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质培优 增值赋能： 

职业教育从“大有可为”到“大有作为” 

陈子季：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 

2019 年 8 月 20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考察山丹培黎学校时，

从“实体经济是我国经济的重要支撑，做强实体经济需要大量技能型

人才，需要大力弘扬工匠精神”的战略高度，作出了“发展职业教育前

景广阔、大有可为”的重大论断。可以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

中央对职业教育重视的程度之高前所未有，推动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

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我国职业教育迎来了新的重大发展机遇。 

为了更好地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大有可为”的殷切期盼

转化为“大有作为”的生动实践，推动我国职业教育实现提质培优、增

值赋能，加快由数量普及阶段转向内涵发展阶段，教育部等 9 部门日

前印发《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 年）》（以下简称

《行动计划》）。落实好这个《行动计划》，需要国务院有关部门协同

配合，也需要社会各界广泛支持，更需要职业教育战线凝心聚力、奋

进实干。 

巩固职业教育的中国特色和类型定位 

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职业教育的重要论述，把握职

业教育发展的根本遵循，坚定方向、走对路子。党的十八大以来，习

近平总书记深刻阐明了我国职业教育的战略地位、类型定位、根本任

务、办学方向、办学格局、育人机制、价值追求、舆论导向等一系列

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相关重要论述须把



握两个重点：一方面，结合新形势新任务充分认识发展职业教育的战

略意义，全面贯彻高度重视、加快发展职业教育的工作方针，不断解

放思想、转变观念，大力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

风尚，加快建设国家尊重技能、社会崇尚技能、人人享有技能的技能

型社会；另一方面，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牢牢把握

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办学方向，以立德为根本、以树人为核心，健

全德技并修、工学结合的育人机制，为“人人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

才”创造条件，让每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要深入学习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关于职业教育的谋划部署，把握职

业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正本清源、守正创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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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党中央、国务院

对职业教育功能与地位的全新判断，也是职业教育“下一盘大棋、打

一场翻身仗”的逻辑起点。对于这一类型定位，关键是要把握住两个

要点：一是正本清源，也就是要充分认识职业教育是一种面向人人的

终身教育、面向市场的就业教育、面向能力的实践教育、面向社会的

跨界教育，真正按照职业教育的规律去办职业教育；二是守正创新，

也就是要牢记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探究应该完善和发展什么，同时

在谋划“十四五”时期职业教育发展时处理好“五个关系”，坚持以普职

关系定模式、产教关系定供求、校企关系定机制、师生关系定方法、

中外关系定特色。 

完善“双轨双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独立的教育体系是类型教育的基础特征，也是彰显职业教育中国



特色和现代化水平的显著标志。值得注意的是，我国职业教育体系建

设的提法由来已久。1985 年出台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

决定》明确提出，要“逐步建立起一个从初级到高级、行业配套、结

构合理又能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随后，分别

于 1986 年、1991 年、1996 年、2002 年、2004 年、2005 年、2014 年

召开的 7 次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均对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做出专门

规划和设计。党的十九大报告则提出，“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

“职教 20 条”进一步明确，“完善学历教育与培训并重的现代职业教育

体系”。由此可见，国家始终高度重视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但如何建

立健全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长期处于“点题”到“破题”的进程

中。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如何“破题”已有了新的思路。教育部党组书

记、部长陈宝生提出，要建立健全以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双轨”运行

为标志，以纵向贯通、横向融通为核心，同经济社会发展和深化教育

改革相适应的新时代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其核心内涵概括起来是：

结构决定功能、体系决定特色、服务决定品质。 

所谓“结构决定功能”，就是要处理好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关系，

继续保持高中阶段职普比大体相当，并科学确定高等教育阶段的职普

比例。所谓“体系决定特色”，就是要在贯通上保持自己的类型特点，

不断强化中职教育的基础地位、提高高职教育的发展质量，推动各层

次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培养过程贯通衔接。

所谓“服务决定品质”，就是要促进职业教育的横向融通，发挥职业教



育在服务构建全民终身学习体系中的独特功能和价值。 

全面推进职业教育提质培优 

质量是职业教育的生命线。2020 年 1 月，孙春兰副总理在国家

开放大学调研时提出，要实施职业教育提质培优三年行动计划，切实

提升职业教育质量。陈宝生部长也多次强调，要把职业教育改革发展

的工作重心转到提高质量上来。日前印发的这个《行动计划》，既是

对“职教 20 条”部署的改革任务进行再分解、再落实，又突出了提质

培优、增值赋能这条主线，绘制了未来三年职业教育质量革命的“作

战图”。 

 “挂图作战”要把握好“提质”和“培优”这两个关键词。所谓“提质”，

就是要围绕思想政治教育、“三教”改革、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治理

能力提升等重点难点进行攻坚，提高职业教育内涵质量。所谓“培优”，

就是要建设一批高水平的职业学校、专业、实训基地、教学团队，打

造职业教育品牌。把这两者归结起来，就是要通过职业教育的高质量

发展给产业增值，为学校、教师、学生赋能。 

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必须坚持问题导向，加快体系建设、深化

体制改革、加强内涵建设，下决心解决自身质量不高、吸引力不强等

长期制约职业教育发展的问题。其次必须抓好改革落地，进一步释放

“职教 20 条”政策红利，从“怎么看”转向“怎么干”，把已有的政策突破

用好用足，把正在推进的改革任务落实落地，向改革“最后一公里”

要效益。再其次必须强化管理创新，通过构建国家宏观管理、省级统

筹保障、学校自主实施的推进机制，让国家有关部门、地方、学校各



司其职，通过自主承接、任务驱动、契约管理，激发地方和学校改革

活力，协同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发展。 

推动职业教育更高质量发展 

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联系最紧密、最直接。随着“十四五”

时期的临近，如何超前谋划、科学设计，对确保职业教育开好局、起

好步十分关键。一方面，要紧扣时代经济社会发展脉搏，着眼于顺应

新的发展阶段、完善新的发展理念、形成新的发展格局、增强新的发

展动能，坚持把高质量供给作为发展重心，助力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

转变、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跨越，使职业教育成为促进经济高质量发

展所需要的教育。另一方面，要把“办好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作为我

们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千方百计为全社会提供个性化、多元化、终

身化的高质量职业教育与培训，确保让人民群众在成长和职业生涯发

展的不同阶段都有机会获得必要的技术技能，整体提升技术技能人才

获得感、幸福感和荣誉感。 

为此，我们应努力实现“五个更”：一是更优制度，形成按照类型

教育特点办学的制度和标准体系，为学生多元成才搭建更多成长平台；

二是更全体系，建立从中职到专业学位研究生、从学历教育到职业培

训的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三是更高质量，更好

地促进充分就业、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四是

更有活力，进一步激发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内生动力，推动职业

学校和行业企业形成命运共同体；五是更加开放，继续深化同各国职

业教育的交流与合作，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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