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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
理论循证、时代内涵和实践路径

李 政
(华东师范大学 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上海200062)

摘 要:“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这一命题源于技能问题复杂的社会属性,其本质是以技能为要

素,强化职业教育与社会各子系统的深度互动,并逐渐形成一个有利于技能形成、发现和使用的生态系统。

改革开放以来,“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的内涵经历了由“被动适应”向“主动调适”的变迁。未来增强职业

技术教育适应性应以解决技能问题为突破口,将技能问题置于复杂的社会背景之中,从技能的形成、使用、

发展三个环节入手构建实践框架。在政策路径上,应以构建纵横贯通的职业教育体系促进大众技能形成,

以搭建技能人才发现与使用网络促进技能成果共享,以创设尊重技能的制度环境提升技能的社会认可,以

强化各层次间的协作机制建设促进社会主体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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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成为近年来政策文本中的热词,无论是《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还是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

育工作的最新指示中,都将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视为下一阶段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任

务。然而,职业教育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关要求早已在198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

革的决定》中有所体现。三十余年来,已有的研究成果大多聚焦职业教育与产业间的适应性,从

人才结构[1]、专业结构[2]、院校结构[3]等层面分析了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水平。但是,尚未有研

究对“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这一命题进行理论溯源,也缺乏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其他

维度互动的研究视角。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的本质? 在构建技能型社会的

新背景下,这种适应性有何新的内涵和特征? 如何增强职业教育的适应性? 这些问题亟待系统

解答。

一、技能问题的社会属性: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的理论循证

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问题看似是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间的互动问题,本质上却根源于

技能作为职业教育核心要素的复杂性,尤其是技能问题天然的社会属性,深度形塑了职业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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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性。

(一)技能问题的社会属性

技能大多具有个体性,是智力与体力的融合。长期以来,技能短缺、技能失配等问题被局限

于教育领域,从专家学者到政府官员,试图通过不断完善技能教育的各个环节,实现个体层面的

技能提升,进而实现技能供给与需求侧的对接。较为典型的便是职业教育与培训课程开发范式

上的演进,包括能力本位课程、MES课程、学习领域课程等在内的不同课程开发范式[4],均强调

要通过改革学校教育促进技能供需间的衔接和匹配,从而提升技能形成的效率。但是从世界各

国技能形成发展的历程来看,技能问题并非天然带有教育属性,仅仅是教育层面的方案也难以解

决一国技能的供给、使用和更新问题。“更好的技能形成系统会导致更好的经济表现”的假设也

并不能得到证据的完全支持,因为它忽视了几个制度因素的复杂相互作用,包括劳动力市场监

管、就业结构、金融系统和企业内部的权力关系[5]。技能首先是一个社会问题。

技能问题的社会属性源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技能超出了个体行动层面的含义,与社会运转

高度关联,受到国民教育系统与生产系统的共同牵制[6]。因为技能作为一种人力资本的存在形

式,需要通过特定的形式生产、传播和使用。人类社会曾通过试误、实验、想象、训练等多种方式

探索和形成技能,以学徒制、学校教育等形式传播技能,并通过不同类型的劳资关系与生产组织

方式使用和管理技能。生产技术的进步、生产关系的演变、社会形态的更迭,都形塑着技能的形

成和使用。在技能逐渐专有化和高移化的当下,这种影响日益固化,并渗透到了社会运行的机理

之中。例如马克思曾长期关注机械化、自动化导致的“去技能化”对劳动控制权和不同社会阶层

的影响[7],西伦曾通过对德国、英国、美国和日本的技能形成历史的分析,发现了技能形成过程中

的制度演化,将技能形成的过程描述为一个“社会建构”的过程[8];英国卡迪夫大学的布朗教授引

入了“社会压力点”这一概念,通过分析德国、英国、新加坡和韩国技能形成体系的演进历史,发现

了社会与经济变革对技能的形成与使用所产生的根本影响[9]。近年来,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

技能形成与使用制度的变革也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新中国成立以来工厂师徒制的演变[10]、技

能人才的社会流动[11]等主题也都印证了社会主义社会形态下技能问题的独特性和复杂性,“技

能社会学”作为学科分支领域也开始得到系统性的论述[12]。

另一方面,技能在其演进过程中与政治体系、经济体系、社会体系等形成特定的互动机制,高

度形塑着社会发展的过程。这是因为技能本质上是人类生产生活的基本要素,从单纯地依靠技

能谋生,到凭借独占技能把握行业话语权,技能以改变个体的行动和思维、提升社会生产力、影响

社会群体的权力格局等形式,深度影响着个体的生存质量与方式,社会的运转乃至国家和世界的

发展格局。例如有研究显示,个体技能的专有化程度会影响其是否支持退出欧盟[13];技能在生

产实践中的形态、分布和传播机制决定了劳动者和管理者在生产控制竞争中的话语权[14]。为了

创造高技能经济体,政府应该实施一系列包括政治、社会和经济改革在内的一揽子改革计划[15]。

(二)技能形成的社会嵌入

正是因为技能与社会间独特的互动机制与融合方式,任何一个技能问题都天然具有一定的

社会属性。技能问题的解决,也必须要考虑社会作为人类生活共同体所暗含的系统性和综合性。

这种思想可以最早追溯到《国富论》对技术水平、工作组织和生产率的系统性观察与描述。进入

20世纪80年代,技能与国家经济表现之间关系的文献日益增多,且这些文献大都拥有一个共同

的政策指向,即只有政治、经济、社会等不同领域的综合改革和政策组合,才能创建高技能、高工

资的经济体,仅仅提升技能水平是不够的[16]。基于此,学界提出了“技能生态”(skilleco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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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概念,通过引入生态学中的“有机与动态关系”理论,以阐释不同地区内部所形成的技能关系

网络。Finegold首次将“技能生态”定义为“在一定区域或部门内,以生产目的开发和部署人类技

能的社会形态(societyformation)”[17],这一社会形态包含商业环境和相关的商业模式、制度/政

策框架、劳动模式、工作结构以及技能水平和形成体系等多个要素。这一定义将技能视为影响社

会存在与发展的基本要素,强调围绕技能构建社会的运行机制和发展模式,从而最终构建有助于

技能形成、传播和使用的社会形态。

自本世纪初期起,美国、澳大利亚、英国、新西兰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围绕“技能生态”的构

想,相继开展了数百个项目的探索[18]。这些试点项目持续了十余年,并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这些

国家的技能政策[19]。总的来看,不同国家围绕“技能生态”所开展的探索主要得出了以下几个结

论:首先,技能生态系统的关键在于如何权衡不同利益主体围绕技能的形成、使用和传播所形成

的复杂关系,尤其是作为技能供给主体的学校,与技能需求主体的企业之间的互动机制,以及政

府、行业、社会组织所扮演的协调作用;其次,技能生态系统具有显著的地域性和多样性。不同的

国家,甚至同一个国家内的不同地区围绕技能的供需,可以形成不同类型的生态体系,这取决于

区域内的制度同构性、产业异质性等因素;再次,强调技能生态,并非否定技能教育的意义。相

反,“技能生态”概念的提出正是为了提升技能教育的效率。传统的技能短缺治理过度聚焦技能

的供给,尤其是供给的数量,忽略了技能供给的质量及其使用的状态,同时缺乏技能供给的前瞻

性。如果技能人才在社会上无法获得应有的社会地位,技能的社会价值没有得到充分的挖掘,面

向未来的技能无法得到前瞻性地开拓和培养,那么即便技能教育的产出再多,技能浪费、技能失

衡、技能短缺等现象将无法得到根本解决。最后,构建技能生态,并非否认政府在制度建构中的

价值与能动性。事实上,正是因为技能问题的社会属性,为政府有所作为提供了操作的空间。技

能所附带的政治权力、社会地位、专业话语权、生产效率等深度影响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政府在技

能问题中的介入,既是提升技能生产、使用、传播与创新效率的需要,也是平衡社会主体权力、维

护社会基本制度、塑造不同市场经济体生产模式的需要[10]。

因此,职业教育的适应性问题,并不仅仅是职业教育内部的调整行为,也不是职业教育被动

适应外部环境的过程,而是要以技能为要素,深度嵌入社会制度环境并与各子系统互动[20],并逐

渐形成一个有利于技能形成、发现和使用的生态系统。对于不同国家而言,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

应性要求各国探索基于本国政治体制、经济体制、产业特征、社会形态和文化特质的技能生态

系统。

二、从被动适应到主动调适:中国情境下“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内涵的时代变迁

改革开放后,我国逐渐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的经济

体制转变。199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改革目标,自此我国走上了有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经济体制改革属于生产关系的变

革,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改革举措。在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改革的过程中,我国的产业特征、社

会形态、文化特质、治理模式等都在不断发生相应变化。因此,尽管“职业教育适应经济社会发

展”的命题始终存在,但其内涵却随着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等领域的改革而不断蜕变和

完善。这一变化的基本趋势是从“被动适应”走向“主动调适”。

(一)职业教育的“被动适应”

计划经济时期,国家经济发展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发展模式,由政府对生产、资源分配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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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消费事先进行指令性计划,并按照计划开展经济活动。这种经济体制及发展模式在一定程

度上为职业教育提供了融入企业生产的制度环境,“校办工厂”“厂办技校”“八级工制度”等都是

这一时期职业教育嵌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典型模式。然而,计划经济体制决定了职业教育的发展

主要受制于政府经济发展方向下的人才需求结构,较为僵化的人才供需机制也难以释放职业教

育的发展潜力。1992年中共中央确立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开启了我国市场经济改革

的序幕。这其中,剥离企业的非生产经营业务、大力推进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成为影响职业教育

发展的关键因素。职业教育逐渐失去了计划经济时期“政府包办一切”的制度土壤,开始逐渐被

市场化的思想所形塑。然而,尽管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已然推进,但是计划经济思维的存在,使得

职业教育仍然秉持着过去被动适应经济社会需求的发展模式。这种“被动适应”主要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1.问题域的局限:社会问题被当作教育问题对待

计划经济时期的制度特征,使职业教育能够以社会子系统的角色嵌入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

之中,以国有企业为典型代表的“单位制”,形成了地域乃至全国范围内的技能形成、使用和发展

的生态系统。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改变了过去技能形成和使用的社会生态,使职业教育逐渐淡化

了其社会属性,而不断强化其教育属性。从优化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这一改革是必要的。但是

它也很大程度上掩盖了技能形成问题的复杂性。产业转型升级带来的企业对高级技能、知识技

能、专有技能的需求,不仅仅是技能形成环节需要解决的矛盾,更需要技能使用、保护和发展环节

的积极参与。而“被动适应”的发展模式,使很多问题的思考被局限于教育的视角,从而影响了技

能问题的统筹解决。

2.发展观的困境:被动适应产业需求的滞后发展

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使得企业的非生产性功能(包括教育功能)逐渐式微,且职业院校大多收

归教育部门管理,其办学的行业属性淡化乃至消失[21]。这就要求职业教育必须要在市场化的环

境下加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主动对接产业界的人才培养、技术研发等实际需求。教育部门提

出了“专业与产业、职业岗位对接,专业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学

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对接”的五对接模式,正是职业教育在新环境

下试图打开新发展局面的尝试。然而,对接产业仅仅解决了职业教育适应过去或当下发展的需

求,而企业技术水平的迭代,以及生产组织方式的不断革新,无法及时有效地传导到教育系统之

中。学校作为教育组织内部同样也具有制度变革的“路径依赖”,对新事物的接纳和制度化需要

一定的过程。这就导致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曾长期出现“校热企冷”的现象,甚至校企

合作演变为学校向企业输出廉价劳动力的经济行为。因此,“被动适应”下的职业教育缺乏前瞻

性、创造力和共同体理念的发展观,影响了职业教育提升人力资本的社会认可度。

3.动力源的缺失:在普通教育的体系中寻找层次定位

长期以来,职业教育并未被视为一种教育类型,没有自下而上的完整体系。因此,职业教育

只能被动适应学术教育的内容、模式及其人才评价机制,以“低层次教育”“差生教育”的社会标签

存在于普通教育体系之中。这压制了职业教育自身发展的动力源,模糊了职业教育培养应用型

人才的发展定位。尽管21世纪初职业教育借助“骨干校”“示范校”等项目开启了发展模式的探

索,但是在内部上升通道不畅、普通高考指挥棒效应显著、强调学历作为人力资本信号作用的社

会中,职业教育始终面临着艰难被动的发展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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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职业教育的“主动调适”

“被动适应”的局面在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的一系列决策部署中得到扭转,对职业技术教育

适应性的认识开始由“被动适应”向“主动调适”过渡。“主动调适”强调职业教育作为社会子系统

与外部制度环境的互动和动态匹配,以及职业教育系统内部的自我优化,其目的是构建一个“国

家重视技能、社会崇尚技能、人人想学技能”的技能型社会。在这一社会环境中,职业教育不再是

技能问题解决过程中的“孤岛”,而是深度参与技能供需调节、技能生态治理、技能人才发展的主

体。职业教育“主动调适”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类型定位:在类型教育中建构内部体系

确立职业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的重要地位,是职业教育由“被动适应”走向“主动调适”的

基础。只有建立起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立起体现应用型人才特征的评价

机制和质量控制机制,才能凭借应用型人才的系统化培养和输送,拥有参与技能社会治理、影响

产业布局、迎接未来竞争的载体和实力。“十三五”期间,我国确立了职业教育的类型地位,并初

步建成现代职教体系,尤其是在职教本科的举办上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这为“十四五”时期职业

教育以主动调适的姿态参与技能型社会的建设奠定了基础。

2.社会嵌入:与经济社会发展环境的双向互动与支撑

与过去职业教育单向度地参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同,“主动调适”强调嵌入式的发展。“制度的

嵌入性”最早由波兰尼提出,并由格兰诺维特在《作为社会结构的经济制度:分析框架》一文中得

到进一步阐述,它强调人的理性选择总是在各种约束中的选择,这种“嵌入性”的本质就是选择行

为的制度约束[22]。很多技能形成的问题并非仅仅是教育层面的问题,技能的社会评价、技能作

为生产要素的社会价值、技能人才的发展通道等非教育因素,从不同角度深度影响着技能的形成

方式、速度和质量。在有些时候,技能的形成反而并不是最关键的因素,因为技能形成的主

体———人是在一个复杂的制度环境下生存的,其做出的理性选择必然受到不同约束条件的制约。

一味地强调教育与培训,单纯地强调技能的高质量供给,可能并不能解决技能供需失配、动力不

足等问题。因此,职业教育要深度嵌入经济社会发展环境中,教育制度的变革,必须要匹配人事

制度、评价制度、宣传体系、激励体系等的变革,在社会建构的过程中实现制度的匹配。

3.前瞻设计:面向产业和人民群众对教育需求的前瞻性

职业教育的主动适应,还应体现在对技术技能人才的前瞻性供给,以及为职业教育学习者提

供前瞻性技能两个方面。从产业的角度来看,职业教育应建立面向当下产业需求的职业能力教

育体系,和面向未来发展需求的创新教育体系,尤其是鼓励教师和学生,基于当下的企业技术难

题和市场需求开展技术改良或革新,培养拥有适应人工智能生产模式、敏锐捕捉创新要素和市场

变化的新产业工人。从人民群众的角度来看,职业教育除了要做好面向职业的教育之外,更要强

化面向生涯的教育,注重学生核心能力的培养与评价,并为学生进入更高层次的教育、接受更高

质量的教育提供条件。

三、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的行动框架

可以看出,从“被动适应”到“主动调适”,增强职业教育的适应性不仅仅是职业教育内部的体

系化和面向未来的变革,更需要外部制度环境的支撑和保障,以实现“技能型社会”的建设愿景。

基于此,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应以解决技能问题为突破口,将技能问题置于复杂的社会背景

之中,从技能的形成、使用、发展三个环节入手,遵循技能形成层、技能功能层和技能环境层相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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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和嵌套的行动框架(图1)。

图1 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的实践框架

(一)技能形成层:技能的形成与精进

1.“技能形成层”的社会价值

“技能形成层”是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的核心内容,也是实现技能从无到有、从有到优的

环节。它的目的是通过技能人才的培养,促进全社会技能的形成、更新、精进乃至创新。王彦军

根据技能与时间的关系,将技能形成分为三种类型(图2):技能I属于最为基础的技能类型,主要

依靠身体素质和体力劳动的付出,因此随着时间的提升,其技能水平很难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提

升,主要是通过医疗保障、饮食水平提升、基本生存技能传授等方式维持;技能II属于中低层次

的技能。这类技能通过中短期的职业教育和培训即可获得,但由于技能本身的复杂度不高、专有

性特征弱,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难以获得更大的提升;技能III属于“知识性技能”,是较为复杂且

具有发展潜力的技能。这类技能需要通过连续的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方可获得,且对组织的依

赖性较高,企业专有性人力资本特征较强,需要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地打磨和精进,从而不断实现

熟练度和创新度上的突破[23]。此外,关乎学习者未来发展和产业升级的核心能力和前瞻性技能

也属于此类。

图2 技能的三种类型[23]

2.“技能形成层”中的社会行为

基于上述技能的分类,“技能形成层”中涉及的社会行为主要包括三类:一是制度化的教育与

培训。基于良构问题情境的学校职业教育,与基于非良构问题情境的工作场所职业教育构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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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化技能形成的两大主要方式。目前这两大方式日益走向融合,以“双元制”“现代学徒制”“新
型学徒制”等为代表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在现代技能开发的过程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作用。

职前教育和职后培训之间也逐渐由断裂走向一体化设计,形成终身技能形成与精进体系[24]。二

是自发性的工作场所学习、促进民间传统技艺传承的师徒制、社会公众基本生存与互助技能的传

播等非制度化的技能形成行为,这些行为在特殊技能、基本生存技能的开发和形成中发挥不可替

代的功能。三是企业内部的技术技能知识管理、行业内的技能协作与创新等组织、制度层面的技

能形成行为。

3.“技能形成层”中的社会主体

诸多社会主体围绕“技能的形成与精进”这一目标形成了特定的社会功能和协作关系。各级

各类职业院校和培训机构在技能形成的过程中发挥奠基作用。它们通过理论知识的教学和技能

的训练,实现个体对技能的深入理解与熟练操作。行业、企业为技能的形成与精进提供了情境、

灵感、目标和动力,让技能形成的结果能够得到实践的检验。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和终身职业

技能培训制度的目的,就是为了让学校和企业之间围绕技能人才培养形成相互协作的关系,让技

能的形成与精进成为一个连续、系统的过程,从而有利于技能的精深发展,以及复合型职业能力

的形成。此外,社区学院、老年大学、少年宫等带有公益性质的终身学习机构,也是社会成员获取

技能的渠道。
(二)技能功能层:技能的发现与使用

1.“技能功能层”的社会价值

“技能功能层”的目的是更好地配置技能资源、让优秀的技能人才能够得到挖掘和使用,为技

能人才发挥更大的价值提供平台。技能形成是有成本的人力资源提升过程,需要个体、组织乃至

全社会投入大量的资源,如果无法提升技能供给与需求间的匹配度,挖掘可用、优质的技能资源,

则会导致人力资源的浪费、劳动力供求失衡,并出现结构性失业的风险。因此,无论是“有的放

矢”的政府引导,还是“优胜劣汰”的市场运作,其目的都是通过信息的沟通和资源的优化配置,降
低教育的重复与低效投入,为更多的人才搭建展示技能的平台,并为其施展才华和能力提供机

会,尽可能地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能”的目标。

2.“技能功能层”中的社会行为

为了实现“技能功能层”的社会价值,一系列围绕技能的发现与使用的行为逐渐出现并制度

化。这些行为可根据其市场性的程度划分为两类:一是以市场主导的技能发现与使用行为,包括

人员招聘和挖掘、人员在岗晋升、市场主体间的人员配置和自由流动等。其目的是通过市场化的

资源配置和利用,激发社会主体发现可用之才,并为其提供发挥价值的平台与上升渠道。二是以

政府主导的技能发现与使用行为,包括组织制定和颁布技能标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技艺

的保护性挖掘和传承,为具有产业化价值的民间技艺提供政策引导性支持,建立区域性的人才供

需预警机制等。政府行为更多的是为社会提供关于技能资源发现与使用的公共服务,让市场主

体以尽可能小的成本提升技能的发现与使用效率。

3.“技能功能层”中的社会主体

在“技能功能层”中,各类用人单位是技能发现与使用的主体,无论是政府部门、事业单位,抑
或是行业企业,都通过其独特的人才挖掘、招聘和管理机制,实现人力资源优势的最大化。政府

部门及其所属的人力资源市场、各类人力资源企业等在其中起到技能资源的协调作用。此外,媒
体传播、大众推荐等也是挖掘特殊技能人才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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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技能环境层:技能的保障与宣传

1.“技能环境层”的社会价值

技能的形成、精进、发现和使用不仅需要在内部形成正循环的机制,更需要外部资源的支撑、

环境的营造、信息的输入和输出,从而让技能生态系统具备自组织能力,实现从无序到有序的转

变。因此,“技能环境层”的价值体现在社会舆论引导和基础制度构建两个方面,为全民学习技

能、国家重视技能、处处可教技能提供基本的制度支撑,促进全民尊重技能宝贵,尊重技能人才及

其劳动成果,让全民具有重视技能、反思技能、保护技能、学习技能和应用技能的意识与能力。

2.“技能环境层”中的社会行为

围绕社会舆论引导和基础制度构建两个基本功能,“技能环境层”主要实施三类社会行为:一

是构建技能保护制度体系,即通过立法等形式对技能人才及其合法劳动成果进行保护,尤其是对

薪酬和知识产权的保护;二是营造尊重技能的社会氛围,例如通过宣传大国工匠的先进事迹、建

设技能博物馆和展览馆、开发社会技能学习项目等,在大众群体中逐渐形成“技能人才也是人才”

的观念;三是构建技能奖励机制,从社会待遇、经济待遇、政治待遇等方面切实提升技能人才的社

会地位和待遇,并建立技能人才的社会荣誉体系,提升对技能人才的奖励级别。

3.“技能环境层”中的社会主体

制度转型的渐进性和复杂性,决定了正式制度缺失与政府干预的长期存在[25]。政府干预重

点解决市场机制无法解决的公共物品供给问题,在技能社会的构建中,这种公共物品集中体现在

保护技能的法律和政策供给,以及促进技能服务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宣传与引导。然而,环境的营

造本身是一种参与性的行为,需要技能形成、使用和受益主体的参与、理解、认同与执行。因此,

除了政府自上而下的规制和引导行为以外,包括社区、企业、学校乃至每一位社会成员都是保障

和宣传技能的社会主体,尤其是行业、企业应主动增强自身的主体意识和服务精神[26]。

需要指出的是,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的三个层次是相互作用和嵌套的。技能的形成是

增强适应性的核心任务,促进技能的合理高效使用是增强适应性的关键,实现大众对技能成果的

尊重和保护是职业教育发挥主动调试功能的保障。每个层次之间都存在协作和沟通机制,例如

“形成层”与“功能层”之间存在技能供需匹配机制、“功能层”与“环境层”之间存在技能劳动成果

保护机制、“形成层”与“环境层”之间存在技能成果认定机制。

四、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的实践路径

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形成层、功能层与环境层各自内部的系统化

以及层次间协同机制的建立。现阶段我国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应重点从体系建设和制度

建设入手,以构建技能型社会为目标,以“教育现代化2035”为契机,统筹人才强国战略和科教兴

国战略,把技能真正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宝贵资源加以重视、开发和利用。

(一)以构建纵横贯通的职业教育体系促进大众技能形成

系统性的职业教育与培训是技能形成与精进的主要途径。由于技能,尤其是高技能的获得

是技术主体长时间向一个方向积累知识和技巧的结果,遵循“累积效应、师承效应和年龄效应”三

大规律[21],因此职业教育不能被狭隘地理解为“职前教育”,而应该是基于时间和空间纵横贯通

的系统教育。

职业教育体系的“纵横贯通”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职业教育内部的学制贯通,即职业教

育要从类型教育入手,打通“中等职业教育—职业专科教育—职业本科教育—职业研究生教育”

的通道,合理布局中职、高职和本科的数量和结构,建立职业教育高考制度,为技能人才的上升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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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制度保障;二是职前职后贯通,即将学校职业教育与在岗职业培训结合起来,通过打造系统性

的模块化课程,实现技能人才的终身学习和技能精进;三是不同类型教育的贯通。职业教育和普

通教育之间应围绕技能教育形成协作机制,例如合作开设中小学职业启蒙、职业体验、劳动教育

课程,举办技术特色高中;四是治理结构的贯通。教育部门和人社部门应围绕职业技能标准开

发、职业资格证书开发、职业教育与培训等工作形成权责分明的工作机制。在发挥国务院部际联

席会议机制的基础上,两部门应形成基于“教育”和“职业”分工基础上的合作,由教育部门统一负

责技能教育事项,人社部门统一负责技能标准的开发事项,并实现技能标准与技能教育的对接。

(二)以搭建技能人才发现与使用网络促进技能成果共享

技能人才的发现和使用问题本质上是技能资源的优化配置问题,因此技能功能层的建设应

重在建立信息沟通渠道,确保技能主体和用人主体之间形成良性互动和充分沟通,最终实现社会

技能成果的高效利用和共享。实现这一目的的方式是搭建技能人才的发现与使用网络。“网络”

有“分布化”之义,它强调技能人才的发现和使用应更好地调动社会各方资源、打通各种渠道、搭

建多元化的平台,实现“人尽其才、才尽其能”的目标。

技能人才的发现与使用网络由若干重要节点和节点间的沟通机制构成。这些节点是具有技

能人才发现与使用资质的社会主体,如政府、企事业单位、行业、社会团体等。不同的主体会凭借

自身的需求和权限创设技能人才发现和使用的模式。节点间的沟通机制是实现节点间技能资源

共享的重要途径,也是技能人才发现与使用网络的价值所在。这些沟通机制既包括政府作为公

共职能部门所创建的公共技能人才流动机制(如人力资源市场),也包括企业等市场主体自发形

成的内部人力资源流动通道(如企业内推)。目前我国把市场在经济运行中的作用由“基础性”调

整到“决定性”,推动了我国形成过度自由的劳动力市场[27]。而这也产生了一个结果,即企业间

竞争性的技能人才流动较为频繁,政府在技能人才市场中的协调性作用发挥不足。这使得企业

间围绕技能人才、技能资源的恶性竞争现象较为凸出,无助于技能人才、技能资源的发现和合理

使用。因此,政府应充分发挥信息中心与资源配置权的优势,加强宏观层面的政策引导,未来可

推动省级政府设立紧缺技能资源保护性挖掘基金、设立技能人才计划、发布重大技术技能问题解

决项目、鼓励部分区域或行业建立协调性劳动力市场等。

(三)以创设尊重技能的制度环境提升技能的社会认可

尽管政府通过不同方式呼吁全社会尊重技能劳动者及其劳动成果,但是赢得尊重最终需依

靠制度的力量。技能环境层的建设既需要在思想层面纠正偏误、树立新风,更需要在制度层面明

确技能的宝贵价值,及其相应的社会地位与待遇。

近年来,我国在破除技能人才入职、晋升、职称评聘、流动等环节存在的制度性障碍上做了很

多尝试,以“职业教育宣传周”“大国工匠”纪录片等为代表的技能宣传举措也同样起到了很好的

效果。但是一方面这些举措大多停留在地方层面的试点,受惠范围小,未形成全面制度化的举

措;另一方面部分宣传举措还带有“运动式”的色彩,无法在机制上持续下去。因此,必须要在全

社会逐步创设稳定、系统的制度环境,将“尊重技能”的社会愿景转化为政治待遇、社会待遇、经济

待遇的提升,和产权保护等具体的法律法规。现阶段我国应着力在以下几个方面实现制度建设

的突破:一是增设高技能人才高级别奖励项目,如国家级技能创新成果奖,构建制度化的高技能

人才社会荣誉体系;二是完善高技能人才认定标准,扩大享受待遇人员的范围;三是系统梳理并

剔除不利于激励人们学习技能的愿望,以及阻碍技术技能型人才发展的各种规章制度。尤其是

要破除技术技能人才在购(租)住房、落户、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公务员招考、大学生村官选聘、事

业单位和国有企业招聘等领域的不公平待遇;四是进一步完善国家技能宣传制度,在已有的“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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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教育宣传周”“世界青年技能日”等制度化宣传的基础上,从“大国工匠”深入到身边的技能工作

者,常态化地挖掘和宣传大众身边的技能人才及其事迹,让技能真正成为寻常百姓口中热议的

话题。
(四)以强化各层次间的协作机制建设促进社会主体协同

由于技能的形成、发现、使用和保障属于不同性质的社会行为,且实施的主体和依据的准则

各有不同,因此技能社会的三个层次之间并非天然耦合,需要配套的协作机制确保行动方向和目

标的一致性。由于长期存在条块分割的技能治理模式,这些协作机制的建设往往被忽视,或机制

运行不顺畅。典型的便是职业标准与职业教育专业教学标准长期无法实现联动开发、技能使用

主体和形成主体间的供需失配[28]等。因此,技能社会迫切需要强化内部各层次之间协作机制的

建设。

围绕构建技能型社会的愿景,现阶段应强化以下协作机制的建设:①在“形成层”与“功能层”

之间强化技能供需匹配机制,建立专业化的产业人才需求研究机构和发布平台[29],开发系统、准
确反映产业人才需求的权威数据库,科学引导技能学习,促进技术技能培养与产业人才需求更为

精准对接;加强职业分类体系和职业能力标准建设,形成本土化的职业技能谱系,系统科学地反

映现代产业对从业人员的能力要求,为技能选择提供科学依据。②在“功能层”与“环境层”之间

强化技能劳动成果保护机制,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加强不同形式技能劳动成果的保护

力度。加强对企业独占技术方法、生产工艺、工具设备等的保护力度,营造技术技能产权保护的

良好环境。③在“形成层”与“环境层”之间推进具有社会公信力的技能水平社会评价体系建设,

统筹职业资格证书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30],建立“国家取向+市场取向”并重的技能水平评价机

制,使技能学习成果能获得科学、公正的评价;构建国家资历框架制度,通过在技能等级与职称等

级之间建立对等关系,保障技能学习成果的社会价值,激发学习者学习技能、苦练技能的愿望,吸
引更多优秀人才从事技术技能工作。

增强职业技术教育的适应性,既需要宏大叙事和顶层设计,更需要微观细描和实践探索。我

们不仅要深化职业教育改革,扎实推进技能的形成与精进,更要跳出教育的视野,从社会形态的

视角审视技能发现、使用和保护的价值,并依托制度建设、机制创新、政策创新等手段统筹推进,

以此实现“国家重视技能、人人想学技能、处处可教技能”的社会发展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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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hancingtheAdaptabilityofVocationalandTechnicalEducation:
TheoreticalEvidence,EraConnotationandPracticalPath

LIZheng
(InstituteofVocationalandAdultEducation,EastChinaNormalUniversity,Shanghai200062,China)

Abstract:Thepropositionof“enhancingtheadaptabilityofvocationalandtechnicaleducation”originatesfromthecom-
plexsocialattributeofskills.Itsessenceistotakeskillsastheelement,tostrengthenthedeepinteractionbetweenvo-
cationaleducationandvarioussubsystemsofsociety,andgraduallyformanecosystemconducivetotheformation,dis-
coveryanduseofskills.SincethebeginningoftheReformandOpening-up,theconnotationof“adaptabilityofvoca-
tionalandtechnicaleducation”hasexperiencedthechangefrom“passiveadaptation”to“activeadaptation”.Inthefu-
ture,toenhancetheadaptabilityofvocationalandtechnicaleducation,weshouldtakethesolutionofskillproblemsasa
breakthrough,placeskillproblemsinacomplexsocialcontext,andbuildapracticalframeworkfromthethreelinksof
theformation,useanddevelopmentofskills.Onthepolicypath,weshouldbuildaverticalandhorizontalvocationaled-
ucationsystemtopromotetheformationofpublicskills,buildanetworkforthediscoveryanduseofskilledtalentsto
promotethesharingofskillsachievements,createaninstitutionalenvironmenttorespectskillstoenhancethesocial
recognitionofskills,andstrengthentheconstructionofcooperationmechanismamongalllevels,andpromotethecol-
laborationofsocialsubjects.
Keywords:adaptabilityofvocationalandtechnicaleducation;skillecosystem;skillformation;skillusage;skilldevelop-
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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