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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摘　　要

１９１７年，黄炎培在《职业教育实施之希望》一文中指出：“将
欲实施职业教育乎？第一，须确立职业教育之制度。”由此可见职
业教育制度对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性。

“大职教观”视野中的职业教育制度变革研究，既顺应了国际
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潮流，更是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迫切需
要，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本书共计二十二章，笔者采用文献分析、实证研究、跨学科
研究和比较研究等多种方法，在全面分析和充分把握研究现状的
基础上，紧扣主题，在如下方面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

其一，基于“大职教观”的视角，界定了职业教育这一概念的
内涵，提出了职业教育的类型结构。

其二，借鉴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哲学和逻辑学，探讨了职业
教育制度的内涵、结构和功能，职业教育观念的内涵、演变、特
点和主体，以及职业教育观念与职业教育制度变迁的关系，初步
奠定了职业教育制度研究的框架。

其三，探讨了全球化进程和知识经济的到来对职业教育提出
的要求和挑战，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观点和建议。

其四，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剖析了现行职业教育制度的缺
失，第一次较为准确地界定了“小职教观”和“大职教观”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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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探讨了与此相关的若干问题。
其五，借鉴公共产品理论和经济学，探讨了职业教育的产品

属性及其供给制度，以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为主线，提出了改善职
业教育供给的若干策略。

其六，借鉴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新公共行政学，探讨了职业教
育的行政制度变革和职业教育行政的公共性问题，提出了强化职
业教育行政公共性的设想。

其七，探讨了社会中介组织参与职业教育的问题，定位了社
会中介组织在其中的职能，提出了促进社会中介组织参与职业教
育的若干策略。

其八，探讨了职业教育的城乡统筹发展问题，界定了统筹城
乡职业教育发展的内涵，定位了政府在其中的作用，并提出了在
这一过程中引入市场机制的若干策略。

其九，借鉴治理理论，探讨了行业企业参与高等职业教育治
理、依法治理高等职业教育，以及公立高职院校的治理结构等问
题，提出了若干新的观点。

总之，该研究成果站在职业教育理论研究的前沿，围绕制约
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若干重大理论问题进行研究，拓
展、深化了职业教育的理论研究，引领了研究的方向。笔者相
信，这些研究成果对我国职业教育的改革发展，将会产生一些积
极影响。

由于选题太大，也由于职业教育研究的整体水平比较薄弱，
没有更多相关研究文献可以借鉴，还由于时间的关系和研究者研
究能力的局限，本书仍然存在许多不足，热忱期待各位读者和专
家指正。

关键词：职业教育；职业教育观念；“大职教观”；职业教育
制度；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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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　　言

一、研究背景
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

职业教育的发展。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迅速，形势一片大好，面临
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

国务院及其相关职能部门先后制定、出台了《国务院关于大
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２００２）、《教育部等七部门关
于进一步加强职业教育工作的若干意见》（２００４）、《国务院关于大
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２００５）和《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家重点领域
紧缺人才培养工作的意见》（２００７）等一系列政策，党的十七大报
告也特别提出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职业院校的招生规模也迅速扩大，就业率不断提高。就中职
而言，截至２００６年，已有中等职业学校１４６６８所，共招生

７３１．４万人①，在校生规模达到１８１０万人②，招生数和在校生数

３

①

②

中国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连续两年增幅超过１０％．ｈｔｔｐ：／／ｗｗｗ．ｊｙｂ．ｃｏｍ．ｃｎ／

ｚｓ／ｚｘｚｓ／ｚｚｚｓ／ｚｓｚｘ／ｔ２００７０５２　７＿８６４６５．ｈｔｍ．
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职业教育在改革创新中加快发展 ．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ｅｄｕ．ｃｎ／ｅｄｏａｓ／ｗｅｂｓｉ　ｔｅ１８／ｌｅｖｅｌ３．ｊｓｐ？ｔａｂｌｅｎａｍｅ＝２０３８＆ｉｎｆｏｉｄ＝
３３８２４．



均创历史新高。２００７年，中等职业教育年招生人数已达８００万
人，在校生人数达２２００多万，与普通高中教育规模大体相当。
预计到２００８年，中等职业学校将再扩招３０万～５０万人，在今
后一个时期内把中等职业学校的年招生规模稳定在８３０万～８５０
万人。① 就高职而言，截至２００６年，全国高等职业院校总数达

１０００多所，全日制在校生已接近８００万，已占高等教育的“半壁江
山”。②

中央大力加强了对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的投入。２００３年、

２００４年，先后安排专项资金，支持建设２００多所骨干中等职业
学校和５０个职业教育实训基地；２００５年、２００６年，中央财政又
继续投入数十亿元，重点加强了７６３个职业教育实训基地、４４６
个县级职教中心、４６８所示范性中等职业学校的建设和２８所（到

２００７年，已增至７０所———笔者注）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启动
了中等职业学校教师素质提高计划；“十一五”期间，国家还将累
计投入１００亿元，加强职业院校基础能力建设。③

由此可见，职业教育的确引起了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高度重
视，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进展。然而，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仍然
面临着诸多严峻的困难和挑战。制约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一些深
层次问题已经开始凸显，特别是制约当前职业教育发展的制度性
障碍仍然严重存在，现行职业教育制度的建设还很不完善。这些
都将不利于我国职业教育的迅速、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然而归根
结底，导致这些问题产生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人们落后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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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吴启迪．今后一段时期，职业教育工作的重点是提高质量 ．现代教育导报，

２００７－１０－１６．
俞仲文，韩树林．迎接高等职业教育的春天 ．求是，２００７年第１８期．
坚持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职业教育在改革创新中加快发展．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ｅｄｕ．ｃｎ／ｅｄｏａｓ／ｗｅｂｓｉｔｅ　１８／ｌｅｖｅｌ３．ｊｓｐ？ｔａｂｌｅｎａｍｅ＝２０３８＆ｉｎｆｏｉｄ＝
３３８２４．



教育观念与当前我国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严重不适应。尤其是
人们就职业教育论职业教育、局限于职业教育内部谈职业教育发
展、把职业教育等同于职业学校教育或学历性职业教育的“小职
教观”，极大地制约和阻碍了我国职业教育的改革和发展。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人们要求推动职业教育制度变革的呼声
日益高涨，这从各级政府近年来出台的职业教育政策中可见一
斑。《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２００５）提出，“十一
五”期间，继续完善“政府主导、依靠企业、充分发挥行业作用、
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公办与民办共同发展”的多元办学格局，在
国务院领导下，继续完善“分级管理、地方为主、政府统筹、社
会参与”的管理体制以及“建立和完善遍布城乡、灵活开放的职业
教育和培训网络”。① 《江苏省政府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
定》（２００６）提出“深化公办职业院校办学体制改革”、“大力发展
民办职业教育”、“推进职业教育集约化办学”、“大力开展职业培
训”、“建立健全社区教育网络”、“加快建立充满活力的职业教育
办学体制”、“加强企业职工教育和培训”以及“积极举办行业职业
教育”。②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
（２００６）更是明确提出“树立大职业教育观念，完善职业教育的管
理体制”，并提出了诸多具体的政策举措。③

以“大职教观”来推动职业教育制度的变革，不仅是我国职业
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国际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重
要趋势。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工作世界的持续不断变化，全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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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 ．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ｚｗｇｋ／２００５－
１１／０９／ｃｏｎｔｅｎｔ＿９４２９６．ｈｔｍ．

江苏省政府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ｈｔｔｐ：／／ｗｗｗ．ｔｅｃｈ．ｎｅｔ．ｃｎ／

ｒｕｌｅｓ／ｌａｗ／ｌｏｃａｌ１／ｊｓ／１１２　６９．ｓ　ｈｔｍｌ．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ｈｔｔｐ：／／ｗｗｗ．ｇｅｎｃｈ．ｃｏｍ．ｃｎ／

ｎｅｗｓａｄｉｎ／ｇｇｌａｄｍｉｎ／Ｓａｖｅ　Ｐａｔｈ／ｓｚｈｆ．ｄｏ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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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进程的日益加快，社会转型期就业问题的日益严峻，以及老龄
化社会的到来等，都对培养劳动力的职业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
于是，世界各国（特别是澳大利亚、日本、德国、美国）的职业教
育的发展理念和模式也相应地发生了变化。这其中，“大职教观”
已成为国际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和主导理念。

然而，又如何准确地认识和把握“大职教观”这一国际思潮
呢？由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具有高度的权威性和代表性，因此，
该组织关于职业教育问题的一些政策建议，对于到底应该确立什
么样的职业教育观念，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是联合国负责教育、科学和文化方面工作的专门机构，职业
教育作为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被视为该组织的重点工作之一，
并始终受到特殊的关注。几十年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直以其
独特的权威性指导着世界各国职业教育的发展。虽然没有明确提
出所谓“大职教观”一说，但“大职教观”的理念却深深地体现在其
出台的一系列文件中。

１９９９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韩国汉城召开了主题为“终身学
习和培训：通往未来的桥梁”的第二届国际技术与职业教育大会。在
这次大会上，审议并原则通过了《技术与职业教育和培训（ＴＶＥＴ）：

２１世纪的展望———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的建议》①。这份文
件共分为六个主题，分别是“２１世纪变化中的需求：对技术与职
业教育的挑战”、“改善提供终身的教育与培训的体系”、“革新教
育与培训过程”、“为各类人的技术与职业教育”、“政府及其他权
益者在技术与职业教育中变化着的作用”、“加强技术与职业教育
中的国际合作”。综观整个“建议”，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的理念
贯穿始终。其中，体现“大职教观”的主要建议如下：把职业教育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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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世界技术与职业教育纵览———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刘来泉选译．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５６～６７页．



作为终身学习体系的组成部分，高度重视职业教育的作用；职业
教育要面向所有人群，特别是弱势群体，包括非正规部门的人；
整体看待各类教育，建立职业教育与其他教育的密切联系，促进
彼此沟通、衔接，特别要促使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结合，为学习
者的生涯发展服务；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参与非常重要，职业教育
要与工作世界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加强职业教育与产业以及其他
经济部门间的通力协作；增加多渠道筹措资金和职业教育提供者
多样化的力度，同时重视利用新技术开展职业教育；职业教育体
系应该是开放的，要灵活满足多种多样的需求，为个体的终身发
展作出贡献，等等。

这一届国际技术与职业教育大会，被人们誉为２０世纪世界
职业教育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上述建议是这次大会的重
要成果，是以出席这次大会所有代表的名义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总干事提的建议。《修订的关于技术与职业教育的建议（２００１）》则
是在这个建议的基础上连同其他建议而形成的，更是吸取了前者
的诸多观点。其中，“普通教育中的技术与职业内容”、“作为继
续教育的技术与职业教育”、“国际合作”等这些强烈体现“大职教
观”的主题，就是该文件所关注的重要内容。

总之，不管是从出台的职业教育政策来看，还是从国内职业
教育改革和发展的迫切要求来看，或是从国际职业教育发展的趋
势来看，人们已经迫切地意识到了确立“大职教观”并以此来推动
职业教育制度变革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然而同时，人们又对“大
职教观”的本质内涵是什么、如何以此来推动职业教育的制度变
革等理论问题，缺乏系统和深入的研究。

二、关键概念
由于已有的相关研究成果与本书在一些关键概念的认识上还

远没有达成一致，因此，本书将分别探讨这些概念，并对这些概
念的内涵界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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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是指注重提升个体职业素质的教育，具有鲜明的
职业针对性，主要以职业知识、职业技能和职业态度等为教育内
容。这主要是从培养目标着眼，对职业教育这一概念的内涵所作
的界定。

职业教育制度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职业教育制度，是
指人们自觉制定的并要求社会成员共同遵守的职业教育活动的规
范体系，是调整职业教育实施机构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包括职业
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其他相关机构和个人）之间，以及职业教育
机构内部各种关系的中介，是确保技能型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保
证，是制约职业教育发展的极为重要的因素。狭义的职业教育制
度，是指国家根据特定社会的性质及其他情况而制定的对职业教
育事业进行组织、领导、管理的职业教育政策、法规条例以及对
职业教育机构的设置和权限规定。本书中，职业教育制度是指狭
义的职业教育制度。然而，为了全面地把握这一概念，对广义职
业教育制度的结构和功能等问题也开展了研究。

职业教育观念，是指人们关于职业教育的观念，是人们对职
业教育所持的相对稳定的、定型化的认识和反映，它与人们的思
维方式、价值观等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根源于人们的实践、文化
传统、地理历史环境以及民族特性等。

“大职教观”，是指人们高度重视职业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
其他类型教育、行业企业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以及组成职业
教育系统的子系统———各级各类职业教育之间进行统筹、协调、
沟通和衔接的职业教育观念，体现出整体性、全面性、终身性、
开放性、协调性和关联性的特点。

三、研究现状
目前相关的研究文献，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直接关于

“大职教观”问题的专门研究，有关“大职业教育”、“大职教体
系”、“大职业教育观”和“广义职业教育论”等方面的研究也归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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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类；二是尽管没有明确提“大职教观”一说，然而却处处体现
了“大职教观”理念的研究。综观相关研究文献，国外（特别是德
国、澳大利亚、日本和美国等职业教育发达的国家）有“大职教
观”之实（即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与“大职教观”相吻合），
却无“大职教观”之名（即没有“大职教观”这一说法）；国内有“大
职教观”之名（即有“大职教观”这一说法），却无“大职教观”之实
（即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实践与“大职教观”背道而驰）。

其实，从广泛的意义上来说，杜威的“教育即生活、教育即
生长和教育即经验”，以及陶行知的“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和
教学做合一”等教育理论，一定程度上都可以归结为对“大职教
观”问题的研究，或者说，它们都为“大职教观”的研究奠定了坚
实的理论基础。在我国，自从现代职业教育创始人黄炎培先生于

１９２５年１２月首次提出大职业教育主义以来，“大职教观”一说重
新引起我国职业教育科研工作者的重视还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期
以来的事情。相继有人撰文或在其专著中，从不同的视角对“大
职教观”进行了论述。

以相关论文为例。肖凤翔以“国外职业技术教育改革与发展
趋势”为题在《外国教育研究》１９９８年第４期撰文指出，职业教育
的改革和发展一直是在某种教育思想或理论的支配下进行的；大
职业教育观成为世界各国制定科学合理的职业教育的指导思想，
为各国在现实和未来的结合点上找到了职业教育通向未来的路
径。由此可以看出，在借鉴国外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经验的基础
上，作者把大职业教育观作为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
作者从职业教育的功能着眼，指出要超越职业教育为经济服务的
狭隘思想，拓展其功能，职业教育不仅仅是生计教育，更是为实
现人们“在就业、地位和个人发展上创造更公平机会”的途径；不
仅是维持现有职业岗位生产活动的工具，也是实现社会福利政策
的手段。以大职业教育观为指导，作者指出当今世界职业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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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已突破了传统职业教育的封闭模式，代之以终身教育的模
式，即职业准备教育、就业培训、岗位培训、晋级、转业、再就
业培训相互联系，正规和非正规教育与培训相互沟通的开放式的
现代职业教育与培训的模式。由此作者认为，要着眼于灵活满足
劳动力市场的各种需求，拓展职业教育的内涵和功能。

邢晖以“大职教观下的北京职成教发展趋势”为题在《职教论
坛》２００２年第９期撰文，在总结、展望北京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
发展经验和趋势的基础上，指出传统的“小职教观”呈现偏职业教
育、轻职业培训，偏学校教育、轻企业和社会教育，偏学历证
书、轻职业资格证书等局限性。正是针对这些弊端，作者提出了
“大职教观”的发展思路，并把其内涵和特点归结为内涵的宽泛
性、内容的全程性、对象的全民性、层次和形式的多样性、体制
的开放性、机制的灵活性以及体系的融通性，等等。由此可以看
出，作者是通过剖析现行职业教育制度的若干弊端而提出“大职
教观”的。

凡奇以“建立大职教体系的思考”为题在《辽宁工程技术大学
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３年第２期撰文认为，应把职业教育作为
与普通教育并列的体系来看待，职业教育有自己独立的办学宗旨
和培养目标。基于此，作者提出要建立起真正具有职业教育意义
的本科和研究生层次的办学方式，并改革职业教育的课程体系以
实现阶段性与连续性的统一，在外部条件上要建立起适合大职业
教育体系独立发展的评价氛围和政策环境，实现职业教育体系与
普通教育体系的互通。同时，对进入职业教育各办学层次的方
式，也作了从实际出发的探索。由此可以看出，作者是从职业教
育和普通教育相比较的视角，着眼于不同层次职业教育体系的建
立而对大职业教育体系进行的探讨。

郭苏华以“‘大职业教育’：内涵、理据与实践构想”为题在
《职业技术教育（教科版）》２００５年第２８期撰文认为，针对存在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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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分散、系统性较差等弊端的办学格局，应从教育理念、办学主
体、管理模式、发展环境的角度理解并构建“大职业教育”。为了
实践这一构想，作者指出，要求科学规划职业教育发展的全局，
建立合理的管理体制，扩大职业教育的协作面，做强职后教育与
培训，谋求多元化发展途径。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尝试从多个维
度理解和解读所谓“大职业教育”的内涵，并提出了若干“大职业
教育”的制度化举措。

笔者曾和石伟平老师合作以“‘大职教观’问题探微”为题在
《职教通讯》２００７年第３期撰文，首先从国际职业教育的发展趋
势、狭隘职业教育观念存在的诸多弊端以及社会经济发展形势对
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新要求等方面，分析新形势下之所以提出要
确立“大职教观”的原因，指出必须拓展职业教育领域，摆脱就职
业教育论职业教育的狭隘意识，确立起具有科学性、整体性、多
元化、开放性、灵活性以及人性化等特点的“大职教观”。文章认
为，“大职教观”不仅仅意味着职业教育体系之“大”，而且还需要
从功能、对象、体制、模式、领域以及视野等多维度去重新解
读；“大职教观”意味着体系之“大”、功能之“全”、对象之“广”、
体制之“顺”、模式之“活”、领域之“宽”、视野之“阔”以及选择之
“多”。该研究的贡献主要在于，剖析了狭隘职业教育观念的种种
缺失，基于较为充分的证据较为深入、科学地解读了“大职教观”
的内涵和基本观点。

以相关著作为例。吕育康于２００１年在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
著作《职业教育新论———广义职业教育论与中国教育大转变》。在
该著作中，作者从界定职业教育这一概念入手，认为无论何种性
质、何种层次的专门教育（专业教育）实质上都是一种为受教育者
从事某种职业而进行的职业准备教育或职后教育；任何专门教育
都是职业性质的教育。作者进一步指出，一切非普通教育的高等
或中等专业教育，都具有“职业倾向性”，都应按照广义的职业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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