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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过去一段时期，作为培养中等层次岗位人才的中职教育曾经历了两头挤压：一头是高职，一头是普
通高中。有些人甚至认为中职在我国教育体系中无足轻重。但事实恰恰相反，在我国未来的经济发展中，社会用人
部门对中职人才的渴求将十分迫切。３月２日，教育部贯彻落实全国职教会议精神经验交流会在四川泸州召开。教
育部部长周济在会议讲话中提出，２００５年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将增加招生１００万人，预计到２００７年中等职
业教育规模将与普通高中大体相当，协调发展。通过大力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本期
刊发的有关扩大中职规模的文章，是作者接受相关采访时的回答。希望此文的发表能引起更多人对中等职业教育的
关注。 

  一、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提出中职扩招１００万？理由是什么？ 

  这既是经济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有教育协调发展的考虑。首先，我国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的
步伐正在加快，选择的是新型工业化道路，因此迫切需要一大批技能型人才。而作为培养这类人才的职业教育，发
展却比较滞后。这可以从相关统计中得到佐证。１９９０－２０００年，全国第二产业从业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仅
从８．７９年提高到９．４４年，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人口比例仍高达７１．７２％（２０００年人口普查），高
级技工更是严重短缺。如果不加快发展中等职业教育，到２０１０年第二产业从业人口人均受教育年限仍然达不到
１０．５年的水平，技能型人才短缺的矛盾将更加突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会面临更多的困难。 
  其次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需要。目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新的压力，主要是资源和环境的约束，以及社
会矛盾、就业压力和城乡差距日益增大。中央政府提出坚持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着力建设和谐社
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改善薄弱环节，重视弱势人群的生存环境。由于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多数来自社会
中低收入家庭，提高他们的就业能力与就业质量就显得十分重要。 
  第三是加快推进城镇化进程的需要。目前，我国已进入城镇化发展的机遇期，预计到２０２０年将有约２．２
亿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镇。但是，由于农村劳动力的文化程度过低，初中及以下比例高达９５．２６％（２０００
年人口普查），大量涌入城市的农民工，如果他们的职业技能得不到普遍提高，不能胜任较高层次的职业工作，当
数量超过极限时，就会造成社会不稳定，必然影响城镇化进程与城镇化质量。职业教育具有针对性强的特点，对农
村青年提高就业能力是最有效的教育类型，因此扩大职业教育的培养规模已成为当务之急。 
  第四是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的需要。党的十六大把“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
重要目标，这为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带来了机遇。但从２０００年到２００４年的统计数据看，全国普通高中招生从
４７３万人增加到８２２万人，而中等职业学校招生仅从３５８万人增加到５５０万人，明显滞后于普通高中的增
长速度。所以，高中阶段教育结构必须调整，中等职业教育的规模理应扩大，否则，“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
目标将难以实现。 

  二、落实增加招生１００万的关键在哪里？ 

  关键在于政府要强化宏观调控，调整高中阶段教育招生结构，切实保持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的比例大
体相当。职业教育发展有经济界和个人两个方面的需求主体，经济发展需要是一个方面，但最终还要有学生来选
择。由于职业教育具有“培养成本高、学生家庭收入低、就业回报率低”的特点，如果在政策设计上采用“高收
费、低投入”的办法，在普通高中能提供较多入学机会的时候，职业教育对学生与家长的吸引力必然会降低，这样
职业教育成为市场调节失灵的领域也在所难免。从欧洲国家职业教育发展的实践看，宏观调控是一个很重要的经
验，政府不仅要考虑老百姓的眼前利益，更要考虑国家和百姓的长远利益。如果参考浙江省的做法，规定各县
（市）高中阶段的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比例达到１∶１，就可能落实增加招生１００万的任务。当然，要
使一项好的政策落到实处，还需要加大监控力度，这里，建议教育部每年在媒体上公布各省区市高中阶段教育招生
的普职比情况。 

  三、实现这个目标会遇到什么困难？突破点在哪？需要采取什么措施？ 

  遇到的最主要困难是生源数量与资源供给不足，尤其是比较严重的区域不平衡。我们最近完成全国教育事业
“十一五”规划研究课题“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问题研究报告”，其中主要反映了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省区间初中毕业生数增减不平衡，突出表现为“有资源的省份缺生源，有生源的省份缺资源”。从生源情
况看，预计２００３年到２０１０年全国初中毕业生数基本在２０００万人（其中２００５年达到最大值，即２２
７５万左右）。但是，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为主的近一半省区初中毕业生数减少，其中北京从１８万人减少到９
万，上海从１８万减少到１０万，江苏从１０３万减少到８４万，天津、山东、浙江、福建、湖北、湖南、河北以



及东北三省等都有较明显的减少，中等职业教育面临生源减少的局面。而以西部和欠发达地区为主的１１个省区初
中毕业生数增加，贵州从５０万增加到８５万人，云南从５６万增加到７６万人，甘肃从３７万增加到６７万人，
四川、青海、宁夏、新疆、内蒙古、江西、安徽和山西等有较明显增加。解决这个问题的主要措施，就是加强省区
间中等职业教育的合作，支持跨省区招生培养，鼓励学生学成后回原户籍所在省区就业，为推进当地经济发展与城
镇化进程出力。 
  二是职业教育资源面临困难，突出反映在教师负担学生数过多的现象比较普遍。从１９９３年到２００３年，

普通中专的生师比由１４．６∶１上升为２５．３∶１；职业高中由１３．８∶１上升为１７．７∶１[１]。按照
生师比１５∶１测算，目前教师缺额就达１５万人。如果扩招三年以后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为２１００万人，生师
比按照目前１９∶１测算，教师缺额超过４０万人。从分省区看，２００３年生师比最高的三个省区平均达２４∶
１，最低的三个省区平均只有９∶１，反映了师资不足与闲置很不平衡。学历达标教师分布的区域差异更大，北
京、上海的职业学校教师学历达标率超过８０％，而青海、陕西、江西分别为４８．７％、５３．０％和５６．
３％，后者的师资力量十分薄弱。解决这个问题的主要举措，就是要加快职业教育的师资培养，尤其要探索在工科
院校设置职业技术教育学博士点，鼓励工科院校参与职业教育研究与师资培养工作。当职业技术教育学成为我国工
科院校学科建设的一个重点时，才能从根本性上解决职业教育师资培养的数量与质量问题。 
  三是职业教育投入问题，尤其是财政投入不足。中等职业教育扩招后，职业教育的生均预算内教育经费投入将
进一步下降，难以保证教育质量。２００１年至２００２年，全国教育经费支出增长了１８．５％，而中等职业教
育经费支出仅增长了６％。从财政经费看，中等职业教育占财政预算内教育拨款的比例由７．２７％下降为６．３
５％。从国际经验看，职业学校生均成本高于普通高中，我们测算该比例应超过１０％。由于财政性经费投入不
足，２００３年全国职业中学生均预算内教育事业费仅１６８４．８元，有１０个省区低于普通高中，有的地区比
普通高中低２０００元以上。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投入更低，２００３年全国职业中学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仅为２
３９元，有１６个省区的职业教育生均预算内公用经费低于普通高中，有的地区仅为普通高中的５０％左右，甚至

比小学还低。[２]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增加财政投入，改革财政性职业教育经费的投入方式，探索按照在校生数
划拨经费的机制，强化经费投入和使用情况的监督评价制度，提高办学效益。 

  四、近年来中职招生上升的原因是什么？ 

  全国中等职业教育经历了低谷期后，近年来开始回升。２００１年招生３９８万人，２００２年招生４３３万
人，２００４年招生达到５５０万人，出现稳步上升的势头。原因主要有三方面。 
  一是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 ２００２年国务院召开了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２００４年国家七部委又联合
召开了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导向明确，体现了中央政府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心与力度。 
  二是很大程度上与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较好的就业情况相关。由于经济快速发展，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的就业
率提高较快，２００３年全国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就业率达到９５％，比２００１年增加近１０个百分点，上海、
北京更是在９６％以上，这是很重要的外部环境条件。 
  三是各地政府尤其是教育行政部门采取了有效的措施。例如浙江省政府规定各县（市）高中阶段招生的普职比
必须达到１∶１，否则取消“教育强县”参评资格，即用政策来推进各县市的职业教育发展。由于政策导向明确，
２００３年浙江省中等职业教育占高中阶段招生比例之高在全国３１个省区中名列第一。 

  五、怎样看待中等职业教育在各级各类教育中的位置？ 

  在２００２年和２００４年两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上，国务委员陈至立都提到，“当前我国的职业教育仍
然是一个薄弱环节”，这耐人深思。为什么说是薄弱环节？就是没有得到健康发展，说明职业教育在教育中的位置
不高。从国际上看，由于办学和管理体制方面的原因，职业教育在欧美国家主要不是由教育部门管理，因此在教育
体系内存在职业教育被边缘化。但是，我国的职业教育由教育部门管理，故职业教育应当在各级各类教育中占居重
要的地位。扩大招生决策的出台，标志着我国教育行政部门对中等职业教育认识的进一步提高，事实也将证明高质
量的职业教育会越来越受到社会的认可，职业教育在教育体系内应与普通高中同样重要。 

  六、这项决策会给中等职业教育今后的发展带来哪些变化？有关政策如何调整？ 

  首先是中等职业教育规模快速扩大，２００５年招生将达到６５０万，比２００４年增加１００万；２００６
年、２００７年招生还将进一步增加。这是我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前所未有的变化。其次是中等职业教育区域合作
格局将发生变化，即职业教育的服务区域拓宽，省区间、城乡间的职业教育合作将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第三是职
业教育学制结构也将发生变化，以学分制为重点的弹性学制逐步推行，职业学校之间、非学历培训与职业学校教育
之间学分实现互认，以就业为导向的模块教学成为职业学校教学的亮点。第四是职业学校学生的概念也会发生变
化，将从目前 “适龄学生”变为“注册学生”，会有更多在职人员和进城务工者注册接受职业继续教育，使中等
职业学校成为完善终身教育体系的重要平台。 
  在政策调整方面，上面已经提到了一些，最主要的还是三个方面，即加强宏观调控、加大财政投入、鼓励跨省
市招生。按照跨区域招生、梯度优先的原则，要鼓励东部地区职业学校招收中西部地区学生，城市学校招收农村地



区学生，通过学生的区域和城乡流动，优化职业教育资源的供求关系。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建议评价大中型城市与
发达地区县城的普职比主要看高中阶段招生情况；评价中西部农村地区的普职比主要看其初中后升学的分流比例。
特大型城市招收外省市生源的一个重要障碍是地方政府对人口与就业机会的控制，如果优先培养外省市经济发展与
城市化进程中迫切需要的学生，就可以减轻培养地的人口与就业压力，例如上海职业教育具有城市交通和水电煤气
等专业的优势，而各地城镇化进程中也特别需要这类人才，就应优先给予招收外省市招生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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