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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区教育对经济转型城市职业教育发展的启示 

——以浙江省舟山市为例 

杨奇美  宋 艳 

摘要：本文通过对舟山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现有劳动力情况的分析，在借鉴美国社

区学院先进的职业教育经验中得到启示，并提出舟山职业教育机构在对渔民转产

转业教育培训发展中应注意的问题。 

 

目前国内有一大批面临着经济需转型的城市，如辽宁的大庆和阜新、新疆的克拉玛

依、浙江的舟山等这些在资源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城市，由于资源的萎缩和资源经济的单

一性，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实现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和城市经济转型的

问题。但城市经济的转型首先面临着大批劳动力的转就业的问题，这就对当地的职业教

育和职业培训提出了新的要求。下面本文以浙江省舟山市为例，来探讨一下经济转型城

市在职业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如何借鉴先进的职业教育的经验(如美国的社区学院教

育)，来为本地区的经济转型过程中提供更多的适应新的经济形式下高素质技能人才。 

 

一、舟山在经济转型城市过程中劳动力情况的分析 

(一)舟山渔民面临的危机 

据统计舟山目前有渔业人口23.44万人，其中海洋捕捞专业劳动力6.6万人，但随着

舟山近海渔业资源的匮乏和远洋渔业作业受限制(中日1997年11月，中韩1988年8月渔业

协定的签定，舟山有40％渔场丧失，有40％渔场受到严格管制)，舟山将有2300艘渔船

将要被迫撤出这批渔场，其中有2.7万渔民将丧失生产门路。据舟山市政府统计，到

2003年年底，全市共有12.25万人力资源需要转移。 

(二)舟山渔民所受的教育水平较低 

从典型调查获知，舟山渔民的学历普遍偏低，捕捞劳动力的情况为：大学以上无，

高中以上占2.6％ ；初中以上，占47.8％；初中以下占49.6％。平均受教育年限为6.1

年，这些数据反映目前舟山在业的捕捞劳动力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另外，除了捕捞

方面的知识，他们很少有其他方面的专业技能和知识。 

(三)目前舟山渔民的年龄结构 

在调查中显示的另一个数据是船员的年龄结构，其中，大于5O周岁的占5.3％；30-

50岁的占69.5％；18-30岁的占25.1％。渔民的从业年龄普遍还属于年轻。 

从以上的数据分析：首先，由于舟山海洋捕捞的渔场范围大大缩小，以及舟山近海

域渔业资源的匮乏，势必造成有一大批渔民退出渔业作业，转向其他领域就业；其次，

从舟山渔民的年龄看，大多数属于中青年，如果其退出渔业生产，就势必转向其他行业



就业，在如今各行业均专业性很强的情况下，渔民转产就面临着接受新的技能培训和专

业教育的问题。所幸的是渔民的年龄普遍不大，相对较容易接受新的知识和技能；最

后，舟山渔民受教育水平普遍不高，如果要转入其他领域有一定技能的行业就业，就必

须重新接受教育或培训，如何解决这一批渔业转业人员的就业素质和技能的培训和指

导，这就对当地的职业教育和培训提出了新课题。 

由于舟山地处海岛，从地域范围来看，独立于大陆之外，有自己独特的经济、文

化、人文环境和资源优势，相当于一个大的社区。从地方发展的角度来看，势必需要大

量适合本地区经济发展的人才。这些人才除了从外界引进一部分外，大量的高、中、低

档，尤其是中、低档的人才，还需本地区的职业教育机构来提供。这些教育机构与美国

的社区教育机构存在着相似之处，有着相同的任务。同时从9O年代以来，由于舟山渔民

的转产转业问题，舟山地方的职业教育机构还承担渔民转业培训重任。这与美国社区学

院在二战结束后，在美国政府1944年颁布的“退伍士兵权利法案”的实施下，社区学院

接受数百万退伍士兵进入社区学院学习，对他们进行职业技术训练，使其新获取相关的

职业资格证书，以便顺利就业，两者在职能上何其相似。 

 

二、美国社区学院职业教育的基本特点及对舟山职业教育的启示 

(一)美国社区学院职业教育的基本特点 

1．服务社区为导向。 

首先，美国社区学院的职业教育的教学、服务及其他各项工作都以社区为中心，关

心社区生活，发展社区经济。职业教育的专业、技能、课程设置以社区的近期、远期的

目标和当地经济发展的需要和就业趋势为依据；其次，生源也主要来自本社区，并鼓励

学生毕业后留在本地社区就业，建设自己的家乡；最后，社区学院的职业教育还为本社

区的成人提供各种深造和转业的教育和培训。为当地各种年龄的人群提供教育机会，既

满足各类在职人员更新知识、提高水平的需要，又能满足失业转业人员学习新技能寻找

新的就业机会的需要。 

2．收费较低经济实惠。 

社区学院收费标准由校董事会决定，在1995-1996年间，美国高等学校学费平均为

8774美元，其中四年制大学学费为10315美元，而社区学院的年平均学费则不足450美

元。远远低于高等学校的收费。另外，由于学生在本社区内的社区学院上学，大部分的

学生无需住校，这样就省去了不少的食宿生活费用和交通费用。这样低廉的教育成本使

低收入人群也同样有机会接受教育，从而消除了社会经济方面的障碍，推动了美国的全

民教育计划。 

3．招生制度和教学安排开放灵活。 

美国社区学院实行的是开放性招生制度，向年满16岁的全体社区居民开放，入学无

须考试，只需中学文凭。同时学校的教学安排也非常灵活。学校全年、全天向学生开

放，每天上午8：30至晚上10：00一直开放。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合适的上课

时间，2／3的学生属非全日制学习。 

4．重视实践性教学环节。 

社区学院在教学安排上，强调以实际应用为方向，运用科学的方法知识解决实践中

的问题为主，特别强调实践课程和活动。一般专业的实践课时和理论课时的比例为1：

1，同时学生还必须利用假期在社区的相应部门实习。同时，课程大纲中再加入一些非专

业课程，约占25％。这种课程设计，既有利于调动企业助学的积极性，又可在很大程度

上避免培养目标脱离实际的现象，是一种较为实用和易于操作的方法。另外，社区学院

还通过聘用兼职教师来保证师资队伍中实践性教师与理论性教师的比例达到1：1。社区



 

学院的教师除了通用课程教师外，大多数教师均是实践经验丰富的兼职教师，是学院从

社会、企业部门中聘请的技术高超、经验丰富的工程人员和管理人员(如密执安州的麦科

姆社区学院有专职教师296位，而兼职教师则为442位)。 

(二)美国社区学院教学对舟山职业教育的启示 

舟山大批渔民面临着转产的问题，这也使舟山职业教育面临着更大的挑战，政府部

门要求舟山职业教育机构为渔民减船转产，调整渔区产业结构，做好教育支持和再就业

的培训工作。通过再就业培训，引导和支持渔民向资源优势的行业发展，如发展海水养

殖业，休闲渔业，港口管理，休闲旅游业等。笔者从一个正从事于舟山职业教育的普通

教育工作者的角度出发，认为舟山职业教育在做好对渔民转产转业的培训工作中，针对

本地的实际情况，可以借鉴美国社区学院的办学经验和做法。 

1．结合本地区的资源优势，开设适合于渔民的专业培训体系。 

在针对渔民的转产转业的教育与培训中，要结合舟山本地的资源优势，开设与本地

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专业，如开设水产养殖与加工，港口管理及涉港产业，种植业、休

闲渔业、旅游业。这些产业是舟山目前主要经济支柱，也是未来经济发展的主要趋势。

通过对渔民在这些专业的培训，使渔民能顺利转产，不仅解决了当地渔民的就业问题，

又服务于舟山本地区的经济发展，完全体现了社区职业教育服务于社区的宗旨。同时也

解决了渔民作为一个受教育水平不高的群体，本身流动性不大，不易外出就业的问题，

且这些专业的设计，也比较适合渔民来学习，如水产养殖与加工、港口管理及涉港产业

和休闲渔业，这些领域本身与渔民的原来的工作性质相关，所以学习起来相对比较轻

松。又如旅游产业，它本身进入的障碍不大，无须经过高等教育，这就使文化程度不高

的渔民也比较容易掌握。 

2．办学机制灵活，教学安排合理。 

在办学机制上，无论是学历教育还是技能培训都应该灵活实用，针对渔民这一特殊

群体——-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可以借鉴美国社区学院的做法，采取面向所有渔民，实

行“无试招生”(open door admission)，主动降低门槛，使所有愿意接受教育的渔民

都有接受再教育的机会。在教学安排上，也应尽量合理安排，使职业教育的授课时间尽

量方便学员。大部分的授课都安排在下午四点以后和晚上，甚至在周末，使渔民能在工

作之余参加学习。同时根据海岛内群岛众多，渔民散居于小岛的特点，可以组织送教育

下海岛，在几个主要岛屿设立培训点，使渔民既能正常工作学习，又能学习专业技能。 

3．政府给予适当支持，学费给予特别优惠。 

渔民在转产转业的过程中，由于原有的生产资料及生产工具——渔船及渔具，这些

属于成本较高的生产资料，都将毫无挽回的废弃。虽然政府对此有一定的补助，但相对

于渔民为此遭受的巨大损失，还是难以弥补。再加上渔民在再就业问题上，本身有一定

的心理成本。因此地方各级政府和职业教育机构可以效仿美国社区学院的做法，在降低

渔民的心理成本的同时，在再教育问题上确实减轻渔民负担。政府可以给承担渔民转产

转业的教育机构给予财政上的支持，而学校则在渔民的再就业培训中收费相对低廉。这

样就可以相应减轻渔民的负担，鼓励渔民积极接受教育与培训，提高自身的能力与素质

后，重新投入到家乡的建设洪流中去，为舟山的经济发展再做贡献。同时也可以降低失

业率，解决本地区的社会问题，减少社会矛盾。 

4．在教学培训环节注重实践环节和经验教学。 

在对渔民进行再就业的教育和培训中，值得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是：职业教育机构

要注意对渔民的教育和培训的教学方式。针对渔民文化素质不高，教育部门应在教学过

程中注意理论教学与实际教学的比例，在美国的社区学院的职业教育中，实践教学与理

 



论教学的比例是1：1，我们完全可以借鉴其做法，甚至还可以加大这个比例。因为渔民

可能在学习理论知识方面积极性不是很高，但在实践方面，尤其在某些专业(如水产养殖

及加工、港口管理及涉港产业等)，渔民比较熟悉，并有一定实践知识和经验。因此在最

基本理论知识的基础上，结合大量的实践教学，甚至采取由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老师或

师傅到现场直接指导和示范，或到学校建立的专门实习基地参加实践劳动。采取这种以

实践指导为主的学习方式更适合渔民们学习，有助于发挥渔民学习知识的积极性。诚然

要创造这样的学习环境，学校必须取得当地相应的支持，与他们建立长期的良好的合作

关系，同时学校也应为企业的发展不断输送合格的人才。 

所幸的是浙江省政府舟山市政府已经重视这一社会突出问题，舟山市于2003年完成

了《全市渔农村人才资源现状调查及对策》调研报告，并在全市渔农村实施“暖人心、

促发展”工程。开展万名渔民培训工程，充分利用全市的培训资源，根据渔农村实际需

要，缺什么培训什么。采取政府主导、社会筹资；订单培训、政府买单等积极有效措施

来提高渔农村劳动力的素质和技能。并由浙江省政府牵头，由舟山市政府投入2．53亿元

建立浙江海运职业技术学院，专门为解决舟山渔民的转产转业问题提供培训。 

 

三、舟山职业教育在借鉴美国社区学院教育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职业学校要加大实践教学老师的比例 

由于在对渔民的转产教育与培训中，对实践教学的要求所占比重比较大，因此学校

必须在教师配备上考虑增加实践教学的老师。从目前舟山职业教育学校的教师配备的情

况看，理论教学的教师远远超过实践教学的教师，甚至有些学校根本没有实践教学的教

师，因此学校在这方面急需加强。可以借鉴美国社区学院教师配备的体系，在自己培养

专业的实践教学的教师外，还可从社会相关行业中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中聘任，

以保证授课内容的实用性和加强学校与地区内企业的关系。 

(二)应建立较完善的资格认证制度 

渔民的职业教育与培训虽为转业培训，可能大多数涉及的是非学历教育，但是在渔

民接受学校教育后，应该给予相应的职业培训合格的资格证书，以方便渔民的就业。但

从我国目前的职业资格证书的认证资格来看，许多培训学校只负责培训，而不具备认证

资格，认证资格由各行业相关部门负责。因此学校必须与相关部门加强协调，以使渔民

在接受教育和培训后，能顺利获得相应的资格证书。在有些地方特色行业国家还未设认

证，可建议政府在本地区内指定相应部门作为认证机构，认证资格在本地区内有效。以

确保渔民在接受教育与培训获证后，能得到在本地区的认可。 

(三)应注意渔民职业教育与培训的阶段性问题 

综观美国的社区学院教育的历史，存在着明显的历史发展的阶段性，每一次教育改

革都与美国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要求有关，任何教育都有其时代性。同样对渔民的职业

教育也应注意阶段性的问题。渔民的专业教育与培训在现阶段的教育可以放在较低的水

平，但随着地方经济的发展和产业的转化，不仅在教育和培训的水平上要有所提高，同

时在专业设置和培训方向上都应有相应的变化。 

总之，对舟山这样的经济转型城市，存在大量劳动力转产转业的教育和培训中，职

业教育既要借鉴国外先进的职业教育经验，又要认真贯彻国家关于职业教育的方针。在

《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明确指出职业教育改革要“为

经济结构调整和技术服务，为促进就业和再就业服务”。舟山的职业教育更要为舟山渔

民的转产转业服务，为舟山的经济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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