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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中职教育规模影响因素
实证分析与对策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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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济水平、学龄人口是影响中职教育规模的重要因素,利用多元回归模型,定量研究经济水平、

学龄人口与中职教育规模的量化关系,科学预测重庆中职教育未来发展规模。在重庆中职教育规模趋于稳

定、质量成为关键的形势下,应及时实施“适度规模化战略”,正确处理规模扩张与内涵发展的矛盾,将重心转移

到科学规划、合理布局、调整结构、提高质量的内涵发展道路上来,以促进重庆中职教育的城乡统筹发展。

关键词:中职教育;经济水平;学龄人口;预测模式;城乡统筹发展

中图分类号:G7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4)05-0073-08

在当前统筹城乡改革发展的背景下,重庆中职教育面临规模扩张与内涵发展的矛盾,如何在对

经济水平、学龄人口等因素进行定性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多元回归分析等统计工具,分析经济水平、
人口因素与中职教育规模的量化关系,尝试建立一个科学的中职教育预测模型,制定一套适度规模

化的发展战略与政策,这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性工作。未来重庆中职教育可以根据预测模型,进
行整体战略规划和设计,保持发展方向、规模、质量、速度的协调一致,将发展的重点转移到科学规

划、合理布局、调整结构和提高质量的内涵式发展道路上来,进而促进重庆中职教育的城乡统筹

发展。

一、中职教育规模影响因素的界定

中职教育规模是指职业教育机构及其所拥有的人、财、物数量的总和,主要包括职业院校数、在
校学生规模、教职工规模、学校运转经费以及仪器设备、基础设施和实习实训基地等。其中,在校学

生规模是衡量中职教育规模的一个最主要的绝对指标,能较好地反映职业学校按一定生师比配备

的教师规模和所需的固定资产规模。[1]影响中职教育规模的因素很多,如:经济水平、学龄人口、教
育需求和教育经费投入等,本文重点考察经济水平和学龄人口两个因素。

(一)经济水平

经济水平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基础,决定着职业教育发展的规模和速度,经济产业结构决定着职

业教育的结构和人才培养的类型。经济越发展、社会生产越发达,生产技术越先进,对职业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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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就越大,经济水平与职业教育规模的关系就越密切。经济水平与职业教育规模之间存在的这

种密切的关系,主要反映在劳动力市场需求这一关键要素上。“劳动力市场人才需求状况是反映经

济发展水平和速度的重要指标,是经济结构、技术结构、产业结构与资本劳动要素的比值。通常而

言,劳动力市场需求与经济发展规模、经济增长速度呈正比关系”。[2]因此,当经济发展规模不断增

长、经济发展速度加快时,劳动力市场对中职教育培养的人才的需求量就增大,中职教育规模应适

当增大;而当经济衰退或经济发展速度放慢时,劳动力市场对人才的需求量就减少,中职教育规模

应适当减小。
(二)学龄人口

学龄人口是职业教育规模发展的基础和来源,充足的学龄人口有利于职业教育学生规模的扩

张,职业教育规模发展,能够为经济增长提供强大的人才支撑,进而通过经济增长促进职业教育自

身的发展。人口与职业教育规模的互动关系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各年龄段人口的静态分布,影
响职业教育规模的现实发展;各年龄段人口的动态分布,是制定职业教育规模发展计划时必须考虑

的要素;各地区人口素质、人口构成现状、未来发展态势,影响该地区职业教育的规模;国家户籍制

度、就业制度、人口流动趋势,影响职业教育的总规模发展”。[3]一般而言,学龄人口规模越大,受教

育的人口也就越多,接受职业教育的学生也就越多。从全国来看,目前我国人口发展进入“低出生、
低死亡、低增长”新发展阶段,并且学龄人口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这必然会对职业教育发展规模产

生直接影响。因此,随着学龄人口的下降,中职规模应适当减小,但随着学龄人口的增加,中职规模

应适当增加。

二、中职教育规模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

要合理预测中职教育未来在校学生规模,关键在于收集准确的数据,选择合理的模型,从而进

行科学的数据分析。但影响中职教育发展的因素众多且相互间关系复杂,很难用一个显式模型进

行描述。通常的数据模型有多元回归模型、趋势模型、逻辑增长曲线模型等,不同的模型适宜分析

不同的变量。根据数据的实际情况以及研究需要,我们尝试运用多元回归模型来探索不同变量对

中职教育规模的综合影响。
前面已经谈到,在一定条件下和一定范围内,中职教育规模与经济水平存在成正比的关系,经

济水平增速越快、总值越大,对中职教育培养人才的需求就越大,客观要求中职教育规模扩张。中

职教育规模与学龄人口也存在成正比的关系,学龄人口增加,中职教育规模增加,学龄人口减少,中
职教育规模减少。这只是一种理论上的定性研究,下面,我们试图用多元回归的方法进行定量研

究。考虑到数据收集的难度,我们选择重庆年鉴公布的相关数据。其中,重庆中职在校生人数是中

职教育规模的观测变量;重庆GDP是经济水平的观测变量;重庆常住人口数是学龄人口的观测变

量。(见表1)。
表1 重庆市2004-2011年GDP、常住人口和中职在校生人数数据

年份 GDP(万元) 常住人口 中职在校生

2004 3034.58 2793.32 32.18
2005 3467.72 2798 36.87
2006 3907.23 2808 44.09
2007 4676.13 2816 49.41
2008 5793.66 2839 54.53
2009 6530.01 2859 55.05
2010 7925.58 2884.62 51.53
2011 10011.13 2919 50.01



(一)中职教育规模与经济水平的关系

首先对中职教育规模和经济水平二者进行回归分析,并对二者的相关性进行曲线评估。结果

见图1和表2。

图1 GDP与中职在校生人数的曲线评估图

表2 经济水平与中职教育规模参数估计值

因变量:中职教育规模

方程
模型汇总

R方 F df1 df2 Sig.

参数估计值

  常数   b1   b2 b3
线性 0.459 5.094 1 6 0.065 33.390 0.002
对数 0.623 9.935 1 6 0.020 -88.772 15.817
倒数 0.768 19.847 1 6 0.004 65.180 -90102.614
二次 0.924 30.509 2 5 0.002 -6.794 0.017 -1.140E-6
三次 0.992 173.294 3 4 0.000 -63.855 0.048 -6.357E-6 2.671E-10

  自变量:经济水平

从表格中得到,三次方程的R2最大,二次方程次之。根据表中数据,可以得到经济水平与中职

教育规模的关系模型,结果如下:

y=2.671*10-10*x3-6.357*106*x2+0.048*x-63.855
  从回归模型分析可以进一步推知,中职教育规模与经济水平并不是单纯的单调递增或者单调

递减的关系,而是随着经济水平的增加,中职教育规模开始有起伏变化,但当经济水平增加到一定

值时,中职学生人数有成规律的缓慢增加趋势,这说明经济发展的好坏,势必会影响中职教育规模。
(二)中职学校规模与学龄人口的关系

同样,先对中职教育规模和学龄人口进行回归分析,并对二者的相关性进行曲线评估,结果见

图2和表3。

图2 重庆市常住人口数与中职在校生人数的散点曲线估计模型



表3 常住人口数与中职教育规模参数估计值

模型汇总和参数估计值

因变量:中职教育规模

方程
模型汇总

R方 F df1 df2 Sig.

参数估计值

 常数     b1   b2 b3
线性 0.438 4.682 1 6 0.074 -302.219 0.123
对数 0.444 4.789 1 6 0.071 -2758.109 352.749
倒数 0.449 4.898 1 6 0.069 403.314 -1012402.281
二次 0.438 4.682 1 6 0.074 -302.219 0.123 0.000
三次 0.896 21.519 2 5 0.003 -19630.039 10.287 0.000 -4.162E-7

  自变量:学龄人口

从表3中得到,三次方程的R2 最大,二次方程次之。根据表中数据可以得到学龄人口与中职

人数的关系模型,结果如下:

y=10.287*x3-4.162*e-7*x-19630.039
  从回归模型可以进一步推知,中职教育规模与常住人口数也不是单纯的单调递增或者单调递

减的关系,随着学龄人口数的增加,中职人数开始有起伏变化,但当学龄人口增加到一定值时,中职

人数有成规律缓慢增加趋势,这说明学龄人口的增加,势必会影响中职教育规模。
(三)中职教育规模与经济水平和学龄人口数的综合关系

前面分别分析了中职教育规模与经济水平、中职教育规模与学龄人口的关系,但是影响中职教

育规模的不单纯是经济水平的变化,也不是学龄人口的变化,而是多个变量共同作用的结果,那么,
下面我们就对这些变量一起分析,应用多元回归研究方法,找出经济水平、学龄人口变化与中职教

育规模变化之间的关系。“多元回归分析法是对受多因素影响的某一事物的发展所采用的分析和

判断其未来趋势的一种研究方法。采用多元回归分析对于受多种因素影响的某一事物的未来发展

做出分析、判断、评价和预测,具有较为准确而科学的效用”。[4]36

1.多元回归分析法的基本方程

Yt=a+b1X1+b2X2+…+bmXm,式中:Yt 为因变量,即Y 的估计值,t为预测时间周期,X1、

X2、…、Xm 为自变量,a、b1、b2、…、bm 为回归系数。由于我国中职教育规模与经济水平、学龄人口

的相关性非常显著,因此选择二元回归法较为适合此问题的研究。
二元回归方程为:Y=a+b1X1+b2X2,式中:Y代表因变量;X1、X2代表自变量;a、b1、b2为回

归系数。
根据观察资料,Y 为因变量,X1、X2 为两个自变量,自变量与因变量为线性关系,则预测值Yt

=a+b1X1+b2X2;求解二元回归方程,建立预测模型。
首先求解方程的a、b1、b2 之值,即运用最小二乘法求b1、b2、a的公式为

S11b1+S12b2=S1Y, (1)

S21b1+S22b2=S2Y, (2)

a=Y-b1X1-b2X2 (3)

式中:S11=∑x1x1,S22=∑x2x2,S12=S21=∑x1x2,S1Y=∑x1y,S2Y=∑x2y,X1=Xi1

–X1,x2=Xi2 –X2,y=Yai-Y 。
然后对模型进行检验:(1)方差分析;(2)标准差分析;(3)相关分析;(4)显著性检验。最后确定

置信区间。[4]37

2.多元回归方程结果分析

将中职教育规模视作因变量Y,经济水平视作自变量X1,学龄人口视作自变量X2,然后运用

多元统计分析,找出Y 与X1 和X2 的关系。



但是由上面的单变量回归分析发现,中职教育规模与经济水平和学龄人口的关系并不是直接

的线性关系,因此不能直接应用原始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但为探讨经济水平和学龄人口二者对

中职教育规模的影响,我们可以对该模型进行适当的线性转换,然后就可以应用多元回归的模型来

探讨该问题。具体说明如下:
由以上的分析发现,单独的经济水平(X1)和单独的学龄人口(X2)与中职教育规模(Y)的预测

模型均为三次方模型,即

Y=a1+a2X3
1+a3X2

1+a4X1

Y=b1+b2X3
2+b3X2

2+b4X2

而在本研究中,要探讨经济水平(X1)和学龄人口(X2)两个变量同时对中职教育规模(Y)的影响的

模型为

Y=c1+c2X3
1+c3X2

1+c4X1+c5X3
2+c6X2

2+c7X2

令X1=lnx1,X2=lnx2,
则上述回归方程可转换为

Y=c1+(3c2+2c3+c4)lnx1+(3c5+2c6+c7)lnx2

  也即

y=α+β1x1+β2x2

  根据y=α+β1x1+β2x2,应用SPSS 统计分析所得结果如下:R2=0.937,对方程的方差分析

也非常显著,F=53.053,p=0.000
表4 SPSS统计分析系数表

   系数a

模型
非标准化系数

B 标准 误差

标准系数
试用版

t Sig.
B的95.0%置信区间

下限 上限

(常量) 12235.885 2029.386 6.029 0.002 7019.181 17452.588
经济水平 75.695 10.045 3.784 7.536 0.001 49.874 101.515
学龄人口 -1614.522 265.844 -3.049 -6.073 0.002 -2297.897 -931.147

   a.因变量:中职在校生

根据该表,我们可得方程,

y=12235.885+75.695*x1-1614.522*x2

  代入转换前方程,可得最终回归方程

Y=12235.885+75.695*lnX1-1614.522*lnX2

  中职教育规模=12235.885+75.695*ln(经济水平)-1614.522*ln(学龄人口)
表5 残差统计表

      残差统计量a

极小值 极大值 均值 标准 偏差 N

预测值 31.5808 54.3426 46.7087 8.15053 8
标准 预测值 -1.856 0.937 0.000 1.000 8
预测值的标准误差 0.905 1.741 1.248 0.313 8
调整的预测值 30.5557 54.2365 46.9508 8.58552 8
残差 -2.10756 2.98498 0.00000 1.76930 8
标准 残差 -1.007 1.426 0.000 0.845 8

     a.因变量:中职在校生

又从残差统计量(见表5)中观察到调整后的预测值的最大值为54.3426万人、最小值为

31.5808万人、均值为46.7087万人,结果发现,随着经济水平和常住人口的增加,职业教育人数并没

有呈迅猛增加的趋势,而是呈现减速放缓、相对稳定的趋势,估计未来重庆中职教育在校生人数在



46万左右。其中的原因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是未来几年重庆的经济水平虽然仍能保持平均10%左右的增速,但常住人口增速明显放

缓,近年来重庆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下降到3‰,且老龄人口急剧增加,而学龄人口却呈下降趋势,据
专家推测,“2010-2020年重庆市初中学龄人口规模逐年下降,整体分析,2003-2020年,初中学生

进入推出比为67.6%,下降32.4%”[5]。由此可见,虽然经济发展,但由于学龄人口的下降,会导致

中职教育规模呈增速放缓、趋于稳定的态势。
二是城乡职业教育发展不平衡。近年来,随着城乡统筹和城镇化的发展,大量的农村人口转化

为市民,理论上为城市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需求,但现实当中城市职业教育又不能为转移

人口提供大量的个性化的教育培训服务,客观上造成了生源的流失。另一方面,由于我国长期以来

忽视农村职业教育的发展,导致农村职业教育生源的极度萎缩。“制约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主要障

碍是农村职业教育需求不足,农村职业教育需求不足的直接表现就是农村职业中学生源不足,规模

萎缩,质量下降”。[6]

三是规模增加的政策效应正在逐步失效。前几年,我国中职教育规模人数的大幅增加,并不是

经济发展水平对中职教育规模内在的完全驱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和地方政府积极扩大中职教育

规模的政策所致。在国家和地方政策的强力驱动下,激励和保障职业教育的生源,限制普通教育的

招生数量,降低职业学校招生的录取标准,实行职业教育免费政策,扩大职业教育的入口等刺激措

施,极大地促进了中职教育规模的扩张。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激励性总有一定的限度,不可

能无限制的产生作用。未来激励政策的效应可能逐步减弱,导致中职教育规模的增速减缓且趋于

稳定。另外,从长远看来,这种政策性激励具有不确定性的风险,虽然勉强保证了职业教育的规模

数量,但这种运动式政策激励如果不追加经费投入、提高教学质量和就业质量、增强职业教育内在

吸引力,一旦政策松动,职业教育的规模就可能出现明显萎缩。

三、实施“适度规模化发展战略”的对策探索

从上述中职教育规模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可以看出,重庆的中职教育规模已实现了跨越式发

展,随着学龄人口的下降,数量的规模扩张已基本到位并转化为次要矛盾,提高质量将成为中职教

育发展的主要矛盾,今后将转向以提升质量为主的内涵式发展轨道。因此,未来5-10年,重庆的

中职教育应实施“适度规模化战略”,保持发展方向、规模、质量、速度的协调一致,将发展的重点转

移到科学规划、合理布局、调整结构、提高质量的内涵式发展道路上来,并据此进行整体战略规划与

设计。
(一)科学规划———建立中职教育规模预测与监控系统

任何事物的发展都需要经历一个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的艰苦过程。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必
须要科学规划,准确预测,使中职教育能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及时把握劳动力市场人才

需求的趋势。就重庆实际情况来说,要制定重庆中职教育发展规划,根据学龄人口规模的变化规

律,进行教育规模与结构调整,要根据学龄人口的减少情况及时调整稳定中职招生计划,通过政策

引导和免费措施,保证中职学校生源,普职比维持在大体相当的水平,避免出现在人口减少的情况

下普职比的严重失衡。各中职学校要根据社会的需求、学校的培养能力、承载能力、师资力量,测算

本校本年招生结构和人数,招生计划一旦确定,各职业院校的招生都不能随意扩招。
要做到科学规划,前提必须建立一套中职教育规模的预测与监控系统。国外发达国家和地区

都建立了一套完善、科学的教育发展动态预测监控系统,包括对未来短缺职位的预测、对不同学历

层次人才需求的预测。如:我国香港地区就由教育统筹局和职业训练局委托科研机构开发一套预

测监控系统负责教育发展日常性预测监控。因此,我们建议重庆建立一套由教育、人事、经贸、科研

等相关部门参与的中职教育规模预测监控系统,主要负责重庆及周边区域内中职教育人才培养与



劳动力市场人才需求的预测监控,同时负责将区域的信息及时向国家高层监控管理机构传递,并在

传递和接收高层最新信息的同时,根据实时监测数据,提炼出劳动力市场高技能型人才供需数量、
质量及结构等信息,以便为中职学校的专业调整等提供准确、可靠的参考依据。同时也要将监测结

果及时向政府有关部门反馈并向社会公布,充分发挥监测和预警的功能。
(二)合理布局———构建“一覆盖两倾斜三加强”的区域专业布局

美、德等发达国家职业教育发展的一条成功经验就是形成具有鲜明特色、适应市场需求的人才

培养模式,也只有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特色,才能赢得更大更快发展。因此,重庆中职教育必须准确

定位,形成自己的办学特色,避免专业趋同化,要根据重庆“一圈两翼”的产业结构布局调整专业布

局,进一步坚持以市场为导向,主动围绕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产业结构升级,以及特殊行业的实际发

展需要,建立中职教育专业布局调整机制,及时调整、优化专业结构,构建“一覆盖两倾斜三加强”的
区域专业布局。

“一覆盖”:主城“一圈”地区的职业教育专业要覆盖“全市支柱行业”,重点发展“信息技术类”、
“能源与新能源类”、“石油化工类”、“交通运输类”、“土木水利类”等专业。“两倾斜”:“两翼”农村职

业教育主要倾斜“三农优势产业”,倾斜“区域特色产业”,重点发展“农林牧渔”、“轻纺食品类”、“旅
游服务类”、“医药卫生类”等专业。“三加强”:加强示范专业、重点专业和特色专业的建设,根据本

区域产业结构布局和优势特色产业,全市着力打造在全国范围具有较大影响和辐射力的示范专业、
重点专业和特色专业,充分展示自身办学特色和水平。

(三)调整结构———建立城乡职业教育统筹发展的资源平台

当前重庆的中等职业教育结构由于缺乏统筹规划、合理配置,存在城乡发展不平衡和结构性失

衡的矛盾,造成部分农村中职学校办学资源紧缺、师资水平不高、实训实验条件简陋、办学规模小、
招生难、效益差,严重阻碍了重庆中职教育的均衡协调发展。因此,我们必须根据各个区域在经济、
人口等方面的现在和未来发展情况,及时调整城乡职业教育结构,统筹分配职业教育资源,由原来

的重点投资城市职业教育转变到重点投资农村职业教育上来,建立一个城乡职业教育统筹发展的

资源平台,促进城乡职业教育的统筹发展。
重庆中职教育结构调整的当务之急是要对学校所处区域进行功能定位,从服务区域经济,提供

技能人才支撑出发,依据“一圈两翼多组团”城市空间发展战略,形成区县、学校错位竞争格局,促进

“和而不同”的发展。对经济发达的“一圈”地区要考虑到城镇化、工业化、都市化的特点,要根据大

城市超先发展的规律,瞄准城市产业结构的变化设置专业,做到有的放矢;对欠发达的“两翼”尤其

是农村地区,要重点发展面向农村的中等职业教育,要重点发展“涉农”专业,开展面向农村的技术

服务;要努力承担培养新型农民的任务,向他们传授现代农业、畜牧业技术,保证农业生产的稳定;
要举办各种类型的短训班,重点对农民进行进城务工培训。

我们要考虑各层次教育适龄人口规模变动趋势的城乡差别,适时调整教育规划,加强对农村职

业教育的投入,缩小城乡差距,为城乡统筹奠定基础;充分利用学龄人口规模减少带来的“增容效

应”和经济增长的黄金时期带来的投资增长,推进职业教育改革步伐,实现教育资源合理配置,消除

原有教育格局中的位差,促进区域之间、城乡之间以及区域内部学校之间的动态均衡发展,形成职

业教育发展的统一平台。
(四)提高质量———建立完善中职教育质量监测与评估制度

如前所述,当前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正处在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高转变、内涵发展的关键时

期,教育质量的提高是职业教育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灵魂,教育质量是职业院校谋求长远发展的核心

竞争力。中职教育的质量应当反映其产品———培养的学生,具备将来适应职业岗位所具备的职业

知识和职业技能,这是一个质量结果标准,但由于教育本身存在的特殊性,我们还要重视职业教育

预设标准和培养过程的过程标准,中职教育质量标准是对培养对象的知识及其相关能力预设、过程



及其结果的价值取向与目标的统一。因此,建立完善中职教育质量监测与评估制度应从三方面

着手:
一是建立中职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目标体系。中职教育质量首先有一个预设目标,它由政府部

门和行业企业根据社会需要和个体发展需要预先设定,是对中职教育质量的预先期望。这个目标

体系建设包括学校定位与办学特色、办学方向与培养目标等宏观指标,也包括师资队伍、学生规模,
专业发展及课程设置、实习实训基地、知识技能素养等目标量化体系。二是要加强中职学校教育教

学过程目标管理。过程标准是指学生的培养过程,或者说是中职学校的教育教学过程,包括专业设

置、教学改革等,也包括得以实现的基本保障,以控制所有过程的质量。三是要建立中职学校教育

教学质量监控评估机制。“对于专项资金建立的职业学校、实训基地、培训机构,要进行定期的水平

评估和常态化的质量监控,确保办学方向正确、资金使用科学、教学质量先进”。[7]要建立经常性的

质量诊断反馈机制,将全面监测与选点抽样监测相结合,加强监测数据统计分析研究,及时提供权

威性监测数据,为教育决策提供参考和咨询,形成集规划编制、诊断反馈、服务指导为一体的工作运

行机制。
总之,重庆中职教育健康可持续发展,必须走规模适度、内涵质量发展道路,要在继续稳定现有

规模的基础上,进一步做到科学规划、合理布局、调整结构、提高质量,这应是重庆中职教育城乡统

筹发展的必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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