上岗培

训、转岗培训、再就业培训、专项技术培训等。但是，
相对企业的需求与企昐，现有的职业学校开展培训

的情况有限，与企业的需求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据

化工教育行业协会 2005 年对全国 243 家化工企业

及 45 所化工职业院校的调查数据显示， 化工行业

从业人员就业前接受培训比例占 48.8%，未接受培

训比例占 51.2%，化工行业从业人员希望在职接受

教育和培训的情况是，专业知识及专业技能培训占

26.1%，外语、计算机培训占 13%，技能培训、岗位

技能培训占 5.8%，继续教育占 11.6%，而化工类职

业院校开展的短期培训人数由 2001 年的 6929 人

增加到 2004 年的 47709 人(见表四)，培训的需求和

数量在逐年增长。 但有一个问题是，承担这类培训

的主体是高职院校，企业需求的是能适应企业技术

发展与管理水平提高要求的培训，而不是一般的操

作技能培训，所以对中职学校而言，承担企业职工

培训的能力有限。
表四 45 所化工职业院校招生及培训情况

数据来源：《中国化工职业技术教育研究》第 196 页，化

学工业出版社，2007。
（四）中职学校创新办学模式，在提升农民继续

教育方面起到了龙头作用

当前，农民劳动力转移培训和农村实用技术培

训，是农民继续教育的主要内容。 中职学校采取了

灵活多样的办学方式， 开展对农民的技能培训，提

高劳动者文化素质，为农村劳动力转移不断拓宽劳

务输出渠道，在提升农民继续教育方面起到了龙头

作用。
1.以中职学校为中心，开展多方面的农民继续

年份

培训数（人） 参与培训

的中职学

校数（所）

中职学校

培训数

（人）总数
引导性

培训

技能性

培训

转移性

培训

2006 3505407115639802 1374165 5718725 6937 7491088

2007 382685481745966113817262 6991625 7015 8881950

2008 394920901852009713965866 7006127 6553 8780182

2009 424931151885609615644642 7916210 6416 42493115

年份 2001 2002 2003 2004 总计

招生人数 22751 29274 36501 45084 133610
短期培训

人数
6926 10274 13422 17087 47709

LILUN JINGWEI 理论经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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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社会服务工作。教育系统职成学校建立了劳动

力转移培训就业的信息中心、 务工人员联络中心、
政策法规宣传中心、教育资源整合中心、企业培训

服务中心，使农民能够利用现有场地、网络等，及时

了解学校就业培训、企业招工的最新信息，方便了

农村劳动力的择业。 为确保培训质量，职成学校联

合，针对不同教育程度的农村劳动力开展培训。 首

先， 条件好的职业学校大力开展农民工技能培训。
如四川省建立 72 个省级优质中等职业学校作为劳

务培训基地的“龙头”，带动各地职业教育学校、乡

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和培训机构共同发展。 其次，
把乡镇成人文化技术学校作为农民工引导性培训

和实用技术培训基地。 如四川省德阳市 2000 年正

式启动“2112”教育富民工程，即每个示范乡镇成人

文化技术学校每年引进推广 2 个以上先进农科项

目，建立 1 处以上实验示范基地，平均每村扶持 1
个示范户，培训农村劳动力达到 20％以上。

2.创新培训方式，扩大中职学校服务农民继续

教育的能力。 针对劳务市场需求的多样性，许多中

职学校积极探索适合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方式。
如： 中职学校为鼓励农村劳动力参加转移培训，采

取“校企结合培训”、“订单培训”、“定向输出”，为他

们确保培训后实现就业； 为使农村劳动力顺利转

移，创造了能够跨地域、转专业、分阶段的“学分制

培训”模式，形成学分互认机制等，还采取“企业+培

训机构+失地农民”联动型的产教结合培训模式，以

及长期培训和短期培训、 就业培训和创业培训、引

导性培训和技能性培训并举的方式，创建灵活高效

的适应市场需求的职业技能培训模式。许多中职学

校深入乡村调查研究， 对农村劳动力年龄结构、文

化程度、技能状况、收入目标、求职意向等方面进行

统计分析，在此基础上为他们设计培训内容、培训

形式、培训时间等，组织转移培训，实现他们的就业

目的，促进转移就业率的提升。
3.中职学校加强新增劳动力培训，培养应用型

技能人才。 针对农村新增劳动力，许多省（区）的劳

动、 教育等部门要求他们接受职业学校技能培训，
职业学校要按照市场用工需求，把他们培养成合格

的应用型技能人才； 对家庭特别困难的转移劳动

力， 试行由用工单位垫付或代扣培训费的办法，保

证每个农村转移劳动力不因困难而失去技能培训

的机会。 如江苏省农村中职学校以农村新增劳动力

为重点，开展多种模式的培训，如就地转移培训、联

合培训、新增劳动力培训、创业培训和网络技术及

现代远程教育培训等。
三、中职学校开展继续教育的发展思路及政策

建议

扩大中职教育的教育功能，充分利用现有职业

教育资源，将开展各类继续教育作为中职教育发展

的新的增长点。对此，应鼓励各类职业学校实行“一

校多制”，实行职前和职后教育并举，学历与非学历

教育并举，全日制与部分时间制并举，充分发挥其

培训进城务工人员、城乡待就业人员、企业职工以

及农村劳动者与实用技术人才的重要作用。在广大

农村地区要以县级职业学校、农村成人文化技术学

校、农广校、农村中小学校为依托，构建社会主义新

农村农民继续教育服务网络。
（一）城市中职学校要增强承担社会继续教育

的功能与任务，办学要逐步向公共职业培训机构扩

展，这是城市中职学校办学模式的创新，也是提高

发展能力的努力方向

根据世界银行教育专家卡尔·达尔曼的观点，
中国人员技能提高已超越正规教育体系，需要多渠

道的教育和培训提供者。城市职业学校要适时转变

办学思路与办学模式，适应工业化、现代化和区域

经济发展的需要， 转变和提升职业学校的功能，除

承担学历教育和新增劳动力素质提高外，大力发展

短期培训，重视社会服务能力，并向公共职业培训

基地转化，无疑具有较大的发展前景。
城市中等职业学校承担起公共职业培训的任

务， 将公共职业培训中的失业人员再就业培训、劳

动力转移培训、转岗培训、适应性培训、职业资格证

书的培训等作为办学的重要内容。 因此，首先中职

学校要成为一个多功能、多形式、多元化的开放教

育机构；其次，职业学校的专业设置、培训内容应根

据公共职业培训需求进行调整， 以贴近、 实用、易

懂、好学为原则，根据培训需要开发教材。
事实上，不少城市中等职业学校建立起了职业

资格鉴定站，开展了面向社会的职业培训，积累了

丰富的经验，具备了社会培训的条件和能力。 如北

京市将台路职业中学利用本校丰富的教学资源，举

办各类职业培训班，有针对企业在职人员、下岗职

工、外地进城务工人员、现役军人等方面的培训，学

校具有组织学员参加技术等级证书考试、鉴定资格

的优势，组织了电工、空调制冷运行与维修、汽车修

理、家用电子产品维修初、中级工资格考试，以及全

国计算机等级考试、全国计算机应用技术证书考试

等，较好地完成了各类培训任务，现年培训量已达

到 1200 人，已超过全日制在校生，办学潜力得到了

充分发挥。四川江油建材技校多年来与周边企业联

系， 承担各种岗位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培训工作，
学校建立起了职业技能鉴定站，承担了部分通用职

业和建材特有技能的培训和鉴定任务，年创收 100
万元，获得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双丰收。

同时，城市中职学校在今后的发展中，一个不

容回避的问题是后续生源的严重不足。 2008 年中

理论经纬 LILUN JINGW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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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达到 820 万人，与普通高中招

生规模大体相当。 为了完成这一目标，各地都采取

了相应的措施。 但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随着高等

教育入学率提高，学龄人口减少，中职学生的升学

需求上升等现实矛盾，使得中职生源的不足问题将

日趋严重。 2008 年北京、上海两城市高等教育毛入

学率已经达到 70%，进入普及化阶段，伴随着学龄

人口减少，许多城市中等职业教育资源出现富余现

象，许多中等职校生源短缺，资源空闲，造成严重的

浪费。 如何充分利用职教资源，发挥职校作用成为

一个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 同时，职教规模的扩张

使生源结构正在发生变化，下岗人员培训、农民工

培训、在岗人员技能培训、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大

学生“回炉”技术培训，这些潜在的人员将成为职业

学校生源的重要组成，中职学校生源多元化的发展

将是必然趋势。 职业学校成为公共职业培训机构，
从某种意义上使得未来的职教资源空闲矛盾得以

化解，同时生源问题的保证有力地促进了我国职业

教育目标任务的实现。
（二）农村中职学校应承担起农民继续教育的

骨干主导作用， 并构建起以县级职业学校为龙头，
由乡镇农村成人文化技术学校、 普通中小学校、农

业技术推广培训机构共同组成的继续教育网络

当前在农村，承担农民继续教育的机构主要是

中职学校、农村成人文化技术培训学校、农业技术

推广站等， 但总体上这几类机构存在着资源分散、
多头管理问题，难以独立承担大规模农民继续教育

的任务。 特别是近些年来，以开展农村实用技术培

训、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和农村文化知识教育为主

要任务的农村成人文化技术培训学校，培训机构数

量在逐年减少，功能在减弱，与农村劳动力转移需

求不相适应。据统计，从 2001 年至 2007 年，农村成

人学校数从 49.64 万所减少到 15.33 万所， 年培训

规模从 8732.31 万人减少到 4670.35 万人， 教职工

从 41.35 万人减少到 22.37 万人。 农业技术推广站

作为提供农民实用技术培训继续教育的重要机构，
在上个世纪 90 年代中期发展良好， 正式的农业技

术推广人员达百万之众，其中国家一级农技人员占

0.05%，省级农技人员占 2%，地市一级农技人员占

6%，30%多的农技人员在县一级，50%多的农技人

员在乡镇和村组，构建起了农业科技推广的“金字

塔”，保证了农业科技进步及有效推广，而现在也面

临着“线断网破人散”的尴尬局面。据农业部基层农

业技术推广体系改革联 席 会 议 办 公 室 统 计，2007
年我国县、区、乡级农技推广机构 12.6 万个，职工

86.55 万人，其中专业技术人员占 60%，农技人员接

受进修培训的机会极少，2003—2007 年间，参加过

进修培训的仅占 8.7%， 其中接受过 3 个月以上培

训的人员只占2%。 据调查， 河南作为一个农业大

省，农民对农业技术望眼欲穿，而河南省现在的农

业技术推广体系是 1/3 能正常开展工作，1/3 能做

少量的工作，1/3 已不见踪影。农村教育培训机构的

现状影响着农民接受继续教育的可能。
农村职业学校在我国农村教育中占有非常重

要的位置，20 世纪 80 年代实施的 “三教统筹”和

“农科教”结合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统筹了农村的基

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资源，发挥农村中小学

校、职业学校、农村成人文化技术学校作用，为农村

教育发展与当地经济结合，与农业发展、科技推广

结合， 共同为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发挥出了巨大作

用。 在新形势下，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新农村建设、
新型农民培养培训都对职业教育提出了新要求。农

村职业学校除承担起学历教育任务外，根据农业经

济战略调整和城镇化需求，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培

训和实用技术等各类培训将是一个重要的任务。
因此，农村中职学校应该是学历教育与非学历

教育相结合；长设专业与短期培训相结合；学校培

训与田间培训相结合； 职业培训和扩大就业相结

合。 农村中职学校可根据地方经济发展和用工需

求，开展实用性劳动技能培训；根据现代农业生产

方式和新品种推广应用要求， 开展新技术应用培

训；根据新农村社会文化建设需求，开展以农村政

策、法律、生产、生态、经营等知识为主的乡村干部

培训。 如河北利用县级职教中心的资源优势，开展

了“送教下乡”培养农村实用人才的活动。在办学模

式上，形成城市职校与农村职校联合办学，采取弹

性学制、学分制、半工半读、工学结合、开放式教育、
远程教育等方法，拓宽办学渠道，增强教育活力，逐

步建立起以职业院校为核心骨干，以县级职业学校

为龙头，由乡镇农民文化技术培训学校、广播电视

学校、普通中小学校、各种农业技术推广培训机构

共同组成的农民继续教育网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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