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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为职业教育的发展建立国家层面的制度框架，建立以职业资格为核心

的人事招录、考核、分配制度。

记者｜黄祺

“职业教育已经不是新话题了，政府也非常重视。眼下，我们需要为职

业教育发展的突围拿出举措。”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上海

市委主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黄震带着推动职业教育

健康发展的提案，赴北京参会。

在赴京前夕，黄震委员接受了《新民周刊》记者的专访。

https://author.baidu.com/home?from=bjh_article&app_id=1619612603467448


全国政协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上海市委主委，上海市政协副主席，

中国工程院院士黄震。



黄震委员今年的提案题为《以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推动职业教育健

康发展》，建议恢复和重建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建立以技能专业性

为基准的职业资格分类管理机制。

采访中黄震强调，“我国正处于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

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时期，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需要

大量技术技能型人才，职业教育事关我国人力资本质量提升、人力资源

强国建设，我们需要从‘国之大计’的高度看待职业教育。”他认为，要想

改变社会的成才观，提高职业教育社会认同，需要为职业教育的发展建

立国家层面的制度框架，建立以职业资格为核心的人事招录、考核、分

配制度。

“大力提高职业教育质量。”——3月 5日上午李强总理所作的 2024政府

工作报告中，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再度被提及。作为科教强国的基础，职

业技能人才是国家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不可或缺的宝贵人才资源。

智能制造、高端制造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引擎，新质生产力不仅

需要高端科创人才，也需要大批经过良好教育和培训的技能型人才。职

业教育发展迎来春天，但也需要更多政策框架为职业技能人才提供更加

广阔的舞台。

40%的年轻人

中国高等教育入学率已达到 60%，是世界各国中比较高的。即便进入普

通高校深造的学生比例已经如此之高，但仍然有大约 40%的学生，走上

了职业技能教育的学习路径。这 40%的年轻人，在陈旧的观念中总是被

打上“成绩较差”“能力平平”的标签。



但事实真的如此吗？

顾俊杰获得 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印刷媒体技术项目金牌。

顾俊杰，三年前留校任教，现在是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的教师，

留校那年他只有 20岁，很可能创造了最年轻高校教师的纪录。顾俊杰

自己接受的就是职业教育，而现在他开始培养更年轻的学生。顾俊杰说：

“我从来没有后悔选择这样的求学道路。”

15岁时，顾俊杰从初中班主任那里了解到中高职贯通的求学路径，和

父母一起讨论、考察之后，中考志愿他填报了上海新闻出版职业技术学

校和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的中高职贯通专业，以优异的成绩被学

校录取，学习印刷媒体技术专业。



“我从小动手能力就比较强，进入学校后我发现这个专业激发了我钻研

的兴趣。班级里像我这样对专业很感兴趣、学习比较积极的同学挺多的，

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样学风涣散。”顾俊杰凭借扎实的专业能力，被学

校推荐参加 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获得 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

印刷媒体技术项目金牌。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克”，其

竞技水平代表了当今职业技能发展的世界先进水平。

根据相关人才政策，获得金牌后顾俊杰不仅得到了可观的奖金，而且留

校任教并享受副教授待遇。“现在我正在攻读上海理工大学的成人教育

本科学位，后面的人生道路仍然要靠自己努力。”

比顾俊杰略小几岁的侯志恒，在今年 1月举行的首届全国大学生职业规

划大赛-上海赛区总决赛中，获得成长赛道职教组金奖。侯志恒两年前

从山东青岛考入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学习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

专业，他把自己的职业规划放在了成为一名电竞比赛解说员和电竞赛事

专业人士的目标上。

还没有毕业，侯志恒已经拥有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对电竞赛事产业有了

深入的了解。“上海是中国最活跃的电竞之都，我对毕业后就业是很乐

观的。我父母最开始不太了解电竞行业，现在随着了解的增加，他们很

支持我在这个行业里发展。”

对于中国大多数家庭而言，为孩子选择教育路径时，就业是各种因素中

权重很大的一项。如果单从就业率来看，优质的职业院校毕业生就业率

并不低。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校长陈斌向《新民周刊》介绍，这所学校的

就业率接近 98%，即便是疫情期间也未受影响。“一些国企早早就到学

校来‘预定’我们的毕业生，优秀的毕业生很抢手。”陈斌校长认为，学校

之所以保持高就业率，并且培养出技能大赛的世界冠军，主要是基于教

学改革和紧跟市场需求的人才培养模式。

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已经是职业高等院校中的佼佼者，但陈斌校

长仍然能感受到家长和学生们对更高学历证书的渴求。“我们很多学生

家长希望孩子能够在学历上进一步提升自己，比如通过专升本获得本科

学历，如果有机会最好能拿硕士学位。”在这样的现实需求下，如今优

质的高职院校都在探索为毕业生创造更多进一步深造的机会，帮助他们

完成更高学历教育。陈斌介绍，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正在为升级

为本科院校做准备。

通过上海出版印刷专科学校这一优质高职院校可以看到，近年来中国职

业教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就业市场上职业院校毕业生也广受欢迎。但

是，因为社会对高学历的偏好，以及用人政策上存在的学历门槛，使得

职业院校毕业生仍然身处尴尬境地。

这样的现象，迄今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转变。

“学历社会”向“技能型社会”转型

黄震委员在今年两会上针对职业教育提出的建议，正是针对困扰职业教

育的根本问题，建议通过顶层的政策设计，扭转对职业技能人才的“偏

见”。



“长期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理念相对落后、基本制度尚不健全、社

会对职业教育的认同度低，职业学校和学生‘低人一等’，这些问题长期

掣肘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黄震委员的提案直指目前的现状。

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黄震委员表示，我们首先应该从“国之大计”的

高度去看待职业教育。“职业教育事关提升我国人力资源的质量，打造

人力资源强国；事关根本上解决当前‘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教育困境，使

教育健康全面发展。我们应该跳出职业教育的范畴，从构建未来人力资

源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

2023年9月，上海市政协一行在上海出版印刷专科学校调研，并召开“深

化产教融合，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重点提案督办办理推进会。



一些发达国家把培养职业技能人才作为现代制造业的基础，比如德国，

大量的年轻人通过职业教育走向工作岗位，这些国家的成功经验可以给

我们很多启示。

黄震委员的提案聚焦在“恢复和重建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上。

提案指出：纵观现代社会发展，目前，我国职业资格证书整体数量萎缩，

职业资格证书由政府认定改为实行社会化等级认定。职业教育的“双证

书”制度已基本淡出舞台，取而代之的是职业教育“1+X证书”制度，其中

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也实行社会化等级认定。

“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越来越多的声音对其合理性和科学性提出质疑，

其弊端是职业资格证书良莠不齐、权威度低、流通性弱、市场认可度不

高，近年推出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也面临信效度差的问题。”提案认为，

日渐式微的职业资格证书使职业教育缺少了独特人力资本价值的评价，

使职业教育逐渐呈现出“普教化”特征，这从根本上动摇了职业教育的根

基。

黄震委员在采访中强调：2022年 4月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首次

以立法形式明确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

确立了职业教育在国家人才培养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如何提高职业教育

的社会认同度、振兴职业教育，其关键是加强国家职业资格证书体系建

设，推动劳动力市场走向职业资格就业，从 “学历社会”向“技能型社会”

转型，其核心是要从国家制度上支撑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的地位，

扭转社会唯学历的人才评价标准。



“学历要求：本科及以上。”这是人才市场上招聘广告里最常见的一句话，

多年来大家司空见惯，将学历作为求职门槛的做法，困住了千千万万接

受职业教育的年轻人。

黄震委员经常举一个例子：华盛顿邮报一天登载的 900多个招工广告中，

79％要求要有职业资格证书，而对本科学历有要求的只有 6％，对硕士

学历要求的工作岗位仅占 2％。“其核心是要建立就业市场认可度高的职

业资格证书制度。”

黄震委员认为，要尽快恢复和重建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建立以技能

专业性为基准的职业资格分类管理机制，加快赋予职业资格应有的地位，

提升职业资格证书评价的信效度、公信力和适用性，推动用人单位改变

以往仅以学历为核心的人才评价体系，建立以职业资格为核心的人事招

录、考核、分配制度，努力营造一个有利于各行各业技术技能型人才培

养和成长的环境和土壤。

从 “学历社会”向“技能型社会”转型，需要加快构建“国家资格框架制度”，

把基于认知的学历资格证书与基于技能的职业资格证书相互融通和衔

接，实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等值。黄震委员的提案中建议：建立职

业资格与职称对应关系，技术技能型人才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即可

认定其具备相应系列和层级的职称。

给技术人才更大舞台更好待遇

关于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

徐国庆进行了深度的研究。他介绍，此前国家认证的职业资格证书逐步

取消，初衷是为了减少证书对就业带来的负面影响。但原本具有权威性



的职业资格证书取消后，职业技能的认定变得模糊，学校实践教育失去

了标准，企业制定相关待遇也失去了参照。

徐国庆教授认为，应该恢复由政府部门统一授予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让

职业资格证书具有权威性。“证书的权威度越高，含金量越高，职业教

育越吸引人。”

构建“国家资格框架制度”是为了解决“门槛”问题，如果一个人在就业时，

他持有一张权威度高、含金量高的职业资格证书，能够与一张高学历证

书拥有同等的就业机会，那么职业教育将回归它应有的价值。

另外，职业技能人才在工作岗位上的待遇和发展空间，也是家长和学生

选择教育路径时主要考虑的因素。

徐国庆教授介绍，2021年 7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印发《“技能中

国行动”实施方案》，提出“提升全民技能、构建技能社会”。2021年 10

月，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建设技能型社会的任务目标，明确要求 2025

年“全面推进”，2035年“基本建成”，为技能型社会建设明确了时间表。

从政府的重视程度和倡导看，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已经越来越明确，但在

落地的政策而言，职业技能人才的待遇、发展空间与他们的期待之间还

存在很大的差距。

徐国庆教授对职业教育学校、用人单位等做了大量的调研。他发现，尽

管现在高级的职业技能人才薪资待遇不断提高，有的岗位工资远远高于

普通大学生可以选择的岗位，但是，在职业发展和退休金方面，依然存

在一些不公平的现象。“比如退休金，差距还比较大。”

化解“教育焦虑”，教育不止一条路



无论是黄震委员的提案还是徐国庆教授的研究都认为，发展职业教育不

仅是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解决“教育焦虑”的关键路径。

从数据上看，德国 30%的人接受普通高等教育，70%的学生进入双元制

职业学校。双元制职业教育被认为是德国经济腾飞的密码，学生在企业

和职业学校两个环境中接受教育。而中国的教育压力，来自比较单一的

教育路径选择，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期待着孩子考上重点大学，职业教育

沦为无奈的选择。

提到中国的教育制度，最常用到的比喻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黄震委

员认为，目前多数职业院校学生和职业教育办学者心中都有“挫败感”，

要消除这种“挫败感”，就必须改变人才培养从单轨制到双规制，落实以

学历资格证书为核心的学历教育和以职业资格证书为核心的职业教育

是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两种教育类型。

黄震委员表示，社会需要改变成才观和人才观，应该让更多人看到优秀

的工匠、劳模和他们的成才故事，大力弘扬“行行建功、处处立业”的择

业观。



2022年 11月，陕西西安一所职业技术学校学生展示技能。

近几年人工智能突飞猛进，社会上也存在一种“危机论”，认为很多技术

工作将被机器替代，职业技能人才将无用武之地。对此，徐国庆教授也

调研了企业，企业管理者告诉他，尽管制造业智能化后一些岗位不需要

工人，但仍然还有很多岗位是需要技能人才的。“而且你要相信，当一

部分技术岗位被机器替代后，又会产生新的技能岗位需要人去做，人类

社会的发展历程一直是这样的。”

密集调研寻找“真问题”

民进上海市委对职业教育的关注已经延续多年。2023年 1月举行的上

海市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上，上海市政协常委、副秘书长，民进上海市



委专职副主委杨蓉代表民进上海市委作大会发言，题目是《打造与城市

发展相适应的高水平职业教育》，引起热烈反响。

杨蓉在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介绍，2022年民进上海市委将“提升职

业教育社会认同，建设技能型社会”作为年度主委课题，赴上海中华职

教社、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申通地铁集团、上海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奉贤中专等单位实地调研，并与相关单位与委办局人员开展座谈 6场，

参会人员 200余人次，最终形成近 17000字课题调研报告，并转化为

2023年市政协大会发言和民进界别提案。

2023年，上海市政协将“深化产教融合，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列为

重点提案督办。在民进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协副主席、民进上海市委

主委黄震领衔下，民进上海市委和上海市政协多次与提案主办单位上海

市教委，会办单位上海市发改委、上海市经信委、上海市财政局等代表

沟通对接，召开办理推进会。

这一年，调研小组还前往上海出版印刷高等专科学校、上海交通职业技

术学院开展调研，听取学生、家长、教师、用人单位意见。

杨蓉介绍，广东省在职业教育上进行了很多创新探索。为了获得更多的

有益经验，调研小组同上海市政协提案督办调研组赴广东广州、深圳、

东莞等地的职业院校进行考察，并围绕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座谈交

流。“经过一年的进一步调研，民进上海市委在 2024年的上海两会中再

度提交了与职业教育相关的提案。”



2023年 11月，由江苏省纺织工业协会、江苏省纺织服装职业教育行业

指导委员会主办的 2023“海澜之家·江苏工院杯”江苏省纺织服装院校

服装设计大赛在江苏工程职业技术学院落幕。

在调研中，研究者们看到了来自一线的“真问题”。

杨蓉告诉记者，从调研中发现，当前社会存在企业招工和就业人才错配

的困境，尤其是高端制造业面临不小的技能型人才缺口，而相当一部分

大学毕业生难以找到匹配自己能力的合适岗位，既造成了教育和人才资

源的浪费，也不利于制造业的未来发展和竞争。

此外，调研中还发现社会对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同度比预想的还要低。一

个现象是，人们普遍认为高等教育是培养一流人才的主要阵地，而职业

院校则是考分不够、不得已的去处。另一个现象是，上海市学生和家长



在中考前在校内接受过职业教育相关资讯或宣传的比率低于 5%，学校

不愿意多介绍的原因是担心对职业教育的宣传会“拉低平均分”，而绝大

多数初中均以“平均分”作为重要考核指标。“调研发现，从家长、学生到

学校教师，都对职业教育认同较低。”

上海是近现代中国职业教育的重要发源地，中华职业教育社及我国第一

所现代职业学校均诞生于上海。上海“老法师”曾经是一块金字招牌。徐

国庆教授在长三角调研时常常听到类似的故事，当地的很多民营企业创

立之初，老板开着桑塔纳，带着螃蟹、年糕到上海邀请上海“师傅”去做

他们的技术顾问，这些上海技术能手把当时最先进的技术和丰富的经验

带到外地，就能成就一个企业。

民进上海市委的调研中，也专门研究了上海的职业教育现状。

调研报告中指出，一段时间以来，上海市职业教育存在中职“小而散”、

高职“少而弱”的问题。目前上海 56所中职校，平均每所中职校在校生

不到 1800人；“2022年中国高职院校竞争力排行榜”中，上海 22所高

职院校只有 6所进入前 500名，排名最前的仅在第 126位;职业本科学

校上海只有一棵“独苗”——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这与上海的产业与

教育发展地位严重不符。徐国庆教授建议，上海应该集中资源办好几所

职业院校，重塑上海职业教育金字招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