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办好新时代职业教育 服务技能型社会建设 

全国职业教育大会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和“十四五”开局之年召开的

一次重要会议，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职业教育的高度重视，树

立了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重要里程碑。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

新阶段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和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精神，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职业教育战线的

重要政治任务。 

  1.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大会精神 

  职业教育是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大国工匠的基础性工程，

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支撑，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提高站

位，着眼于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从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

展格局的高度深化对职业教育的认识。 

  深刻认识“前途广阔、大有可为”的战略地位。这是习近平总书记从党和国

家工作全局的高度，深刻阐明了发展职业教育的重大意义。无论是应对百年未有

之大变局，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都必须把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摆在

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对职业教育高看一眼、厚爱一分。 

  深刻认识“不同类型、同等重要”的基本定位。这是我国教育理念的一次重

大变革，也是党和国家把握教育发展规律、职业教育办学规律、人的全面发展规

律作出的一个重大判断。要在思想上破除“重普轻职”的传统观念，在行动上把

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区分开来，特别是要把科学和技术、知识和技能区分开来，

践行类型教育新理念。 



  深刻认识建设技能型社会的深远意义。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创造性提出了建设

技能型社会的理念和战略。我们要高举“技能型社会”这面旗帜，加快构建面向

全体人民、贯穿全生命周期、服务全产业链的职业教育体系，加快建设国家重视

技能、社会崇尚技能、人人学习技能、人人拥有技能的技能型社会，让技术技能

“长入”经济、“汇入”生活、“融入”文化、“渗入”人心、“进入”议程。 

  2.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打造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全国职业教育大会提

出的主要任务。落实这一任务，一方面要树立系统观念，处理好普职关系、产教

关系、校企关系、师生关系、中外关系；另一方面，要聚焦现阶段重点难点，加

大制度创新和供给。 

  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基础在中职。解决不好中职的基础性问题，高质量的

职业教育体系就无从谈起。要总体保持职普比大体相当的战略定位不动摇，加强

省级统筹和分类指导，使中职学校与普通高中办学投入、培养质量、学生收益大

体相当，通过职普协调均衡发展，进而实现职普规模大体相当。要完善一体化职

业学校体系，改善中职学校办学条件，打造一批优质中职学校和专业，巩固中职

的基础地位；推进专科高职提质培优，实施好“双高计划”，巩固专科高职的主

体地位；坚持高标准、高起点，严把质量关，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发挥好引

领作用。同时，要推动各层次职业教育在专业设置、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培养

过程上有效衔接贯通，可把高职阶段的一些内容下移到中职，给中职教育增值赋

能；中职学校要发挥区位优势，拓展办学功能，提高办学质量，为高职教育打好

基础。 



  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支撑在产业。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的本质特征，也是基

本路径。基于产业链来谋划发展职业教育，才能让职业教育内生于经济社会，形

成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共生共荣的生态系统。在时间上，要在服务

国家战略、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面临的重大课题中找准位置、发挥作用，紧

盯“最后一公里”，为攻克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作出贡献。在空间上，

要加快推进职业教育创新发展高地建设，着力推进职业教育区域化、区域职业教

育产业化、产业职业教育集群化，走与当地产业需求对接的路子。 

  培养高素质人才依托在企业。校企合作是职业院校办学的基本模式。要通过

引企入校、引校入企，把学校办成企业的培训基地，把企业办成学校的实践基地，

把企业需求及时、有效地转化为学校育人的标准和方案。一方面，要针对校企合

作层次低、表面化等问题，创新“金融+财政+土地+信用”的组合式激励政策，

解决好多主体办学当中办学性质、产权归属等政策瓶颈，让企业愿意干，让学校

放心干；另一方面，要发展中国特色现代学徒制，让学校像企业、教室像车间、

课堂像工段、教师像师傅、学生像学徒、教案像图纸、作业像产品，让校企合作

成果反哺教学，让学生在合作中学到真本事。 

  优化职业教育结构动力在市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不求最大、但求最优、

但求适应社会需要”，就是要求我们拆掉职业教育和市场之间的“隔墙”，面向

社会办学。在专业布局上，要推行产业规划和人才需求发布制度，动态调整专业

目录，通过差异化投入和政策项目引导等方式，鼓励学校更多开设符合市场需求

的紧缺专业。在层次结构上，要瞄准技术变革和产业升级方向，及时调整人才培

养规格，建设高水平、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体系。 



  实现可持续发展生命在就业。职业教育是为就业服务的。研究表明，职业教

育招生数占比每提高 1 个百分点，二、三产业吸纳就业的比重上升约 0.5 个百分

点。要继续把发展职业教育作为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的关键一招，解决好“技工

荒”、大学生结构性就业难、高技能人才供不应求等结构性就业矛盾问题。同时，

通过技能型社会建设，提高技能人才待遇水平，加快从“好就业”转向“就好业”，

让广大青年主动选择接受职业教育。 

  加大人力资本投入资源在社会。没有行业企业参与办不好职业教育。要加快

由“办”职业教育向“管”职业教育转变，形成政府统筹管理、行业企业积极举

办、社会深度参与的多元办学格局。一方面，要创新政策措施“四两拨千斤”，

支持国有企业办职业教育不动摇，支持民办职业教育不动摇，支持行业办学不动

摇。只要符合国家标准的，都应予以承认并纳入职业教育体系；另一方面，要提

高职业教育开放水平，有序吸引境外高水平职业院校来华合作办学，探索“中文

+职业技能”的国际化发展模式，支持职业院校伴随中国企业走出去，打造具有

国际竞争力的中国特色职业教育。 

  改变职业教育形象关键在自己。能否下好职业教育“一盘大棋”，最终要看

能否打好办学质量的“翻身仗”。要坚持德技并修、育训结合，统筹推进专业设

置、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教材、课堂教学和实习实训等环节改革，切实提高质量。

要用好培养、引进、选育三大主渠道，加快“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还要用好

评价“指挥棒”，建立一套符合类型特点的评价体系，为学生接受高等职业教育

提供适合的入学方式，引导职业院校积极培育各自的特色和核心竞争力。 

  保证职业教育办学方向根本在党建。要以“把方向、揽全局、抓思想、建队

伍、促党建”为总要求，把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一方



面，要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发挥好院系、师生基层党组织的战

斗堡垒作用，把党的教育方针全面贯彻到学校工作各方面、人才培养全过程；另

一方面，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探索符合职业教育特点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

和方法，把德育融入课堂教学、技能培养、实习实训等各环节，促进思政课程与

课程思政有机衔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 

  3.汇聚职业教育大改革大发展的强大合力 

  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蓝图已经绘就。我们既要抬头看路，进一步放大格局、

扩大视野、拉长焦距，还要埋头拉车，干实事、解难事、谋大事、创新事、长本

事，确保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落地见效、开花结果。 

  长远谋划，服务发展大局。要锚定 2035 年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建成教育

强国的奋斗目标，主动面向全局、应对变局、服务格局，加快谋划开局、优化布

局、实现新局。要瞄准“十四五”建设高质量职业教育体系的工作目标，编制一

个科学有效的发展规划，做到有体系的构建、有质量的公平、有差异的均衡、有

特色的标准、有重点的改革、有竞争的合作，一茬接着一茬干，积小成为大成。 

  改革创新，狠抓工作落实。要加大制度创新提升治理效能，剖析“问题清单”

和“任务清单”，创新制度供给模式，引导激励全社会共同关心支持职业教育。

要建立狠抓落实新机制，制定“责任清单”和“标准清单”，做到指挥到位、责

任到位、督导到位、行动到位、效果到位、研判到位。 

  强化宣传，营造良好环境。要提高政治站位，准确解读和传递国家发展职业

教育的政策导向和重大举措，让广大干部师生视野更宽、使命更强。要开展立体

化宣传，发掘一批技能成才的典型事迹，打造一批职业教育宣传新平台，办好一

批宣传展示品牌活动，在全社会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 



  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开启了我国职业教育事业的新征程。我们坚信，在以习近

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新发展理念科学指引下，通过全党全社会

共同努力，一定能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大有可为”的殷切期盼转化为职

业教育“大有作为”的具体行动，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有力人才和技能支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