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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政策发展经历了中等教育结构调整阶段( 1978 － 1995 年)、职业

教育多样化探索阶段( 1996 －2010 年) 和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阶段( 2010 年至今) 三个阶段。在这一进

程中，职业教育政策发展遵循着以管理体制调整为手段的职业教育政策形成的动力机制、以政策价值为

导向的职业教育政策目标的价值取向、以人与财的规范为抓手的职业教育政策实施的过程保障、以经济

学话语为主导的职业教育政策话语的文化规则的演进逻辑。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

建立必将对职业教育政策的发展提出新的挑战，职业教育政策的未来走向需要实现动力形成机制由“权

责不明”向“统一协调”转变、价值取向由“单一功利”向“多元取向”转变、过程保障由“监管与保障缺乏”
向“强化监督与保障”转变、政策话语由“官方主导”向“民意参与”转变的转型与深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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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对社会稳定、经济繁荣、民族团结、国家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发展职业教育不仅有利于推

动社会现代化和经济产业化，也有利于提升国家的竞争力和整体实力。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共中央、国
务院以及教育行政部门都非常重视职业教育的发展，明确提出了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为职业教

育的发展确定了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在职业教育政策的推动下，我国职业教育事业发展势头良好，

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正在逐步形成中，职业教育为国家培养了大批合格劳动

者和高技能人才，推动了社会就业和稳定。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职业教育发展还

存在着诸多问题和不足，职业教育和社会发展、经济结构、产业结构的需要还不能完全相适应，人才培

养质量有待提高，经费来源渠道亟待拓展，职业教育体制机制不健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发展模式有

待完善，等等。这也充分说明，政策文本的繁荣并不代表职业教育就能取得巨大成就和进步，这就需要

我们强化对职业教育政策的研究，尤其要对具有典型性、关键性的职业教育政策文本进行深入透彻的

演进逻辑分析，超越静态的政策文本，探寻政策文本的演变逻辑，展望职业教育政策的未来走向，必将

对我国职业教育事业的繁荣、健康、可持续发展起到政策引领、规范、调控的作用。当然，职业教育政策

的演变是政策主体对职业教育资源进行权威性价值分配的过程，虽然我们在前期对此问题已有一定程

度的探索。但我们相信，对该问题的研究永无止境，需要我们给予持续的深化研究。

一、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的发展历程

改革开放以来，依据职业教育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以及顺应重大政策颁布的时间，我国职业教育政

策的变迁过程可以划分为中等教育结构调整阶段( 1978 － 1995 年) 、职业教育多样化探索阶段( 199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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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 、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阶段( 2010 年至今) 等三个阶段。
( 一) 职业教育政策关注中等教育结构调整阶段( 1978 －1995 年)

1978 年邓小平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指出，要使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要更多兴办中专、技工学

校。教育部依据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的指示，开始了中等教育结构调整的试点工作。1978 年至 1995 年，国

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改革中等教育结构，相继出台了《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关于加强和改革

农村学校教育若干问题的通知》、《关于改革城市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意见》、《大力发展职

业技术教育的决定》等文件。在国家政策的推动下，这一时期的职业教育出现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呈现出

以下特点: ( 1) 调整中等教育结构。由于当时我国中等教育结构单一化明显，所以国家通过普通高中开设

职业班、兴办职业高中等途径来推动中等教育结构的发展，且成效显著。与 1980 年相比，1985 年高中阶段

的中等专业学校学生人数增长了 26． 4%，农业职业高中增长了 9． 1%，技工学校增长了 4． 8%，接受中等职

业教育的总人数 415． 6 万人，比 1980 年提高了 17． 2 个百分点。到 1996 年，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数占高中阶

段招生数的 57． 68%，在校生数占高中阶段学生数的 56． 77%，是这一时期较高的水平( 和震，2009) 。( 2)

政策覆盖面广。政策不仅对职业教育总体的发展方向做了规定，也对职业教育的经费、质量、管理等做了

详细的说明，例如，1983 年《关于改革城市中等教育结构、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意见》在发展职业技术教育

管理方面指出，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改革，需要多个部门齐同协力发挥作用，各部门要明确职责，切实履行

职责。教育部门要协同其他部门，制定相应的措施规划等。1985 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指出，要改变以往直接向学校划拨经费的办法，要根据学生数量核算经费，并且进行专项补助。( 3) 政策之

间体现出较强的承续性。后续的教育政策通常会对已有政策进行补充和发展，例如，在普通高中增设职业

技术课，1980 年《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对增设职业技术课做了简要的说明，1983 年《关于加强和

改革农村学校教育若干问题的通知》又对增设职业技术课做了具体的规定和说明，以便各地根据实际情况

采取适合本地区的措施。
( 二) 职业教育政策强化多样化探索阶段( 1996 －2010 年)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经济社会对高技能型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多，对职业教育的结构与类型

要求愈来愈多样化。在职业教育层次上，不仅继续大力推动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也愈加重视和支持

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在职业教育类型上，不仅公办学校得到长足的发展，民办学校也在国家的鼓励

和支持下逐渐起步。同时，国家出于农村经济建设的考虑，也格外重视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对农村职

业教育的办学形式、资金、师资都做出了新的规定，相继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关于大

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加强高等职业( 高专) 院校师资队伍建设的意见》、《关于加快少

数民族和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意见》等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这标志着职业教育政策进入

了多样化探索阶段。一是职业教育进入了依法治教的新的发展阶段; 二是中等职业教育得到持续发

展; 三是国家对农村职业教育给予了较多的政策倾斜; 四是国家对民办职业教育也给予鼓励和政策支

持; 五是职业教育开始关注教育公平。随着国家政策的支持，各层次职业教育都有了快速发展。高等

职业教育在政策的强劲支持下，高职院校招生数和在校生数得到了极大的扩大，2007 年，高职高专近

1200 所，招生将近 300 万，在校生 860 多万( 庞丽，2008，第 26 － 27 页) 。据有关教育统计数据表明，

2008 年，农村成人文化技术学校共计 13． 78 万所，仅这一年培训人数就达到了四千多万( 唐智彬，石伟

平，2012) 。2008 年，县及县以下的职教中心、中等职业学校达到了 4032 所，职教中心和学校招生人数

达到 166． 97 万人，在校生 274． 91 万人，分别占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数量、招生数和在校生数的 27． 2%、
20． 9%、13． 2% ( 张昭文，2011) 。至 2011 年，全国民办高校 698 所( 包括独立学院 309 所) ，占高校总数

28． 03%，民办高校专科( 包括成人专科) 学生招生 65． 41 万人，在校生 193． 25 万人，分别占专科学生

( 包括成人专科) 招生总数、在校生数的 21． 81%、12． 21%，民办职业培训机构数 21403 所，教学班数

196265 个，分别占职业培训机构总数、职业培训教学班总数的 16． 52%、35． 73% ( 张雪蓉，20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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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职业教育政策强调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阶段( 2010 年至今)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产业的转换升级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对人才素质和技能都提出了新的要

求，迫切需要高素质人才。要想适应经济发展状况，就必须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

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 － 2020 年) 》指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必须具备三个

基本属性: 要体现经济发展的需求性; 要体现终身学习的开放性; 要体现职业教育的系统性。2014 年 6
月，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明确提出“到 2020 年，形成适应发展需求、产教

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

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这标志着我国职业教育政策发展进入了关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时期。一

是适应发展需求; 二是产教深度融合; 三是中职高职衔接; 四是普职相互沟通; 五是体现终身教育理念。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提出和构建，对职业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规

划体现出开放性、完备性、发展性、灵活性等特征。开放性体现在职业教育要根据社会经济的发展，对

人才培养的目标、结构等进行相应的调整，同时，职业教育也应面向各类人群，贯穿人的一生。完备性

体现在职业教育不仅和普通教育相沟通、相融合，而且职业教育要建立由中职、高职、本科、研究生等相

互衔接的完整体系，使受教育者在职业技术教育体系上有更多的发展和更高的追求。发展性体现在职

业预备教育、职业教育、职业继续教育贯穿人的职业发展，有利于发展学习者的职业能力以及职业技能

的提升和职业的转换，还有利于满足学习者不同阶段的需求，促进个人发展。灵活性体现在随着普通

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沟通，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开展了学分互认等制度。凡此种种都表明了职业教育更

加注重内涵发展，致力于人民满意的职业教育，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正在逐步

形成中。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的变迁逻辑

通常来讲，教育政策分析可以概括为四种不同取向的分析模式，即发生学取向的分析模式、过程取

向的分析模式、目的取向的分析模式和政策话语的分析模式。对一个具体教育政策的分析，往往需要

多个分析模式的综合运用( 谢维和，2007，第 175 页) 。发生学取向的分析模式主要是围绕政策本身的

形成和发生而进行的分析，通过解释和分析教育政策的产生机制对教育政策做出的分析。过程取向模

式主要强调的是对教育政策的实施进行过程性的分析，重视的是教育政策的实践过程。目的取向的分

析模式指的是从政策目标的角度出发对教育政策进行分析，研究对象主要是教育政策与目标之间的关

系。政策话语的分析模式主要是通过话语分析的方法来探究教育政策，具体来说，是对文本所使用的

语言、词汇和逻辑修辞等进行研究，来分析教育政策的目标指向和价值取向，以此来揭示政策所蕴含的

文化规则以及其中存在的权力背景( 阮成武，2013) 。通过教育政策分析的四种模式可以全面把握和深

刻反思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的演进逻辑。
( 一) 以管理体制调整为手段的职业教育政策形成的动力机制

任何教育政策都是各种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相互作用的产物，这种相互作用是推动教育政策形成

和制定的一种重要动力，职业教育政策形成的动力机制主要集中在管理权的变化上。通过探究各种利

益相关者在政策形成和制定过程中发挥的影响力及相互关系，可以为认识职业教育政策提供一种思

路，有利于深入研究职业教育的演变规律。改革开放以来，发展职业教育的责任及管理权，经历了从最

初的中央集中统一管理到地方分权的责任下移，再到管理中心逐级上升的演变过程。一是管理权高度

集中( 1978 － 1991 年) ，由国家对职业教育的发展做出具体部署、规定，各级政府执行，同时还具体规定

了各部门的职责。虽然也有提出国家简政放权的政策，也释放出国家向地方放权的信号。但总体来

看，在提出简政放权的同时，也提出要在党和国家的领导下，成立国家教育委员会，并加强教育立法，以

便规范各责任主体在职业教育发展中的职责与行为。二是管理权力逐渐向地方下移( 1991 － 2002
年) ，随着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推进，为适应职业教育的发展，职业教育管理体制也需要进行相应的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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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国家不仅规定各级部门在职业教育发展上的管理责任，并对各部门的职责做了相应安排，同时，还

指出市和县要切实负起职业教育发展的责任，并在中央部门的指导下，因地制宜地制定职业教育的相

关发展措施。三是国家宏观领导与简政放权并行( 2002 年至今) ，国家明确提出要改革职业教育管理

体制，建立并逐步完善在国务院领导下，分级管理、地方为主、政府统筹、社会参与的职业教育管理体

制。各级政府要加强领导和管理，各级部门也要履行职责，积极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同时，还要组织

社会力量来举办职业教育。
( 二) 以政策价值为导向的职业教育政策目标的价值取向

教育政策价值是教育政策的客体属性与主体的需要在实践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一种效用关系( 孙绵

涛，邓纯考，2002) 。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实际上反映的是制定主体的倾向，其中教育政策的价值取

向作为主体构成的重要组成部分和主体的重要特征，决定或支配着主体的价值选择( 祁型雨，2006 ) 。
分析职业教育政策目标的价值取向，可以了解政策所代表的利益群体，深入认识政策制定的目的和意

义，进而对政策的价值取向变化从整体上进行把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的价值取向在效率

与公平之间不断取舍并初步趋于公平优先。一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价值取向( 1978 － 20 世纪

末)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价值取向是以“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为依归的。在这一价值

理念的指导下，国家制定教育政策的指导思想基本上都是为社会发展和经济建设服务的，重点强调速

度和效率。从职业教育政策的背景分析中，我们可以时常看到“职业教育是为……服务”“职业教育是

建设……的基本要求”“职业教育是推动……的重要力量”等诸多类似表述，这些表述背后所蕴含的基

本要义就是仅仅将职业教育看作一种工具，没有考虑到个体的兴趣和需要，反映出职业教育的“国家本

位”“工具价值”倾向。二是“关注公平与以人为本”价值取向( 21 世纪初至今)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

展，国家更加注重满足人民群众的需要，使教育惠及到各级各类群体，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因此，国

家不断根据形势的变化来调整政策，使职业教育惠及到各类人群，满足个体的教育需要，促使教育个性

化、人本化，开始改变原来只重视职业教育的经济服务功能的做法，也开始关注到教育公平和学生个体

生涯发展需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 － 2020 年) 》提出，应注重教育公平，确保

每个学生都有权利接受职业教育，发展自身的职业能力，对贫困学生要采取相应的资助措施，少数民族

地区要加大投资力度，缩小这些地区和发达地区的差距。2014 年 6 月，国务院在北京召开第七次全国

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在有关为什么要发展职业教育的问题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指出，职业教育不仅为

社会培养了高技能人才，还发展了学生的职业能力，促进了学生的可持续发展。随着对职业教育认识

的不断深入，国家对职业教育的关注度持续增加，明确指出要增加职业教育发展的灵活性和开放性，方

便不同群体在不同阶段选择不同类型的职业教育。
( 三) 以人与财的规范为抓手的职业教育政策实施的过程保障

政策实施的过程保障是指通过一定的细则和要求来使政策得到贯彻实施，强调的是政策的执行过

程，是对整个教育政策执行或实施过程中的各种变量及他们之间相互关系的认识和控制。为使职业教

育政策得到更好的贯彻和落实，国家制定了相应的保障措施来促进政策的执行，主要包括“对人的规

范”和“对财的规范”两个方面。一是在“人的规范”方面，包括教师和学生两个方面。一方面，以提高

教师水平为目标的培养机制，其措施有: ( 1) 积极开展对教师的培训，提高教师实践能力和教学水平;

( 2) 鼓励职业学校教师积极进修，提高学历水平; ( 3) 鼓励企业优秀技术人员担任专兼职教师; ( 4) 深化

职业学校人事制度改革; ( 5) 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 ( 6) 加强职业教育科研教研队伍建设。另一

方面，以资格证书制度为着力点的培养机制，学生的质量是衡量职业教育发展良好与否的重要标志，国

家政策中对保障学生权利、提高培养质量作出了相应的要求: ( 1 ) 健全职业资格证书制度; ( 2 ) 完善资

助政策体系; ( 3) 健全实习和就业的保障政策; ( 4) 保障不同人群接受职业教育的权利。二是以多元经

费筹措为主的经费保障机制。美国教育行政专家罗森庭格指出，“学校经费如同教育活动的脊椎”( 范

先佐，1999，第 197 页) 。一旦没有了经费支持，职业教育将寸步难行。国家自始至终都非常重视职业

701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教育科学版) 2018 年第 1 期 职业教育

教育经费的投入，并主张发挥多方力量筹措资金。一方面，具体规定经费来源，发展职业教育不仅需要

中央财政的收入，也需要各政府、各部门要从财力和政策上支持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努力增加职业技

术教育的投入，而且鼓励企事业单位、个人等捐资助学，引导支持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从而形成多

渠道共同分担职业教育经费的良好局面。另一方面，要严格经费管理，要确保经费的合理使用，建立公

开制度、监督制度等，使经费真正落实到职业教育的发展上去，保证职业教育健康、有序地发展。
( 四) 以经济学话语为主导的职业教育政策话语的文化规则

话语分析是根据文本的内容、情景，仔细考察话语的内容、组织和功能( Scott，2006，p． 228 ) 。政策

话语视角的教育政策分析，是通过对政策的词汇、修辞等的深入分析，来探究政策背后所蕴含的价值取

向、文化规则等( 阮成武，2013)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政策中的话语主要以经济学话语为主并

不断趋于多样化。一是以经济学话语为主导的职业教育政策话语规则( 1978 － 2005 年) 。教育政策使

用的经济政策话语主要体现在教育和经济的关系、教育投资和教育财政、教育制度变革和创新等方面

上，即从经济发展的角度来探讨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论述教育如何适应并推动经济发展的

话语。比如，在教育和经济的关系上，主要涉及到教育对经济的促进以及教育对经济的适应，比如，职

业教育的发展和经济的发展状况成正相关; 职业教育的发展对社会稳定和提高国际地位具有重要意

义; 职业教育要进行相应变革来适应经济的变化和发展; 改革教育资源配置方式，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

教育改革发展中的作用等等。在教育投资和教育财政方面，主要涉及到教育投资与管理，比如，要采取

多种措施来增加职业教育经费，鼓励各种力量捐资助学; 各级政府要不断提高职业教育的经费支出，在

财政方面应不断增加投入职业教育和培训的费用; 中央也应专门划拨一定费用重点扶持农村和中西部

地区; 在教育经费的管理方面，要保证经费真正落实到教育的发展实处，对教育经费的管理要严格，避

免出现教育经费挪为他用的现象。在教育制度变革和创新方面，主要涉及到从经济学的角度论述教育

公平问题以及教育体制改革问题，比如，要随着社会发展，对体制机制进行创新; 要对公办职业院校进

行改革，探索以公有制为主导、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办学体制; 完善资助制度，保障不同人群接受职业教

育的权利; 要依据社会发展和市场需要，进行教育教学的改革。二是政策话语趋于多样化( 2005 至

今) ，即职业教育政策话语不再仅仅以经济话语为主，而是逐步转换成以经济、社会、伦理、公共管理为

主的教育政策话语。社会政策话语主要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论述教育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论述教育如

何促进社会稳定和谐的话语。伦理政策话语主要是从伦理的角度来论述教育与伦理之间关系，论述教

育如何规范并促进道德行为发展的话语。公共管理政策话语主要是从管理学的角度论述如何更好地

规范教育主体行为，推动教育管理科学化的话语。
基于上述分析，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的演进逻辑主要体现了渐进主义与精英理论的教育政策理论研

究分析范式。首先，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的演变是基于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而逐步做出的一些

局部性或边际性的修改，体现了新旧政策间的连续性，从而使职业教育政策调整的目标与手段趋于一

致; 其次，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的出台过程基本上渗透的是精英的价值观，他们的价值观与偏好在职业教

育政策制定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的形成还存在着改革力度不够、功
利性较强、缺乏民意参与等问题。

三、我国职业教育政策的未来走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在政策的推动下获得了较大程度的发展，在政策主体、政策目标、政
策过程、政策话语等方面的演变逻辑也具有其自身的合理性。但政策演进逻辑也存在着政策形成的动

力机制缺乏活力且未能有效落实学校办学自主权、政策目标的价值取向摇摆不定且未能充分尊重职业

教育办学规律、政策实施的过程保障缺乏稳定性且未能有力发挥政策的保障激励功能、政策话语的文

化规则过于功利化且未能尊重教育民意表达等问题。因此，为了促进职业教育政策更加科学化、民主

化、制度化、绩效化、程序化发展，职业教育政策在未来发展上需要在政策的动力机制、价值取向、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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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政策话语等方面不断完善与进步，以开放、共享、创新、绿色、协调的发展理念为指导，优化职业教

育政策，为建立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奠定坚实的政策基础。同时，通过职业教育政

策演进逻辑所体现出的政策理论研究分析范式，未来职业教育政策理论研究应该从多元视角出发，综

合运用理性—综合理论、团体理论、批判理论等多种理论分析范式，促使职业教育政策的形成更为高

效，如预先估计每一项备选政策将来可能产生的结果或影响，并与所预设目标进行比较; 通过利益团体

之间的互动使得政策更具科学性; 通过考虑政策内容对政策相关领域影响的批判分析，使得职业教育

政策能真正促进职业教育进步与发展，促进职业教育公平的实现。
( 一) 职业教育政策动力形成机制应由“权责不明”向“统一协调”转变

职业教育管理体制主要包括机构设置、机构间层级关系以及他们之间的权责划分等三个方面。国

家在职业教育管理体制方面关注的焦点集中在设置哪些机构、以什么样的形式来划分中央和地方权责

以及职业院校自主权问题等( 宋楠，2004，第 8 － 9 页) 。要实现职业教育的顺利发展，就要对职业教育

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使其适应职业教育发展的需要。具体来讲，我国职业教育政策动力形成机制的

转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构建统一的管理组织体系。首先，在中央层面设立职业教育的主

管部门，来负责职业教育大政方针的制定，重要政策与措施的发布，协调职业教育部门、劳动部门、计划

部门、财政部门的职责和关系等，并且应改变职业教育管理体制中“谁办学，谁管理”的现状，界定各类

学校办学定位，使同一类型的职业教育由统一的管理机构来管理，减少职能交叉，明确各自权力和职

责。其次，给予学校充分的办学自主权，在政府和学校的关系上，政府应扮演宏观管理和监督的角色，

给学校的发展以方向的引导，并在财政和就业等方面给予支持。在招生制度、课程安排、教学等方面应

给予学校自主管理权，由学校自主管理内部事务。学校在遵守相应政策的前提下，应该作为一个独立

发展的个体，在专业设置上，根据市场的需求及时作出相应的调整反应，对专业进行增减; 在对学生的

培养上，根据企业对人才的需求，制定学生培养的标准，使学生的培养和市场的需要相结合( 周昌顺，

2002) 。最后，职业教育的管理也应使行业、企业的代表以及职业教育专家、群众代表参与进来，各部分

人员都占据一定比例，共同研究职业教育问题，提出意见和看法，进而制定职业教育发展的相关条例和

规定，从而使职业教育的管理更加科学、民主。二是健全纵横交错的现代职业教育法律体系。首先，从

纵向来看，中央到地方要建立统一的职业教育法律法规体系。其次，从横向来看，一方面，国务院下属

各部门要根据自身的职能，制定部门所负责的职业教育相关方面的政策。另一方面，教育部门的下属

部门应保持一致性。如职成教育和高等教育部门在制定条例时，应加强交流沟通，相互配合，使制定的

政策协调一致。另外，职业教育法在保持稳定性和一致性的同时，也要根据职业教育发展的需要进行

调整和更新，确保法律的连续性和客观性。同时在立法的过程中也要吸取多方面的意见或建议，使法

律的制定更加科学、合理。
( 二) 职业教育政策价值取向应由“单一功利”向“多元取向”转变

职业教育政策的价值取向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进行不断调整。在职业教育政策

的制定中，职业教育政策应追求“多元化”“公平性”“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要兼顾社会和个人、效率

和公平的关系，促进社会本位、工具本位向教育本位转变。一是由“社会本位”向“兼顾社会和个人”价

值取向转变。职业教育是社会的产物，所以不可避免要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因素的影响，体现

政府和统治阶级的意志，为社会的需要服务，但职业教育也是一种培养人的活动，是相对独立于政治、
经济等社会活动的，更应该侧重于促进人的发展，提升人的综合素质。这两种价值取向并不是非此即

彼的，而是可以共存的，随着社会的发展，职业教育价值取向更应追求“多样化”，政策制定中在满足社

会经济发展需要的同时，也要考虑到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二是由“追求效率”向“兼顾效率与公平”
价值取向转变。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政府开始考虑让更多的人享受到经济发展带来的红利，满足人

们的教育需求，对贫困地区、民族地区、特殊人群也要保障他们的教育需求，于是，价值取向转为“公平

优先，兼顾效率”的价值观( 刘复兴，2003，第 111 页) 。因此，政策制定中应更多考虑公平性，重视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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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的发展，提高农民技能; 对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地区给予政策的倾斜，保障他们接受职业教育

的权利; 对特殊人群给予政策的惠顾，避免在入学和就业中受到不公正待遇; 对贫困学生也要采取相应

的帮助措施，保障他们接受职业教育的权利。唯有如此，才能使职业教育惠及到更多的人群，才能兴办

令人民满意的教育。三是由“工具本位”向“教育本位”转变的价值取向。Stephanie Allais 教授曾指出，

只强调学生技能的发展，而不注重对学生全面素质的提高，不利于职业教育的长远发展( Allais，2012) 。
所以，在职业教育政策中应该以学生为本，注重学生的需求和发展。首先，职业教育目标应关注学生的

发展。职业教育应该回归教育的本质，从外在目的转为内在目的，关注人的生存和发展，注重个性和创

造力的发展，强调培养人的个性、发展人的潜能，使学生的主体性得以发挥，培养出全面发展的社会所

需要的人才。其次，职业教育的内容应关注学生的精神需要。职业教育政策应关注内容的丰富性和多

样性，不仅对学生专业课程的内容和标准作出一定的要求和规范，还应对和学生相关的人文学科的开

设做出相应规定，为自我价值的实现奠定基础。最后，应树立“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更多地考虑人的

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例如课程内容应贴近生活需要，符合人的身心发展规律; 打通职业教育的立

交桥，满足接受高层次教育的需要; 保障学生权益，使其具有监督和申诉渠道等。
( 三) 职业教育政策过程保障应由“监管与保障缺乏”向“强化监督与保障”转变

职业教育过程保障中的主要问题是经费难以得到保障、教师和学生的权益保障不到位以及监督机

制不健全等问题，这就需要在职业教育政策过程保障中应当加强经费保障，既涉及经费的来源，也涉及

到对经费使用的监管，尤其应重视对职业教育政策执行的监管和评估，建立相应的监管部门，形成完善

的监管机制，同时，也要通过制度建设来保障师生权益。一是加大经费投入力度并强化对经费的监督

和管理。首先，中央应当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建立科学的预算机制。其次，职业教育经费的来源主

要在地方，政府应每年拨出相应比例的经费用于职业院校的场地建设、设备建设等，使职业院校的设备

得以及时更新。在职业教育经费的使用上，确保划拨的职业教育经费得到专项使用。再次，应制定鼓

励行业企业举办职业院校的优惠政策，制定鼓励社会捐赠的税收政策。二是多措并举保障学生接受职

业教育的权利。学生受教育的权利主要包括学生入学接受教育、在校参与教学计划安排的活动以及就

业权的实现等三个方面。首先应当保障学生接受职业教育的权利，提高职业院校数量，扩大职业教育

的覆盖范围，对较为贫困无力支付学费的学生，地方政府应当给予学费的减免或设立奖助学金。其次，

对学生的质量予以规范，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严格保障学生的质量，其中对学生质量的考核最重要的

是严格职业资格准入制度。最后，在学生的就业方面，学校要采取相应措施帮助学生就业，比如和企业

建立合作关系，建立“订单式”培养模式; 进行市场调查，发布相应招聘就业信息，帮助学生了解市场需

求; 建立就业指导中心，开设就业指导课程，提供职业测评，使学生提前做好职业规划。三是切实建设

好高素质的“双师型”教师队伍。首先要保障教师的权益，使教师的教育教学权、科学研究权、民主管理

权、进修培训权、指导与评价学生权、物质保障权等不折不扣地得到落实，尤其是在教师的工资待遇上，

应不断完善教师工资待遇标准，以此来增强教师职业吸引力，提高教师的教学积极性。其次要对教师

的质量予以规范，严格教师准入制度，制定合理的教师资质标准。最后，在教师的培训上，也应制定相

应标准和要求，教师应定期到企业或相关的专业技能培训班参加培训，对每年学习时数、培训结束后考

核等制定相应的规定说明，并加大对在岗教师质量的定期考核。四是建立具有法律保障和群众参与的

监督和评估机制。在监督机制建立方面，要加强法律制度建设和教育执法的监督检查。在监督方式

上，要改变以往仅仅对执行结果进行监督的方式，转变为过程中和过程后的持续监督。在评估机制的

建立上，首先应对评估方资质、评估指标、评估要求等方面通过法律或政策的形式来进行明确规定，其

次应对不合格的主体依据其行为过错采取相应处罚措施，不只采取谈话、罚款、限期整改等软措施，也

要软硬兼施，采取罢免、撤销等硬手段，从而真正发挥监督评估在政策保障中的作用。同时，要鼓励建

立第三方评估，保证评估的独立、公正、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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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职业教育政策话语应由“官方主导”向“民意参与”的转变

民意，即是广大人民对政治、经济等发展的看法和期许。民意表达是指群众采取一定的途经，向有关部

门或机构提出意见、建议，进行监督，参与政策的方式( 张兵，2008)。教育民意，是指人们在教育事务上提出自

己的意见和诉求，以实现公众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当前职业教育政策话语更多采用的是经济话语。
因此在职业教育政策发展中，要充分尊重民意，提高民众在政策制定、政策执行与监督等方面的参与度。一是

多种方式进行信息公开。在职业教育政策信息公开上，政府不仅要加强学习，还要深入基层，了解倾听民意，

全方位了解教育现状以及百姓的诉求，同时要邀请不同方面的代表加入，不仅要征集专家公众的意见，而且要

重视职业院校校长、教师、家长和学生的意见表达，他们是直接的利益相关者和参与者，对职业教育发展有直

接的体会和意见或建议。因此，在政策制定前应广泛倾听利益相关者的声音，及时搜集信息，使政策可以真正

解决职业教育发展中的问题。同时，在政策制定中也应对搜集到的信息做好科学的评估，保证政策制定的科

学性。政策颁布后也要及时了解他们对于政策的意见或建议，做好相应的沟通和反馈工作，以便对政策进行

调整和改进，促进职业教育政策更加科学化、民主化。二是多种制度保障公民参与。首先，以立法的形式规定

公众的参与权，使公众的参与具有法律依据，要明确规定参与者的调查研究和收集信息的权利、与主管部门沟

通协商的权利、表达意见受到保护的权利等，使公众的权益得到切实的保护，同时要保障公民参与权不被侵

害，对违法行为予以处罚，如在瑞典，专门设立了一个独立的法庭，审议有关公众参与的申诉; 在匈牙利，则是

采取了调查员制度，由调查员专门处理有关公众参与被拒绝的申诉案( 黄冀军，2006)。其次，要建立公众意见

的反馈制度，政府的回应与反馈，不仅有利于提高公众参与度，还有利于提高政府的公信力。政府对征集到的

公众意见，应当及时汇总，分门别类地整理加工，经过专家探讨评估意见的可采用性，并且要在一定的时间范

围内，把意见、建议的处理情况给以回复，必要时也要把集中反馈的意见或建议采用与否的情况和理由向社会

公布。再次，要完善政府不回应的责任追究制度，责任追究制度不仅可以提高政府工作人员的服务意识，提升

政府的形象，还使得公众的需求得以倾听，并且当他们的意见受到重视，表达渠道得以畅通后，公众的参与积

极性会大大提高。最后，可以采取一定的激励措施，对提出具有建设性和独特性建议的参与者予以物质或精

神的奖励，提高公众参与的热情，当然也要适当引导，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公众素质，使公众以合理的方式参与

到教育事务当中，理性地表达意见或建议，真正提出有建设性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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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From the Version 1． 0 to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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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ttention and concern of leaders at all levels，the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in China
have been achieved remarkable results，especially have been formatting the mechanism and path of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developmen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t the same time，there are many difficulties and
problems in practices，for example，no paying enough attention on it in some districts，not in depth applica-
tion to teaching，the Innovation practice being not enough． Facing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national social de-
velopment in the new era，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and concerns on creating the new models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providing services and educational governing． The following three changes should be made from
the development of application of educational resources to more extensions than education，from improving the
application ability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the thinking and character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from the
fusion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o the creativ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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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olution Logic and Future Trend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in China
QI Zhanyong WANG Jiaxin AN Yingy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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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in China since 1978 has undergone three stages: adjustment
of secondary education structure( 1978-1995) ，explor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 1996-2010) ，and estab-
lishment of modern vocational education system ( 2010 ) ． Using different orientation analysis models，the au-
thors argue that the evolution logic in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can be summarized as fol-
lows: the dynamic mechanism by means of management system adjustment，the policy value orientation of vo-
cational education goals，the process assurance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based on
specification of people and property，the cultural rule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discourse dominated by
economic discourse． Finally，the paper discusses the future trend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First，the
formation mechanism should be changed from“ambiguity of power and duties”to“unified coordination”．
Second，the value orientation should be changed from“single utility”to“multi orientation”． Third，the policy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should be changed from“lack of supervision”to“strict supervision”． Fourth，the poli-
cy discourse should be changed from“government-oriented”to“public particip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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