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层次”到“类型”职业教育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
——“十三五”期间职业教育发展有关情况介绍

“十三五”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把职业教育作为社会

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摆在了前所未有的突出位置，作出了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

教育部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家中长期教育

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和《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坚持把职

业教育作为教育综合改革的突破口，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在健全办学体制、完善育人

机制、提升内涵质量、增强服务能力、建设“双师型”教师队伍、建成世界规模最大

的职业教育体系等方面取得了可喜成绩。目前，全国共有职业学校 1.15 万所，在校生

2857.18 万人；中职招生 600.37 万，占高中阶段教育的 41.70%；高职（专科）招生 483.61

万，占普通本专科的 52.90%。累计培养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本专科毕业生 5452 万人，开

展社区教育培训约 3.2 亿人次。回顾这五年，主要有五大亮点。

一是最大的贡献，就是确立了职业教育的类型地位。2019 年 1月，国务院印发《国

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开宗明义指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

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正式确定职业教育在我国教育体系中是一个单独种类的

教育。这一重要定位，一方面，是对职业教育的重大理论贡献，明确了职业教育是一

个教育类型，而不是教育层次，对于摆正职业教育的地位，发挥职业教育服务社会和

个体发展的能力，以及推进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重要的发展战

略意义，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特色职业教育理论；另一方面，具有重要的政策指导和实

践意义，明晰了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联系与区别，指明了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有

利于职业教育系统

更明晰自己的功能和作用，进一步探索和完善职业教育独特的办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模

式，更好地服务、支撑国家现代化建设。以类型教育为基点，我们牢固确立职业教育

在国家人才培养体系中的重要位置，围绕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强化类型特色，坚



定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不断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知行

合一，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发展道路。

二是最大的突破，就是构建起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职业学

校体系结构更加合理、定位更加清晰，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大幅提升。在纵向贯通上，

巩固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地位，强化高等职业教育的主体地位，稳步推进本科层次职

业教育试点。特别是 2019 年以来，教育部批准 22所学校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

打破了职业教育止步于专科层次的“天花板”。在横向融通上，加强职业教育、继续

教育、普通教育的有机衔接、协调发展。面向在校生和全体社会成员广泛开展职业培

训，促进学历教育与非学历培训衔接连通。开展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遴选了

92个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推进社区教育、老年教育建设，确定国家级社区教育实验区

129 个、示范区 120 个，建成 28 所省级老年开放大学。加快学分银行建设，促进资源

互享、课程互通、学分互认，畅通各类人才成长通道。

三是最大的进步，就是迈入了提质培优、增值赋能的高质量发展新阶段。在制度

标准上，建立了国务院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形成各部门之间、中央与地

方之间协同发展职业教育的合力；《职业教育法》修法工作取得实质性进展；制定中

等职业教育德育大纲、中等职业学校公约，规范德育工作，完善专业目录、专业教学

标准、课程标准、顶岗实习标准、专业实训教学条件建设标准五位一体的职业教育国

家教学标准体系，发布中职专业 368 个，高职（专科）专业 779 个，本科层次职教试

点专业 80个，修（制）订并发布 347 个高职和 230 个中职专业教学标准、51个职业院

校专业实训教学条件建设标准、136 个专业类顶岗实习标准。启动实施了“中国特色高

水平高职学校和专

业建设计划”、高水平实训基地等重大项目。在协同育人上，坚持校企合作、工学结

合，强化教学、学习、实训相融合的教育教学活动；推行项目教学、案例教学、工作

过程导向教学等教学模式。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布局了 558 个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



覆盖 1000 多个专业点，惠及 10万余学生（学徒）；印发《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

法》，健全企业参与制度，发挥企业重要办学主体作用；依托行业职业教育指导委员

会，发布近 60个行业人才需求预测与专业设置指导报告。在“三教”改革上，连续举

办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强化教师教学能力建设；推广线上线下混合

式教学，遴选公布 232 门在线精品开放课程，建设 203 个职业教育国家专业教学资源

库；发布中职公共基础课

程方案和七门课程标准，遴选约 4000 种“十三五”职业教育国家规划教材。

四是最大的成就，就是培养了一大批支撑经济社会发展的技术技能人才。在服务

国家战略上，全国职业学校开设 1200 余个专业和 10余万个专业点，基本覆盖了国民

经济各领域，每年培养 1000 万左右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在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

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等领域，一线新增从业人员 70%以上来自职业院校毕业生，职业教

育社会认可度显著提升。制订实施《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2016-2020 年），加快

培养制造业紧缺人才。在服务区域发展上，实施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行动计划，推进“东

西职业院校协作全覆盖、东西中职招生协作兜底、职业院校全面参与东西劳务协作”

三大行动，累计投入帮扶资金设备超过 18亿元，共建专业点 683 个、实训基地 338 个、

分校（教学点）63个，共同组建职教集团（联盟）99个，就业技能培训 14万余人，

岗位技能提升培训 16万余人，创业培训 2.3 万余人。在服务脱贫攻坚上，职业院校 70%

以上的学生来自农村，千万家庭通过职业教育实现了拥有第一代大学生的梦想。“职

教一人，就业一人，脱贫一家”成为阻断贫困代际传递见效最快的方式。例如顺德职

业技术学院开展的“一人学厨，全家脱贫”帮扶培训项目，就是职业教育助力精准扶

贫、乡村振兴的典型。“十三五”期间，共创建国家级农村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示范

县（市、区）261 个。在促进教育公平上，中职免学费、助学金分别覆盖超过 90%和 40%

的学生，高职奖学金、助学金分别覆盖近 30%和 25%以上学生。用三年时间扩招 300 万

人，服务“六稳”“六保”，踢出了中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临门一脚”。



五是最大的亮点，就是实现了更高水平的开放。在向产业开放上，配合国家发改

委培育 800 多家产教融合型企业、试点建设 21个产教融合型城市，构建了以城市为节

点、行业为支点、企业为重点的产教融合新模式。成立 1500 个职业教育集团，3万多

家企业参与职业教育；鼓励多元主体组建职业教育集团，确定 150 家示范性职业教育

集团（联盟）培育单位。在向企业开放上，组建 56个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

发布近 60个行业人才需求预测与专业设置指导报告。遴选了 73家职业教育培训评价

组织，绝大多数是行业龙头企业、“小巨人”企业。现代学徒制试点参与企业 2200 多

家。在向世界开放上，与 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建立了稳定联系，有 400 余所高职院

校与国外办学机构

开展合作办学，成立海外独立举办的第一所高职院校“中国-赞比亚职业技术学院”。

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建设“鲁班工坊”，打造中国职业教育国际品牌。“十

四五”期间，职业教育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职业教育战线将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对标对表《中国教育现代化 2035》和《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 年）》，

以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为总目标，切实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加快形成具有中国特色、

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奋力把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大有可为”的殷切

期盼转化为职业教育战线“大有作为”的生动实践，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国家

竞争力提供优质人才资源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