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2022年中国职业教育产业

发展现状及市场监测报告



一、调研说明

　　《2016-2022年中国职业教育产业发展现状及市场监测报告》是艾凯咨询集团经过数月的

周密调研，结合国家统计局，行业协会，工商，税务海关等相关数据，由行业内知名专家撰

写而成。报告意于成为从事本行业人士经营及投资提供参考的重要依据。

　　报告主要可分为四大部分，首先，报告对本行业的特征及国内外市场环境进行描述；其

次，是本行业的上下游产业链，市场供需状况及竞争格局从宏观到细致的详尽剖析，接着报

告中列出数家该行业的重点企业，分析相关经营数据；最后，对该行业未来的发展前景，投

资风险给出指导建议。相信该份报告对您把握市场脉搏，知悉竞争对手，进行战略投资具有

重要帮助。

官方网址：   https://www.icandata.com/view/274824.html

报告价格：   纸介版9000元    电子版9000元    纸介版+电子版9200元

订购电话：   400-700-0142  010-80392465

电子邮箱：   sales@icandata.com

联  系  人 ：   刘老师

特别说明：本PDF目录为计算机程序生成，格式美观性可能有欠缺；实际报告排版规则、美观。

https://www.icandata.com/view/274824.html


二、摘要、目录、图表

    职业教育是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个人就业的要求，对受过一定教育的人进行职业

素养特别是职业能力的培养和训练，为其提供从事某种职业必需实践经验，并能迅速适应职

业岗位需要的一种教育。

    职业教育（vocational education）是指让受教育者获得某种职业或生产劳动所需要的职业知

识、技能和职业道德的教育。如对职工的就业前培训、对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培训等各种职业

培训以及各种职业高中、中专、技校等职业学校教育等都属于职业教育。职业教育的目的是

培养应用人才和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技能的劳动者，与普通教育和成人教育相比较

，职业教育侧重于实践技能和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

    职业教育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产物，也可以说是人自身发展的产物。而

且是发展到某个特殊时期的产物。职业教育受益于社会，社会也可受益于职业教育，促进社

会发展是职业教育的应有之义和神圣职责。

    职业教育的目的是满足个人的就业需求和工作岗位的客观需要，进而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

展，加快国家产业结构的调整与转型。

自"十一五"规划纲要实施以来，在中央和各地的关注推动下，我国职业教育体系不断完善，

办学模式不断创新。招生规模和毕业生就业率再上新台阶，驶上了发展"快车道"。

    据统计，2005年全国仅有中等职业学校11611所，当年招生537.29万人，在校学生1324.74万人

。经过3年发展，2008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共有14767所，招生规模达810万人，在校生达2056

万人。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招生规模已大体相当。

"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的模式，成了我国职业学校，尤其是中职学校毕业生高就

业率的秘诀。

    教育部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自2005年起，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平均就业率连续5年保

持在95%以上。2008年及2009年，尽管国际金融风暴使许多人就业困难，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毕

业生的平均就业率仍没有回落，分别高达95.77%和 95.99%。

    2012年6月1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2-2015年）》，2012~2015

年期间我国将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保持中等职业教育和普通高中招生规模大体相当。扶持建

设紧贴产业需求、校企深度融合的专业，建设既有基础理论知识和教学能力，又有实践经验

和技能的师资队伍。逐步实行免费中等职业教育。

    中国正在举办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2008年职业院校的招生规模总数已经达到1100万

人，在校学生总数已超过3000万人。中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分别占据了高中阶段和高

等教育的一半。



    发展趋势:

    1 职业教育是发展地区经济和文化的生力军

职业教育量大面广，遍布于各国大中小城镇。例如澳大利亚全国共有二百几十所TAFE学院，

其中一百所位于主要大城市，另一百几十所分布于各中小城镇。又如日本的专门学校共计三

千余所，全国各地都有这类学校。学生通常就近升学，就近就业。例如日本专门学校的专业

遍及工业、农业、医疗、卫生、教育、社会福利、商业、服饰、家政、文化、修养等。又如

澳大利亚最受欢迎的专业是管理、商业、工程、社会和文化。

    这些专业一般都是根据本地区社会实际需要而设立，目标明确，专业对口，量体裁衣，学

以致用。毕业生很受社会欢迎。例如美国社区学院的毕业生就受到95%企、事业单位的欢迎

。所以，大量发展短年制的职业教育对普遍提高国民的科学文化素质作用显著。职业教育对

发展本地区特色的经济和文化至关重要。职业教育的遍地开花，有利于各地普遍的繁荣富裕

，安居乐业。职业教育的毕业生已经是、将来也将是本地区经济和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留

得住，又发挥得出。

    2 职业教育对于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起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高等教育学生总数中职业教育学生数量所占百分比很大。澳大利亚2002年一年内授予的高

等职业教育学历约20万。全美国社区学院约1200所，其中公立的约1000所。社区学院学生总数

约1160万人。社区学院年授予准学士学位约49万，授予二年制证书约24万。日本专门学校

共3000所（大学700所），在校生70万人，约为大学在校生的28%。

    职业教育使高等教育对最大多数的普通百姓来说成为可能。它的入学门槛低。美国加利福

尼亚州社区学院在校生占总人口的10%，伊利诺斯州占7%。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包括美国在内

的各战胜国的复员军人中有大量进入职业教育寻求新的生活门路。

职业教育把教育送到家门口，有许多不愿远离家乡到大城市去念大学的学生感到职业教育正

中下怀。职业教育比较适合边工作边学习，迎合了普通百姓的需要。澳大利亚职业教育中

有64.4%的学生选择业余学习方式。美国社区学院学生平均年龄29岁，有63%的学生是业余学

习的。

    职业教育大众化就是使适龄青年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达到和超过15%。高等教育只有在考虑

到传统的精英教育的同时，也考虑到最大多数普通百姓的教育需求，能够吸引他们进入高等

学校，才能真正走向大众化。职业教育正是满足了这样的需求。它是国家高等教育中不可或

缺的重要部分，是促使高等教育加速进入大众化的重要因素。

    3 职业教育正经历从工业社会到信息与服务社会的深刻转变

    社会在变革，社会对职业教育的需求也在不断变化。一些传统的工作和工作岗位逐渐消亡

。另一些新技术和新工种雨后春笋般的出现，例如计算机网络、信息技术、无线通讯、多媒



体、图形设计等。即使是一些貌似传统的工作岗位，也要求工作人员掌握计算机技术和分析

技能。

    在这样的形势下，职业教育一方面要对已有的劳动力加强继续教育，使他们能够适应社会

的进步和工作性质的变化；另一方面要改革教育，以培养新一代的劳动力。

    现代职业教育在改革中十分重视通识教育。这里说的通识教育包括文学和人文科学，数学

和自然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等三个方面。职业教育一方面为学生打下比以往更宽的通识教育

基础。另一方面，在培养专业技能方面也放宽了口径，既要使学生掌握适应当今社会的专门

职业技能，又要使学生具有终身学习能力，在出了校门以后，能够持续提高职业技能，能够

灵活地自我调整，更能够独立思维。这样就能够以比较宽的路子应对一个开放的社会、一个

比以往变化得快得多的人才市场。

    4 职业教育的学历（学位）正逐步规范化

    有些国家的职业教育的学历（学位）和学制由于历史的原因比较杂而乱，发展到今日的地

步，就有必要加以整顿和规范化。例如英国已有的职业教育学历就涵盖了遍及各行各业，包

括了由低到高各种职业层次的教育，由各种授证机构颁发各种证书、文凭和国家高级文凭等

。比较有名的有商业与技术教育委员会（Business and Technology Education Council, 即BTEC） 

颁发的国家高级文凭（Higher National Diploma），还有剑桥国际考试委员会(Cambridge

International Examination, 即CIE) 颁发的剑桥大学职业/专业资格证书等。

    为了整顿职业教育的学历，QCA (Qualifications and Curriculum Authority, England), ACCAC

(Qualifications, Curriculum and Assessment Authority for Wales), CCEA(Council for the Curriculum,

Examination and Assessment, Northern Ireland)等三个管理学术资格的法定机构为职业教育制订

了新版的国家职业教育学术资格框架，简称NQF。NQF将职业教育划分为初级、1到8级等9个

层次。然后把现行的各式各样的职业教育学历分别纳入这9个层次中的适当层次去。这个职业

教育资格框架又和高等教育资格框架（FHEQ）中的适当层次有互通关系。后者共分为5级

。NQF 中的4、5、6、7、8级分别与FHEQ中的C、I、H、M、D级处于同一层次。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

据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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