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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

中等职业教育是职业教育和整个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与经

济社会发展联系最密切、贡献最直接、服务最贴近的教育类型，是经济社

会发展和人力资源强国建设的基础性工程。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发展

职业教育。 进入新世纪以来， 国务院先后召开三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

议，2002年和 2005年两次作出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把职

业教育作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教育工作的战略重点。 2010
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提出：

“发展职业教育是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就业、改善民生、解决‘三农’问题的

重要途径，是缓解劳动力供求结构矛盾的关键环节，必须摆在更加突出的

位置。 ”

江西省委、省政府按照中央要求，结合本地实际，采取切实有效的举

措，实现了中等职业教育前所未有的大发展。全省中等职业教育在走出世

纪之交的滑坡后，步入了快速、持续、健康发展之路。 据统计，2010 年同
2000 年相比， 中等职业教育在校学生由 32.94 万人增至 81.78 万人，中

等职业学校与普通高中的招生比由 2000 年的 41.3∶58.7 上升到 2010 年
的 53.0∶47.0，为普及高中阶段教育作出了重要贡献。 我省中等职业学校

毕业生从 2004年起， 连续八年保持了 96%以上的高就业率， 为促进就

业、维护社会稳定作出了重要贡献。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中职学校从实际

出发，创新发展思路，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开展中等职业教育与

产业对接、与工业园区对接，推进校企合作，中等职业教育为全省经济社

会发展和教育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虽然我省中职教育改革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 但从总体上

看， 中等职业教育仍是整个教育体系中相对薄弱的环节， 存在着观念滞

后、经费不足、设施简陋、师资匮乏、体制不顺、机制不活等影响中等职业

教育深入发展的矛盾和问题。只有不断适应新形势，迎难而上、知难而进、

凝心聚力，努力通过加快发展、深化改革、加强管理，切实解决前进中的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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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和问题，才能推动江西中等职业教育事业破浪前行。

为贯彻落实国家和江西省教育规划纲要， 全面掌握全省中等职业教

育改革发展现状，科学制定我省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意见，大力推进中

等职业教育发展， 省政府在 2011 年底组织了全省中等职业教育发展专
题调研活动。

这是近年来江西教育的一次规模较大的调研活动。调研本着“问情于

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策于民”和“广聚人心、广集众智”的宗旨，抽调

十多个省直有关部门和单位的同志，组成了 6 个调研小组，前往 11 个设
区市和部分省直单位，实地考察了 100多所中等职业学校，召开了近 100
场调研座谈会，听取了地方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中等职业学校、企业和

家长等有关方面代表关于中等职业教育的情况介绍， 收集了千余份调查

表、调查问卷和近百个典型案例。 通过考察调研，了解了职业教育的基本

情况，征集了各方面人士对职业教育的意见和建议。

这次调研工作内容丰富、成果显著。除了为省政府提供发展中职教育

决策依据之外，《打开就业之门》这本书，也是一项重要成果。 该书收录汇

集了这次调研的总报告、各调研小组的分报告、各设区市的汇报材料、调

查表和调查问卷分析及其典型案例。报告还附录了《部分省、自治区、直辖

市中等职业教育情况介绍》和《发达国家中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政府作用》。

《打开就业之门》这本书立意深刻、思路清晰、分析透彻、见解独到，充分体

现了调研人员的辛勤汗水和集体智慧， 为我省中等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

展提供了宝贵的第一手资料和有益的参考。

当前，我省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中职教育的宏伟蓝图已经绘出，实现新

目标的路径正在拟定。这次全省性中等职业教育调研成果编撰成书，是一

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在全省深入贯彻落实教育规划纲要的实践中，各级

政府要把加快中职教育的改革发展提到更加重要的位置， 给予更加有效

的重视，切实把握时代特征和地方特色，努力“构建一个体系”、“做到四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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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构建一个现代中职教育体系，即逐步构建适应江西经济发展方式

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互通融合、中等职业教育

与高等职业教育相互衔接、 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的现代中职教育体

系。 做到四个同步“推进”，即推进教育资源整合，以设区市为主调整中等

职业学校结构布局；重点发展面向农村的中职教育，促进农科教结合；鼓

励支持地区、行业组建区域性、行业性的中等职业教育集团，倡导集团化

办学。推进学校能力建设，按照分区规划、突出重点、适应区域发展需求的

原则，建设一批规范化职业院校；围绕江西主导产业、特色优势产业，建设

一批设备先进、师资配备较强、运行管理水平较高的示范性实训基地。 推

进办学模式创新，遵从中职教育规律，完善学分制、弹性学制及“学分银

行”制度；加强校企深度对接，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要随着经济增长方式

转变“动”，跟着产业结构调整升级“走”，围绕企业人才需要“转”，适应社

会和市场需求“变”。 推进教育管理创新，调动行业企业举办、参与职业教

育的积极性；严格按职业学校设置标准审批评估学校，保证教育质量，提

高办学水平；完善中等职业教育国家助学金制度、贫困学生资助制度；完

善职业教育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双证书”制度、就业准入制度，保护

和扩大中职毕业生就业机会；引导社会树立正确的人才观、求学观、择业

观和成才观，形成尊重劳动、重视技能、行行出状元的良好氛围。

孙 刚

2012年元月 26日
（作者系江西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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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中等职业教育发展
专题调研报告

为贯彻落实全省教育工作会议和《江西省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
划纲要( 2010 － 2020 年) 》精神，全面掌握全省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现
状，科学制定我省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意见，大力推进中等职业教育发
展，省政府于 2011 年 12 月中下旬组织了一次全省中等职业教育发展专
题调研。

一、调研过程

省政府对这次调研非常重视: 孙刚副省长专门听取了调研准备情
况的汇报，亲自指导部署调研工作; 省政府副秘书长肖仟牦根、叶磊两次
召集专门会议，研究调研组织实施工作，并决定组成六个调研小组，分
别由省政府副秘书长、省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肖仟牦根，省政府副秘书长叶
磊，省委教育工委书记、省教育厅副厅长彭世东，省发展研究中心副主
任刘礼明，省中小企业局副巡视员李文美，省建材集团公司副总经理、
江西现代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单津辉带队，抽调省教育厅、省政府发展研
究中心、省政府办公厅、省政府决策咨询委、省编办、省发改委、省财政
厅、省人保厅、省工信委、省中小企业局、省建材集团、江西农业大学、江
西科技师范学院等部门和单位的相关负责同志及专家参加，分赴全省
各地开展调研。省政府为此专门发文要求各级政府及有关部门高度重
视这次调研工作，配合调研组组织召开调研座谈会，安排好问卷调查，
保证调研活动顺利开展。

6 个调研小组根据安排，前往 11 个设区市和省直单位，对各地中等
职业教育和中等职业学校进行了实地考察，听取了地方各级政府及有关
部门和中等职业学校关于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情况的介绍，召开了政府及
部门领导座谈会、校长座谈会、教师代表座谈会、行业企业代表座谈会，收
集了调查表和调查问卷及典型案例。调研组共召开各类座谈会近百次，
发放调研问卷 5013 份，收回 4917 份，收集典型案例 80 个。通过考察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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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更加全面地了解了我省职业教育发展的基本情况，征集了各方面人士
对职业教育发展的意见和建议。实地考察调研之后，省政府副秘书长肖
仟牦根又先后两次召集调研组全体人员座谈会，汇总调研情况，分析存在的
问题，研究调研成果运用工作。

二、我省中等职业教育的基本情况

( 一) 学校规模及在校人数
我省现有各类中等职业学校 563 所，其中普通中等专业学校 68 所、

职业高中 306 所、技工学校 98 所，成人中等专业学校 91 所; 2011 年招生
27. 19 万，在校生为 73. 73 万人。职业教育发展取得了较大发展( 见
表 1) 。

表 1 江西省 2011 年中等职业学校及其学生情况

单位:所、人

数
量类

别
学校数 在校生 2011 年招生数

普通中专 68 240788 86894

职业高中 306 328310 114603

成人中专 91 18219 10405

技工学校 98 150000 60000

合计 563 737300 271900

1. 以办学类型区分
从办学类型来看，可分为三类，习惯称为“三校生”，即中专、职高、

技校。一是中专，是中等专业学校的简称，包括普通中专、职业中专、成
人中专、高职院校中专部。( 普通中专是普通中等专业学校的简称。普
通中专毕业生发放省教育厅验印的普通中专毕业证，2005 年以前还发
放省人事厅签发的就业报到证。职业中专是职业中等专业学校的简
称，其招生是由当地市或县教育局列计划，学历与职业高中相同。成人
中专是成人中等专业学校的简称，是改革开放以后发展起来的中等职
业学校，最早定位是把有初中文化程度的成年人和在职人员，培养成中
等技术人员。高职院校中专部是一些过去的中专学校，由于发展升格
为高职院校，学校仍保留了部分中专的专业。) 中等专业学校教育通常
都是在九年制义务教育结束后进行的，在层次上相当于普通高中，但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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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高中侧重基础知识的传授，毕业后一般参加普通高考，是为升入大学
做准备，而中等专业学校更加重视专业技能的培训，毕业后一般都掌握
了相应的职业技能，可以胜任某种职业的岗位工作。二是职高，是职业
高中的简称，全称也叫职业高级中学或高级职业中学。职高是初中毕
业后考入，一般是由市( 县、区) 教育部门举办。职高主要是针对专业技
术性的高中，毕业后可以参加普通高考继续升学，也可以参加工作。三
是技校，是技工学校的简称。技校与中专、职高一样，等同于高中层次
学历。技校属于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主管，招生层次包括初
中毕业生、高中毕业生、社会再就业人员三部分。技工学校旨在培养各
类技术技能人才。技工学校毕业颁发人保部门印制的技工学校毕业证
书和初级、中级或以上职业资格证书。

中专、职高与技校既有相同点也有不同点( 见表 2 ) 。相同点: 一是
培养目标相同。中专、职高、技校都是为各行业、各企业培养一线的工
作人员，没有身份差别。二是专业设立相同。中专、职高、技校以前在
专业设置上侧重点有所不同，现在三类学校基本相同。三是招生形式
相同。中专、职高、技校近年来都放宽了招生限制，只有少数学校还设
置一定的录取分数线，大部分学校不再设置分数限制。初中毕业生可
以在中考志愿中选择填报中专、职高、技校( 有些地方技工学校还未纳
入中考志愿) ，也可以直接到这类学校直接报名，招生对象主要是初中
毕业生。不同点:一是管理部门不同。中专、职高和技校都属于我国中
等职业技术教育范畴，中专、职高统一属于教育部主管，而技校属于国
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主管。二是办学主体不同。中专以行业办学
为主，职高由当地教育部门主办，技校主要由国有大中型企业办学为
主，包括一些行业主管部门办学。三是经费补助不同，从我省现在的情
况看，除去人均 1500 元的生活补贴外，目前中专和技校人均有 900 元
的公用经费，职高没有任何公用经费补助。四是收费标准不同，从我省
现在的情况看，目前各类中职学校的收费标准不一样，中专生的收费标
准为 1600 元 － 3000 元 /年，职高学校的生均收费标准为 320 元 － 850
元 /年，技校的生均收费标准为 1700 元 － 4800 元 /年。五是毕业发证不
同。中专、职高毕业颁发教育部门印制的中等专业学校毕业证书，如果
通过人保部门的职业资格鉴定考试，可以获得初级或中级职业资格证
书; 技校毕业颁发人保部门印制的技校毕业证书和初级或中级职业资
格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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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各类型中职学校的区别

不同点 相同点

管理部

门不同

办学主

体不同

公用经

费不同

收费标

准不同

毕业发

证不同

培养目

标相同

专业设

立相同

招生形

式相同

中
专 教育部

行业办

学为主
900 元

1600 元 －

3000 元

教育部门中

职毕业证和

职业资格证

职
高 教育部

当地教

育部门

办学为主

0
320 元 －

850 元

教育部门中

职毕业证和

职业资格证

技
校 人保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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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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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以办学方式区分
从办学方式来看，由于中职教育相对比较自由灵活，产生了一些较为

灵活的办学方式: 一是混合办学。所谓混合办学，是由于普高、职高、中
专、技校的办学体制不同，各类学校学生毕业的出路不同，国家对各类学
校和在校学生的补助项目、补助标准不同，一些学校为了适应学生发展和
家长的要求，为了获取更多的政策扶持和资金支持，采取两种以上的体制
混合办学的形式。这种办学形式比较混乱、分类不明确，不利于中职教育
的发展。目前混合形式多种多样: 第一，普高和职高混办。由于大部分职
高都是由过去的普通高中转变而来，在无法彻底改变学生和家长推崇“考
大学”的情况下，很多职高学校为了缓解招生困难，继续保留了普通高中
的牌子，在职高学校开办了与专业相结合的高中部，通过宣传职高毕业生
同样可以考大学，以“曲线升学”的诱惑，达到吸引更多生源的目的。调
研中，我们看到高安职教中心等学校就是这样办学的。实际上，为了发展
职业教育，各地政府对职高毕业生考大学是给予鼓励和支持的。第二，职
高与技校混办。很多职高学校为了获取人保部门的政策扶持和资金支
持，加挂技工学校的牌子;很多技工学校为了获取教育部门的政策扶持和
资金支持，加挂职高学校的牌子。还有中专与技校混办，有的学校甚至加
挂三块牌子。据统计，全省目前有 22 所职高学校设立了技工学校，19 所
普通中专学校内设立了技工学校。二是灵活办学。所谓灵活办学，就是
在学习安排上实行弹性学制，是在学分制的基础上演进而来的，是学分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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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和延伸。其有三大主要特点: 第一，学习时间的伸缩性。既可提前
毕业，也可延后毕业，关键是修满一定的学分。第二，学习过程的实践性。
既可半工半读，也可工学交替，还可分阶段完成。第三，学习内容和学习
方式的选择性。学习课目既有必修课目，也有选修课目;学习方式既有校
内学习，也有在校外实践活动。弹性学制的最终目标是满足人们对中职
教育选择的个性化、多样化要求。弹性学制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在教
育领域里的生动实践，是我国改革、创新和完善中等职业教育教学制度的
有效尝试和有益探索。从职业教育的实际情况来看，这种弹性学制由于
具有明显的灵活性、优越性，而受到很多中职学校的广泛采纳。同时，由
于这种学制还处在探索阶段，在管理上还有很多漏洞需要完善。

3. 以办学能力区分
从办学能力来看，为加强引导示范，各级政府评定了不同层次办学水

平的中职学校，有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国家级重点中等
职业教育学校、省级重点中等职业教育学校、省级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
示范学校等。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是指根据《教育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财政部关于实施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
范学校建设计划的意见》( 教职成〔2010〕9 号) 文件精神，从 2010 年到
2013 年，中央财政选择重点支持 1000 所办学定位准确、产教结合紧密、
改革成绩突出的中等职业学校，进一步深化办学模式、培养模式、教学模
式和评价模式改革，切实加强内涵建设，着力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通过对
这些学校的支持，使其成为全国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的示范、提高质量
的示范、办出特色的示范，成为国家和区域产业建设、改善民生的重要支
撑力量，在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中发挥引领、骨干和辐射作用。目前国
家已经公布了两批立项建设学校，我省江西省医药学校、江西省冶金工业
学校、南昌市第一中等专业学校、江西现代高级技工学校等 18 所学校被
列其中。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教育学校，是指根据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
人教育司《关于开展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调整认定工作的通知》( 教
职成司函［2003］33 号) 的精神，教育部调整认定的 2000 所左右国家级重
点中等职业学校。目前我省有 47 所国家级重点中等职业教育学校。另
外，全省还有省级重点中等职业教育学校 33 所，省级示范中等职业学校
32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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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师资队伍
1. 师资总量
我省各级各类中等职业学校共有教职工 26339 人，其中专任教师人

数 17758 人，专业教师人数 9983 人，“双师型”教师 4310 人。按照教育部
规定的城市高中教职工生师比 12. 5∶ 1 及专任教师生师比 18∶ 1 的标准，
我省职业学校教职工少 32645 人。

表 3 江西省中职学校师资队伍基本情况

设区市 教职工数 专任教师数 专业教师数 “双师型”教师数

南昌市 1393 1246 421 195

九江市 2143 1680 954 504

景德镇市 1645 1151 584 76

萍乡市 1468 1174 705 393

新余市 2797 1745 1215 446

鹰潭市 1092 680 385 134

赣州市 3848 3256 1680 629

宜春市 1943 1592 870 565

上饶市 2245 1896 1151 569

吉安市 1765 1503 991 340

抚州市 2324 1835 1027 459

总计 26339 17758 9983 4310

4500
4000
3500
3000
2500
2000
1500
1000
500
0
南昌市九江市景德镇市萍乡市新余市鹰潭市赣州市宜春市上饶市吉安市抚州市

教职工教 专任教师数 专业教师数 “双师型”教师数

图 1 江西省中职学校师资队伍基本情况柱形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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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学历结构
我省专任教师队伍中研究生及以上学历为 970 人，本科学历为 12404

人，专科及以下学历共计 4592 人。高学历专任教师非常少，仍有四分之
一的专任教师学历不达标。

表 4 江西省中职学校专任教师学历情况

设区市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 本科 专科及以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南昌市 51 3. 7% 894 64. 2% 301 21. 6%

九江市 35 1. 6% 1341 62. 6% 300 14. 0%

景德镇 32 1. 9% 868 52. 8% 269 16. 4%

萍乡市 61 4. 2% 874 59. 5% 238 16. 2%

新余市 238 8. 5% 1202 43. 0% 284 10. 2%

鹰潭市 10 0. 9% 494 45. 2% 184 16. 8%

赣州市 131 3. 4% 1991 51. 7% 1051 27. 3%

宜春市 14 0. 7% 1106 56. 9% 686 35. 3%

上饶市 119 5. 3% 1338 59. 6% 462 20. 6%

吉安市 88 5. 0% 1044 59. 2% 371 21. 0%

抚州市 191 8. 2% 1252 53. 9% 446 19. 2%

总计 970 0. 54% 12404 69. 9% 4592 25. 9%

2500

2000

1500

1000

500

0
南昌市九江市景德镇市萍乡市新余市鹰潭市赣州市宜春市上饶市吉安市抚州市

硕士研究生及以上数量 专科及以下数量 本科数量

图 2 江西省中职学校专任教师学历情况柱形图

3. 职称结构
我省中职学校专任教师中具有副高职称的人数为 4960 人，中级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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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为 7529 人，有高级职称的比例很低，多数为中级及以下。
表 5 江西省中等职业学校专任教师职称情况

高级 副高 中级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南昌市 0 0 353 28. 3% 624 50. 1%

九江市 28 1. 7% 506 30. 1% 813 48. 4%

景德镇 21 1. 8% 418 36. 3% 702 61. 0%

萍乡市 35 3. 0% 269 22. 9% 507 43. 2%

新余市 51 2. 9% 254 14. 6% 591 33. 9%

鹰潭市 5 0. 7% 124 18. 2% 314 46. 2%

赣州市 56 1. 7% 704 21. 6% 1044 32. 1%

宜春市 2 0. 1% 371 23. 3% 587 36. 9%

上饶市 6 0. 3% 1092 57. 6% 622 32. 8%

吉安市 50 3. 3% 404 26. 9% 714 47. 5%

抚州市 43 2. 3% 465 25. 3% 741 40. 4%

总计 650 3. 7% 4607 25. 9% 7259 40. 9%

1200

1000

800

600

400

200

0
南昌市九江市景德镇市萍乡市新余市鹰潭市赣州市宜春市上饶市吉安市抚州市

副高数量 中级数量高级数量

图 3 江西省中等职业学校专任教师职称情况柱形图

4. 教师收入情况
中职学校教职工月收入基本上在 1000 元到 3000 元之间，收入普遍

偏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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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江西省中等职业学校教师月收入情况

设区市
5000 元以上 4000 － 4999元 3000 － 3999 元 2000 － 2999元 1000 － 1999元 1000元以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数量 比例

南昌市 62 4. 5% 187 13. 4% 411 29. 5% 386 27. 7% 162 11. 6% 38 2. 7%

九江市 11 0. 5% 24 1. 1% 339 15. 8% 1138 53. 1% 611 28. 5% 12 0. 6%

景德镇 0 0. 0% 0 0. 0% 18 1. 1% 456 27. 7% 1055 64. 1% 68 4. 1%

萍乡市 2 0. 1% 61 4. 2% 279 19. 0% 385 26. 2% 499 34. 0% 12 0. 8%

新余市 0 0. 0% 0 0. 0% 292 10. 4% 2285 81. 7% 220 7. 9% 0 0. 0%

鹰潭市 0 0. 0% 5 0. 5% 116 10. 6% 269 24. 6% 53 4. 9% 0 0. 0%

赣州市 49 1. 3% 144 3. 7% 322 8. 4% 1538 40. 0% 1155 30. 0% 38 1. 0%

宜春市 0 0. 0% 4 0. 2% 180 9. 3% 748 38. 5% 2118 90% 13 0. 7%

上饶市 0 0. 0% 112 5. 0% 358 15. 9% 990 44. 1% 498 22. 2% 42 1. 9%

吉安市 2 0. 1% 2 0. 1% 202 11. 4% 633 35. 9% 628 35. 6% 37 2. 1%

抚州市 0 0. 0% 10 0. 4% 225 9. 7% 701 30. 2% 929 40. 0% 53 2. 3%

南昌市九江市景德镇市萍乡市新余市鹰潭市赣州市宜春市上饶市吉安市抚州市

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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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

0

5000元以上数量 4000-4999元数量
3000-3999元数量 2000-2999元数量
1000-1999元数量 1000元以下数量

图 4 江西省中等职业学校教师月收入情况柱形图

( 三) 经费投入情况
我省中职教育经费支出占教育总经费支出的比例偏低且呈下降趋势

( 见图 5、图 6) 。与我省普通高中比较，中等职业学校办学规模与普通高
中实现了大体相当。教育经费总支出: 中职 212786. 1 万元，普通高中
407708. 8 万元，中职是普高的 52% ;基本建设经费支出: 中职 1946 万元，

普高 11826. 4 万元，中职只有普高的 16% ; 教育事业性经费支出: 中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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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840. 1 万元，普高 395882. 4 万元，中职只有普高的 53% ; 国家财政性
教育经费: 中职 144757. 6 万元，普高 252981. 3 万元，中职只有普高的
57% ;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 中职 133436. 8 万元，普高 227557. 5 万元，中
职只有普高的 59%。另外，与 2009 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生均预算内事业
费支出为 4262. 52 元相比较，我省只有 2895. 49 元，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67. 9%。2010 年，各地用于职业教育的教育附加只有南昌市达到 30%，
鹰潭市接近 30%，其他各地远低于这个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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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00 年 － 2010 年中职教育经费支出占教育总经费支出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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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8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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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4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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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2010 年中职院校与普通高中经费投入比较图
表 7 各地教育附加用于职业教育情况

设区市 教育附加总量( 元) 教用于职业教育( 元)
用于职业教育附加

占总教育附加比例

南昌市 261483000 78444900 30%

九江市 237910 19242 8%

景德镇市 43194000 936000 2%

萍乡市 39760000 1378000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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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设区市 教育附加总量( 元) 教用于职业教育( 元)
用于职业教育附加

占总教育附加比例

新余市 77191000 1988000 3%

鹰潭市 9550. 8 2686. 5 28%

赣州市 222791079 34193419 15%

宜春市 63876800 3004000 5%

上饶市 71238001 3802004. 23 5%

吉安市 274749100 25378000 9%

抚州市 65280000 12712000 19%

三、我省发展中职教育的主要做法

( 一) 领导重视，高位推动
国家的发展不但需要一大批科学家、工程师和经营管理人才，更需要

数以千万计的高技能人才和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随着我国经济社
会的快速发展，当前在生产一线的劳动者素质偏低和技能型人才严重短
缺的矛盾十分突出，这为中等职业教育人才提出了强劲的需求。在党中
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下，省委、省政府都高度重视职业教育特别是中等
职业教育的发展，把发展职业教育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教育
工作的战略重点的位置。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亲自过问职
业教育的发展情况，省政府分管领导更是经常调研职业教育工作，多次就
职业教育的发展提出明确具体要求。省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加快推进职业
教育发展的重大政策。省政府于 2003 年、2006 年先后两次召开了规格
高、规模大的全省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印发了《江西省人民政府贯彻国务
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决定的实施意见》、《江西省人民政
府贯彻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决定的实施意见》( 以下简称两个
《意见》) ，为全省职业教育发展提出了明确要求，指明了具体方向。

各地认真贯彻落实两个《意见》，将职业教育列入当地党委、政府的
重要工作议事日程，加强组织领导，出台了一系列推进职业教育发展的政
策措施，建立和完善了职业教育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将职业教育纳入了市
政府对县区政府的考评管理体系，明确目标，落实责任。南昌市在全省率
先出台了首部地方性教育法规———《南昌市职业教育条例》，为职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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