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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欧盟职业教育一体化教育政策是指欧盟在促进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方面出台的有关职业教育与

培训的各种条约、指令、决定、建议和意见等。目前,主要包括如下内容:建立欧洲职业资格框架,作为各国职

业资格的转换器;制定欧洲职业教育学分转换体系,方便各国累积和认证学习结果;发行职业教育的“欧洲通

行证”;出台认证非正规和非正式学习的欧洲共同原则,并为所有公民提供终身职业生涯指导。欧盟职业教育

一体化教育政策使其职业教育与培训本身成为一个开放灵活、协调融通的体系,一方面满足了经济一体化的

需要,另一方面也满足了公民多样化的学习与培训需求。它启发我们在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过程中,要

出台有效的职业教育政策,以保障职业教育体系的开放性、融通性、灵活性、持久性、协调性和公益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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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联盟(简称欧盟)是一个极具特色的区域一体化组织和超国家政治经济实体,非常重视职业

教育与培训对促进经济发展、提高就业率的作用。欧盟职业教育政策是指:“欧盟层面所制定的,在各

成员国范围内实施的,有关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各种条约、指令、决定、建议和意见。”[1]本文中的欧盟职

业教育一体化教育政策是指欧盟在促进劳动力自由流动和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方面出台的职业教育政

策,其目的使职业教育与培训本身成为一个开放灵活、协调融通的体系,一方面满足经济一体化的需

要,另一方面也满足公民多样化的学习与培训需求。这是值得我们加以分析和借鉴的做法。

一、欧盟职业教育政策的产生与发展

欧盟职业教育政策从一开始就将促进劳动力在各成员国间自由流动、促进各成员国职业资格

互认作为重要目的。根据欧盟的官方文件,1957年3月共同体的6个创始国外长在罗马签署《建
立欧洲经济共同体条约》(也称《罗马条约》)成为欧盟的起点。在该条约中,6个创始国的代表们同

意在职业教育与培训领域出台一项共同政策,由其理事会制定一些关于共同职业教育政策的基本

原则(generalprinciple)[2]。这些基本原则也就是欧盟职业教育政策的肇始。1963年,欧洲经济共

同体(以下简称欧共体)发布指令要求各成员国实行“共同的职业教育与培训政策”。为达到这一目

标,欧共体首先将学历与资格互认(mutualrecognitionofqualification)作为近期目标。在单一市场

建成之前,共同体就发布了60多份指令,要求对各种行业实施职业资格互认,并先后对各成员国的

批发贸易(1964)、食品制造业(1968)、零售贸易(1968)、保险业(1977)、美发业(1982)等行业实现了

资格互认[3]。此后,在欧洲石油危机引发的经济大萧条导致失业率增加时,1975年欧共体建成“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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洲职业培训发展中心”(CEDEFOP),汇集共同体内外职业教育专家,旨在支持欧洲的职业教育政

策发展且促进其执行,并使用所有成员国的语言,面向各国公民提供共同体范围内的就业信息、教
育与培训项目情况、职业资格认证等服务。类似的政策措施还有1980年建成的教育与培训信息网

“优厄迪斯”(Eurydice),1984年建立的“国民学历认可信息中心”(NARIC)等,目的都是提供欧共

体和欧洲自由贸易联盟范围内各种学历认证的信息服务。1990年,“欧共体课程学分转换体系”
(ECTS)开始实施。欧盟的职业教育与培训不断地向着既定的目标迈进。

除了上述宏观政策,欧共体从1963年开始,先后推出若干个政策项目,来促进未来或在职的劳

动力跨国流动。如1963年就有两个:一个是“青年工人交换项目”(鼓励青年工人在共同体范围内

跨国流动);另一个是“青年职业培训与就业准备项目”(为所有完成义务教育的青年人提供至少一

年的参加职业培训的机会)。1983年开始实施“欧洲技术网项目”(Eurotecnet),旨在开展新技术方

面的职业培训;1987年启动“伊拉斯谟项目”(Erasmus),旨在鼓励大学生进行跨国交流;1988年又

出台“欧洲青年项目”,旨在组织青年进行跨国的文化交流。此外,欧共体还在1989年实施了一项

“灵格尔项目”(Lingua),以促进欧盟范围内教师教育的培养、高中和高等教育及职业培训中的语言

能力的教学;1988年又开始执行一项名为“艾瑞斯项目”(Iris),鼓励对妇女进行培训[4];1990年5
月,共同体又推出“力量项目”(ActionProgrammeForce),强调每一个劳动者在其职业生涯中都应

该接受相应的培训,鼓励针对“持续培训”的投资与项目创新,强调成员国政府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

落实共同体的决议。为了配合落实“知识欧洲”的理念,欧盟还设立了鼓励大学与企业合作进行技

术培训的“欧共体高等教育机构与工业合作规划项目”(COMETT,1990-1994)。1994年又制定了

“莱昂纳多·达芬奇计划”(LeonardodaVinciProgramme),试图通过跨国合作的方式提高职业教

育与培训的质量,促进职业教育与培训的革新。
欧盟职业教育在《欧洲联盟条约》签署后获得了较大的发展。特别是在2000年,欧盟推出了面

向未来10年的“里斯本战略”。这是一个囊括了欧盟经济和社会改革、旨在提高欧洲的竞争力、创
造更多就业机会和加强社会融合的一揽子计划,其目标是使欧盟“成为在经济上可持续发展并拥有

更多更好的就业岗位以及更强的社会凝聚力的、世界上最具竞争力和活力的知识型经济体”。2001
年3月,欧洲理事会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会议上批准了关于《就业和培训体系的未来具体目标》
(ConcreteFutureObjectivesofEducationandTrainingSystems)的报告,报告明确了在“里斯本

战略”下欧盟的三大战略性目标:提高欧盟教育和培训体系的质量和效益;扩大全民接受教育和培

训的机会;在更大范围内向世界开放教育和培训系统[5]。可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实现职业教育

与培训的现代化是重要内容。在欧盟“里斯本战略”所设定的政策框架下,欧盟职业教育与培训领

域最重要的政策是“哥本哈根进程”。“哥本哈根进程”是为实现“里斯本战略”中职业教育与培训相

关目标的系列政策。在“哥本哈根进程”的政策框架下,从2002年至今,欧盟将职业教育与培训作

为优先发展领域,在职业教育领域开展了一系列的改革,促使欧盟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并且推

动欧盟区域经济一体化迅速发展。

二、欧盟职业教育一体化教育政策的主要内容

人员的自由流动是欧洲一体化的主要标志,也是欧盟各项政策领域中的关键议题。随着全球

化、知识经济、欧盟扩大以及欧洲在各个领域一体化逐步深化,欧盟范围内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和劳

动力市场的一体化是每个欧洲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要求,也是欧盟各项政策的重要任务之一。目前,
欧盟27国的总人口数已超过5亿,人员、商品、服务与资本的自由流动对欧盟内部大市场的发展具

有重大意义。欧盟建立统一劳动力市场的目的在于实现劳务和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优化资源配

置,充分发掘经济一体化潜力,提高欧盟的国际竞争力。因此,欧盟内部劳务壁垒的拆除,对欧盟所

有成员国而言,都是一件“利大于弊”的事[6]11。然而,欧盟各国职业资格难以“通行”、学习结果互不

认同等问题,阻碍了劳动力的跨国流动。为了扫除这些障碍,实现人员的自由流动以及欧洲公民意



识的培养和公民身份的构建,欧盟先后开发、测试和实施了一些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工具。
表1 促进职业资格互认和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欧洲共同工具和原则”[7]

欧洲共同工具

欧洲资格框架(EQF)
(欧盟理事会,2008)

实现欧盟成员国职业资格证书的可比性,从而支持终身学习和教育及工
作的流动

欧洲职业教育学分转换体系(ECVET)
(欧盟理事会,2009)

帮助认证、识别和累积在另一个国家或不同环境中获得的与工作相关的
技能和知识,以便这些知识和技能能够成为申请职业资格证书的依据

欧洲 职 业 教 育 与 培 训 质 量 保 障 框 架
(EQAVET)(欧盟理事会,2009)

帮助各成员国提高开发、改进、指导和评价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质量,开发
职业教育的质量管理(qualitymanagement)策略

欧洲通行证(Europass)
(欧盟理事会,2004)

支持工作和地理流动,使用整个欧洲的雇主都懂的标准格式和呈现资格
证书和技能的文件袋。欧洲通行证中的文件包括欧洲通行简历(theEu-
ropassCV)、欧洲流动文件、语言护照、文凭复印件、证书复印件

欧洲共同原则

生涯指导和建议
(欧盟理事会,2004、2008)

加强生涯指导(lifelongguidance)在发展欧洲的教育、培训和就业政策中
的作用。强调4个优先发展领域:职业生涯管理技能、服务获得、指导质
量和政策合作

识别并认证非正规和非正式学习
(欧盟理事会,2004)

制定共同原则,鼓励和引导高质量的、值得信任的策略和制度来识别和
确认非正规和非正式学习

  上述政策工具考虑到了各国教育与培训体系及劳动力市场的的多样性特征,而可比性、透明度

成为这些政策工具的主要特征与目标。由表1可知,欧盟共同的政策工具和原则所包含的内容非

常丰富,涉及到学分互认、质量保障、学习结果认证等。
下面对“欧洲职业资格框架”、“欧洲职业教育学分转换体系”和“欧洲通行证”三个促进职业教

育领域人员流动(包括工作和学习流动)最重要的政策工具进行评析。
(一)建立国别资格的转换器———欧洲职业资格框架

2004年2月26日,欧盟教育部长理事会和欧盟委员会通过了一份中期联合报告,回顾了执行

《教育与培训2010年工作计划》的情况,并确定了未来工作的优先发展领域。报告指出,如果没有

一个欧洲框架作为资格认可的共同参照,那么欧洲劳动力市场不可能有效和平稳地运作[8]。欧洲

公认的资格框架不论是对整个社会还是社会中的每个成员,都意义非比寻常,因为欧洲劳动力市场

上的机会均等和欧洲公民权的发展,取决于公民所持有的文凭和资格证书在欧盟范围内得以认可

的程度[6]31。报告呼吁,应该建立一个泛欧框架,来作为资格证书相互承认的共同参照。接着,在
2004年3月召开的“关于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培训共同主题”的讨论会上,与会人员建议开展欧洲

资格框架(EuropeanQualificationFramework)的开发工作[8]。
欧洲资格框架(EuropeanQualificationFramework,EQF)主要解决的是欧盟各成员国职业资

格难以通行的问题。由于欧盟各成员国的教育结构和体系存在着较大差异,通过课程和培训所获

得的学习成果和能力,便成为描述所获资格的重要参照标准。欧洲资格框架就是以一定的学习成

果(包括知识、技能和能力)为共同的资格参照标准并设置相应的等级[9]。它是一个元框架,即国家

资格框架的“总框架”,其主要功能是作为转换平台,便于对不同国家资格证书的评估与比较。它通

过制定质量保障原则、运用学分转换和累积学习结果等方式建立起国家间、行业部门间资格证书领

域方面的互信与合作,从而提高了资格证书的透明度,加强了对学习结果的转换与认可[6]33。
欧盟职业资格框架坚持学习结果原则。学习结果是对学习过程结束后个体所知道的、能够做

到的和懂得的东西的陈述。为了鼓励途径的多样化、实现更大程度的包容,欧盟鼓励所有类型和层

次的教育与培训都用学习结果作为衡量标准。欧洲资格框架强调学习结果而非学习时限等学习投

入方面的内容,并在此基础上将学习结果分为“知识”、“技能”和“能力”三个维度。其中,“知识”被
定义为各种理论和事实;“技能”是指各种认识能力(包括运用逻辑、知觉和创造性思考的能力)与实

践能力(包括手工技艺以及运用各种方法、材料、工具和器具的能力);而“能力”主要是从职责和自



主性方面来定义[10]。在这个三维框架下,欧盟职业资格框架设置了8个等级。这8个等级是各国

教育与培训系统中资格证书比较的转换器。资格框架通过运用学分转换和累积等方式,建立起国

家间、行业间的资格证书领域方面的互信与合作,简化了不同的国家资格框架和体系之间的关系,
也促进了各国教育系统资格证书之间的比较、迁移和认可。

表2 欧洲资格框架层级描述[10]

知识 技能 能力

1级 掌握普通基本知识 具有从事简单工作所需的基本
技能

需在有组织的条件下以及在他人监督辅导
下开展工作或学习

2级 掌握 某 个 工 作 或 学
习领域的实际知识

具有运用相关信息完成任务以
及运用简单规则和工具解决常
理问题所需的基本认知技能和
实践技能

需在他人监督下且具有一定自主性地开展
工作或学习

3级 掌握 某 个 工 作 或 学
习 领 域 的 事 实、原
则、程序性知识和一
般概念

具有应用基本方法、工具、材料
和信息完成任务和解决问题所
需的一系列认知和实践性能

能够独立完成某个工作或学习任务;能够在
问题解决的特定情境中调整自己的行为

4级 掌握 某 个 工 作 或 学
习领 域 广 泛 的 理 论
与实践知识

具有解决某个工作或学习领域
各种具体问题所需要的一整套
认知与实践技能

能够在常规的工作或学习情境下,根据有关
准则进校自我管理;能够监督他人开展常规
性工作;担负某种工作或学习活动的评价和
改进责任

5级 掌握 某 个 工 作 或 学
习领域的全面的、专
门的、实际的和理论
的知识,对该种知识
的边 界 具 有 明 确 的
认知

具有创造性地解决抽象问题所
需的全面的认知和实践技能

能够在可能发生不可能预知变化的工作或
学习情境下担负管理和指导责任;能够评价
和改造自己及他人的表现

6级 掌握 某 个 工 作 或 学
习领域的高深知识,
具有 对 理 论 和 原 理
的精确理解

具有在特定工作或学习领域解
决复杂和不可预知问题所需的
高级技能、熟练技艺和创新精神

能够管理复杂的技术性或专业性活动,并在
可能发生不可能预知变化的工作或学习情
境下做出决策;能够管理个体和团体的专业
发展

7级 掌握 高 度 的 专 门 化
知识,具有在某个工
作或 学 习 领 域 进 行
原创 性 思 考 和 研 究
的前沿性知识,具有
对本 领 域 及 跨 学 科
知识 问 题 的 明 确 认
识

具有从事旨在探索新知识以及
整合不同领域知识的科研和创
新工作所需的专门的解决问题
的技能

能够管理和驾双驭复杂的、不可能预知的以
及需要采取新战略方法的工作或学习情境;
能够促进专业知识和实践的发展并能够评
价团队的战略绩效

8级 掌握 某 个 工 作 或 学
习领 域 以 及 交 叉 领
域最高深、最前沿的
知识

具有解决重大科研和创新问题,
以及拓展和重释现有知识或进
行专业实践活动所需的最高深
的专门技能和技术

能够从事具有高度权威性、创新性、自主性、
学术性和专业性的活动;能够在某个工作或
学习的前沿领域持续性地探索新观念与新
方法

  欧洲资格框架为各国职业资格的互认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参照框架和转换器,目的是实现以下

三个方面的目标:一是在欧盟内部增加各成员国公民所持有的资格证书的透明性、可比性和可携带

性;二是在欧盟外部推动国际行业组织的资格证书体系与欧洲资格框架之间建立联系,使其资格证

书置于欧盟资格证书体系的相关位置;三是在在欧盟范围内促进终身学习和公民的自由流动等[8]。
欧洲资格框架以能力和学习结果为基础,涵盖的层次包括从初级义务教育到博士学位教育,以

及通过职业教育与培训而获得的各种资格证书,且每个等级的认证在原则上都能够通过多样化的

教育与培训途径来实现,从而满足了不同层次、不同水平人员对资格认证的需求。该资格框架作为



转换器和中立的参照点,为各成员国千差万别的资格框架和体系之间搭建起了转换的平台。
例如,在A国获得的某一资格证书,在其国家资格框架中属于第3级(NQF3),但在欧盟资格

框架中对应的是第5级(EQFlevel5);B国的某一个资格证书,在其国家资格框架中属于第2级,
但在欧盟资格框架中对应的也是第5级,那么,A国的这一资格证书与B国的资格证书就可以互换

或互认。还有一种情况是:A国某一资格证书,等同于欧盟资格框架中的第4级,但是,在B国却没

有与欧盟职业资格第4级相对应的资格证书,那么,A国的该证书持有者在欧盟范围内流动时,所
有成员国都能认可他拥有的欧盟4级资格证书(如图1)。可见,欧盟职业资格框架和各国资格框

架的建立,极大地方便了职业资格在各成员国之间的互信、互认。

图1 欧洲职业资格框架作为各国国家职业资格框架的转换器

资料来源:转引自严璇的《欧盟职业资格证书一体化发展研究》一文(参见2007年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第33页)

欧盟职业资格框架从低到高分为1至8级,欧盟8级水平的欧洲资格框架影响了各国的国家

职业资格框架。在2010年末,有5个国家(法国、爱尔兰、荷兰、马耳他和英国)参考欧洲资格框架

完成了本国的国家资格框架的建设,其余绝大部分国家有望在近年内最终完成。
(二)出台累积和认证学习结果的工具———欧洲职业教育学分转换体系

进入21世纪后,促进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成为欧盟职业教育政策的首要目标。由于各成

员国职业资格体系多样、学分获取的途径各不相同、认证框架形式各异,这就使跨国流动和国际间

学习成果认定面临重重困难。因此,建立共同的规则就变得十分重要和必要。正如欧盟委员会在

报告中所指出的:“目前所需要的是找到一条途径,使人们能够通过在各个不同学习背景和国与国



之间的流动累积他们的学习成果,以追求他们的终身学习道路。”[11]

2002年,欧盟 成 员 国 就 探 索 职 业 教 育 与 培 训 学 分 体 系(TheEuropeancreditsystemfor
VET———ECVET)达成协议。欧盟提出要出台一系列学历资格认证体系的倡议,并在欧盟成员国

中发起了持续的讨论。2006年,欧盟委员会制订了《职业教育学分转换体系的蓝图》方案,并于

2006年和2007年发起了全欧洲范围内的研讨,由各个国家机关、社会合作伙伴、部门机构和其他

机构组织会议对方案内容进行论证。经过反复征求意见,2008年4月,欧盟委员会发布了《欧洲议

会和部长理事会关于推荐建立欧洲职业教育和培训学分体系的建议书》,正式推出欧洲职业教育学

分转换体系(EuropeanCreditSystemforVocationalEducationandTraining,ECVET)[11]。建立

欧洲职业教育与培训学分转换体系(ECVET)的目的是帮助人们开放学习路径,使人们可以在不同

的职业资格培训体系中转换学习结果(包括在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之间的学分累积与互换);使人

们通过职业教育获得的知识和技能可以得到欧盟各国的正式承认,从而提高职业教育学历资格证

书的透明度、可比性和可携带性,支持欧洲公民流动,使他们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在何时接受正规

或非正规职业教育。学分转换体系的推出,标志着欧盟职业教育在促进劳动力市场一体化方面取得

了实质性进步[11]。欧洲职业教育学分转换体系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达到职业教育领域学历资格的统

一,而是为了在此领域实现更好的可比性和相容性[11]。欧洲职业教育学分转化体系的核心原则:一是

用知识、技能和能力等术语来表达学习成果;二是以资格证书为基础的组合;三是承认非正式与非正

规的学习成果;四是应对终身学习的需求,并适用于所有学习情境;五是促进人员的流动[12]。该体系

方便学习者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培训的时间和地点(含国别),最终都可以通过累积学习结果来取得

职业资格。
欧洲职业教育学分转换体系发布之后,各成员国开始积极探索既符合本国国情,又与欧盟对接

的职业教育学分转换体系。大多数国家对照本国的国家资格框架和认证机制,出台了欧洲职业教

育学分转换体系的测试和实施策略。根据欧盟的报告,各国的响应情况如下:奥地利、芬兰和波兰

给予该学分体系高度重视;德国实行的“德国职业教育与培训学分系统”(Decvetinitiative,2008-
2012)旨在使职业教育与培训系统的不同部分之间的移动更容易;芬兰推出的“芬兰职业教育与培

训学分系统”措施(Finecvetinitiative,2005-2011)用欧洲职业教育学分转换体系来增进其初始职

业教育与培训在欧洲范围内的可移动性,从而拓展学生的能力和技能。该体系旨在使国内外获得

的学习成果的认证更容易,特别是在对待国外取得的学习成果上,采取与国内完全等值的方式,换
言之,将在国外完成的一部分培训作为整个培训过程中常规的一部分。然而,也有一些国家,如比

利时(东、西弗兰德省)将学习结果的转换和国家职业资格框架的实施作为开发学分转换体系的条

件;还有一些国家,把欧洲职业教育学分转换体系的复杂性作为不继续执行的理由,如挪威担心欧

洲职业教育学分转换体系和其国内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关联性和兼容性。欧盟认为,欧洲职业教育

学分转换体系的成功取决于各成员国和欧洲层面拿出实际的解决方案来转换并承认学习结果,并
将学分转换体系与认证学习结果和现有的转化策略结合起来。

(三)实行职业教育的欧洲护照———“欧洲通行证”
“欧洲通行证”(Europass)是2004年由欧洲议会与欧盟理事会共同开发出的一套旨在提高职

业资格与能力透明度的工具,可以看成是职业教育的“欧洲护照”。“欧洲通行证”实际上是一个展

示个人资格与能力的文件袋,帮助欧洲公民在留学或求职时有效地展示他们的资格证书和能力,为
欧洲公民在欧洲范围内的学习和工作提供便利。“欧洲通行证”共包括五种文件形式(如下),以此

来帮助个人在欧盟成员国间的流动。
第一种,欧洲通行简历(EuropassCV)
它是一份个人文件,用于展示个人信息,其中包括基本信息、语言能力、工作履历、教育培训经

历以及个人所具有的其他能力等。目前提供25种语言的版本,公民可在网上下载并填写。
第二种,欧洲流动性文件(EuropassMobility)



该文件采用欧盟统一格式,记录持有者在其他国家(通常是欧盟成员国)的学习经历及所获得

的技能。
第三种,语言能力档案(EuropassLanguagePortfolio)
它是欧盟理事会开发的、用来记录持有人的语言学习经历及其语言能力的文件,公民可在网上

下载并填写。
第四种,证书补充文件(EuropassCertificateSupplement)
它是持有者职业教育与培训证书的附录文件,其目的是便于第三方清楚地了解该证书的持有

人已获得的职业资格与能力。
第五种,文凭补充文件(EuropassDiplomaSupplement)
它是持有人高等教育文凭的附录文件,提供持有人所获得的高等教育文凭的信息,如学习期

限、证书及学分等。
欧盟于2002年把上述五类文件整合成了新的统一框架,即“欧洲通行证”,并于2004年正式启

用。欧盟创建了一个专门管理“欧洲通行证”的门户网站,“欧洲通行证”中的简历和语言护照可以

在网上在线完成,并可以随时更新,其他三个文件要由授权的教育和培训机构填写并颁发给个人。
“欧洲通行证”的各个文件行文简洁,使用通用术语,在国际使用时要求有英文版,在内容的表达上,
欧盟提倡不能带有任何价值判断的成分,以防止语言转换中信息的缺失和失实。

“欧洲通行证”增强了资格证书的透明性,极大地方便了欧洲公民在欧盟各成员国间的就业和

学习流动。从2005年2月到2010年9月,已经有2900万人访问了欧盟的“欧洲通行证”门户网

站,约有2500万欧洲人下载了“欧洲通行证”模板(见表3、表4)。2012年12月,“欧洲通行证”在
上述五个文件的基础上又添加“欧洲技能护照”(Europeanskillspassport)作为其第六个文件。“欧
洲通行证”被大量使用,体现了它对整个欧洲的学习者、工人和公民的价值。

表3 “欧洲通行证”的使用情况(2005年2月至2010年9月)

年 门户网址的总访问量 文件下载次数

2005 1210586 518520
2006 2768666 2623052
2007 4158137 3916107
2008 6047691 5625527
2009 7487763 6505213
2010 7335127 5941396
总计 29007969 25129815

表4 欧洲通行简历和语言护照在线完成情况(分年统计)

年 欧洲通行简历 欧洲语言护照 总计

2005 116259 7003 123262
2006 717733 27164 744897
2007 1416889 35607 1452496
2008 2026194 44071 2070265
2009 2691193 51405 2742598
2010 2726134 44404 2770538
总计 9694402 209654 9904056

  资料来源:EuropeanCentrefortheDevelopmentofVocationalTraining(Cedefop).abridgetothefutureEuropeanpolicyforvoca-

tionaleducationandtraining.Luxembourg:PublicationsOfficeoftheEuropeanUnion.

(四)认证非正规和非正式学习结果:认可所有技能与能力

欧盟还出台了认证非正规和非正式学习的欧洲共同原则,即通过制定共同原则,采取有效的、
值得信任的策略和制度来识别和确认非正规和非正式学习。

认证非正规和非正式学习结果,使之合法化,会对个人的学习和就业前景产生非常积极的影

响。它使职业教育机构和体系更加灵活,使人们能够充分展示他们的技能和能力,并在一些行业或



企业变换工作。这种认证还能够帮助有特殊需求的个体(如移民、早期辍学者、重返劳动力市场的

人们)有机会追求更高层次的教育和培训,或者根据他们实际所拥有而未获得证书的技能和能力的

人找到工作。
认证非正规和非正式学习结果,要求各成员国建立认证系统,作为对国家资格体系的补充。目

前,半数左右的欧盟成员国已将对非正规和非正式学习结果的认证作为优先开发领域,同时,学分

转换体系和国家资格框架的实施也推动了这一过程。有几个国家采用了2004年欧盟关于识别和

认证非正规和非正式学习结果的原则(The2004Europeanprinciplesonidentifyingandvalidating
non-formalandinformallearning)以及欧盟的认证指导条例(guidelinesonvalidation),如丹麦、爱
尔兰和葡萄牙将之作为国家开发认证方案的参照点。在过去十年,欧盟终身学习项目(TheEU
lifelonglearningprogramme)的实施,促进了各国开展认证的实验和交流。在法国和葡萄牙,对非

正规和非正式学习结果的认证正在影响其终身学习政策和实践。法国的认证系统建于2002年,它
是国家资格框架的一部分,该资格框架建立的原则是:任何国家资格(包括资格中的一部分)都可以

在正规教育与培训系统之外获得。葡萄牙的认证体系特别关注那些只受过有限的正规教育的成

人,该国从2005年以后,陆续建立了250个认证中心,并成立了全国性的联盟。对于这样一个人们

常常较早离开教育与培训系统的国家,该学分认证体系联盟改变了人们的观念。需要说明的是,由
于欧洲资格框架主导下各国的国家资格框架采用的是基于学习结果的资格层级,这使得学习结果

的认证自然地成为教育与培训系统中的有机组成部分,也将使质量保障体系的引进更为容易,从而

加强了认证的可信度。
(五)为所有公民提供终身职业指导服务———生涯指导

生涯指导(lifelongguidance)旨在帮助人们发现自身的潜力,把握自身学习和职业生涯中的机

会并应对挑战。生涯指导对职业发展(careerprogression)、技能开发和就业前景都极为重要。不

断变化中的劳动力市场状况要求人们持续地发展自身的职业管理技能,明确自身现有的技能和学

习目标,从而规划工作前景。这就要求为人们提供便利的生涯指导服务,为不同背景中的不同群体

的终身职业生涯提供指导服务,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求。
鉴于此,欧盟分别在2004年和2008年签署了两项关于生涯指导的决议(resolutions),要求所

有成员国开发出相应的策略来加强生涯指导与咨询。一些国家,如奥地利、捷克共和国、丹麦、德
国、希腊、爱沙尼亚、匈牙利、冰岛、拉脱维亚、立陶宛、卢森堡、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已经建立了全

国终身生涯指导政策联盟(nationallifelongguidancepolicyforums),其成员包括教育与就业部门、
社会合作伙伴、指导咨询师协会以及咨询师的培训机构。该联盟进一步完善了政策制定过程和决

策过程,形成了一个跨部门的协作机制。还有一些国家也通过消除行政的、财政的、机构的、司法的

和行业的壁垒,加强国内各部门在生涯指导方面的合作。通过这种方式,这些国家努力创建一种集

体责任感的新风尚,树立共同的目标,因此,联合起来行动是必须的。还有一些国家也开发了成本

较低的在线指导服务来满足人们的需求,不过,同样重要的是还要确保那些需要个人化咨询,或者

不能获得网络服务的人们得到他们所需要的帮助。
上述欧洲资格框架(EQF)、欧洲通行证(Europass)、欧洲职业教育学分转换体系(ECVET)、认

证非正规和非正式学习的欧洲共同原则、生涯指导等,是推动欧盟职业教育一体化的“关键工具”
(KeyTools),有利于增加职业教育的透明度,提高对知识、技能和能力的认可度以及职业教育体系

的质量,加速实现欧洲职业教育一体化和欧洲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发展态势。同时,为了推广使用这

些工具,欧盟还积极创造环境,如搭建欧洲网络平台、创建国家咨询体系、实施试点项目、提供经验

交流平台等[13]。

三、欧盟职业教育一体化教育政策发展的启示

综上所述,欧盟职业教育一体化教育政策不仅保障了欧洲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促进了欧盟



经济的一体化,更重要的是使其职业教育与培训本身成为一个开放灵活、协调融通的体系,满足了

公民灵活多样的学习、流动与培训需求。这对我国当前正在着力构建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具有启

发意义。《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明确提出:到2020年,形成适应经

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促进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现

代职业教育体系,满足人民群众接受职业教育的需求,满足经济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

的需要。这是引领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指导思想和目标。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开放性、融通

性、终身性、协调性、公益性、可持续性等,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基本特征[14]。众所周知,建立现

代职业教育体系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它需要以长期深入的研究和实践作支撑,既要把握国际职业教

育发展的大趋势,又要针对我国职业教育体系的现状开展扎实的研究和试点,挖掘我国职业教育发

展中积累的有益经验,找出存在的突出问题,寻求解决策略。虽然欧盟是一个超国家政治经济实

体,其社会政治经济背景与我国差异甚大,但欧盟的上述职业教育政策,特别是欧盟在建立开放灵

活、协调融通的职业教育体系方面的政策和措施,无疑可以为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提供有

益的启示。
首先,职业教育政策要保障职业教育的开放性与融通性。这种开放性与融通性不仅体现在整

个社会的职业教育资源向全体公民开放,还体现在不同形式的职业教育与培训相互衔接与沟通。
欧盟通过统一资格框架、学分转换体系、“欧洲通行证”等政策的实施,促使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资源

在最大范围内被充分利用,各种学习与培训的结果也在最大程度上被认证和使用,职业教育与培训

呈现出开放性与融通性。相比较而言,目前我国职业教育体系开放程度还不够,以职业学校为主的

学制体系仍然相对封闭,行业、企业对职业教育的参与不多;而且,职业教育体系内部的衔接还不通

畅、与普通教育沟通乏力,中等职业学校招生以初中毕业生为主,高等职业学校招生以高中毕业生

为主,中职与高职、高职与本科院校之间上升通道受限。近些年来统计显示,中职学生通过高考进

入高职的比例长期保持在5%左右,中职直接升入高职的比例也很低[22]。因此,强化中高职的沟通

与衔接、加强企业对职业教育与培训的参与、消除职业学校体系的壁垒,是当前我们要着力解决的

问题。
其次,职业教育政策要保障职业教育的终身性与可持续性。职业教育是终身教育的一个重要

环节,是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的重要举措,有助于社会的全面协调发展和人的终

身发展。欧盟通过有效的政策措施,不但使得各成员国公民的知识和技能水平在最大范围内得到

认可,而且,使公民在不同年龄段甚至不同国家获得的资格和水平也能够得到累积和认可,实现了

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的对接、短期培训与终身发展的协调,方便人们在工作与学习之间、不同行业

之间、不同国别之间自由流动,较好地体现了职业教育的终身性和促进公民全面发展的目的。这就

方便所有社会成员找到适合自己学习和发展的空间,找到适合自己成才的道路,满足所有人不同的

教育与培训需求。实现职业教育的终身性和可持续性,这正是我国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目的

所在,也是我国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方向。而在具体的政策措施上,欧盟的学分转换体系、“欧洲

通行证”等政策工具,可以给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
最后,职业教育政策要保障职业教育的协调性和公益性。职业教育要适应经济发展方式的转

变和产业结构调整的要求,要与现代产业发展需求相协调,满足经济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

人才的需要,满足社会成员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欧盟一体化职业教育政策正是为了满足欧盟区域

经济一体化的需要、促进欧洲统一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并进而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目的而出台的,其
开放性、灵活性也正好与各成员国千差万别的社会经济和职业教育发展状况相适应。而且,欧盟为

社会成员提供终身职业指导和服务,出台专门的职业指导政策,尽可能为公民的学习与培训提供便

利。这启示我们,职业教育不仅要及时回应经济发展的需求,还要满足社会成员的发展需求,体现

出公益性和服务性的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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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policiesofintegratedvocationaleducationinEUrefertothevarioustreaties,orders,
decisionsandsuggestionsconcerningvocationaleducationandtrainingtopromotedintegrationofla-
bourmarketamongmemberstates.Inrecentyears,theintegrationpoliciesinclude:constructionof
EuropeanVocationalQualificationFramework,establishmentofthecredittransfersystemforvoca-
tionaleducation,issuingEuropeanPassofvocationaleducationandmakingthecommonEuropean
principlesforaccreditinginformalvocationallearning.TheintegrationpolicieshaveturnedEuropean
vocationaleducationandtraininganopen,flexible,balancedandaccommodatingsystem.Thishas
metboththedemandofeconomicintegrationandthedemandofdiversifiedlearningandtrainingby
theEuropeancitizens.Itinspiresusinourestablishmentofmodernvocationaleducationsystemto
makeeffectiveandvalidpoliciessoastoensureanopen,accommodating,flexible,life-long,balanced
andnon-profitvocationaleducation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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