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5卷 第1期 教师教育学报 2018年2月
Vol.5 No.1 JournalofTeacherEducation Feb.,2018

DOI:10.13718/j.cnki.jsjy.2018.01.015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
高等职业教育的战略分析

———以SWOT模型为工具

邓 磊,李 君
(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重庆400715)

摘 要: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西部社会的内在需求,也是西部大开发战略以及“一带

一路”政策下少数民族地区现代化建设的长远保障。当前,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注重发展中等职业教育,而

高等职业教育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本文以SWOT模型为工具,通过系统分析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高等职业

教育发展环境发现:其优势在于迅速发展的西部经济、较为合理的教育结构以及政府对职业教育的重视,而劣

势则主要表现在传统文化阻滞、语言交流问题、教育观念陈旧等方面;政策促进和人才需求为西部少数民族地

区高等职业教育提供了发展机遇,而市场调节能力不足和资金投入缺乏保障则是其面临的挑战。在此基础

上,通过SWOT矩阵分析,从增长型、扭转型、防御型和多元发展型等角度进一步提出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

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战略:完善职业教育体系,建立和完善职业教育学位制度,加大东部发达地区的对口支

援,建设特色高职院校,建立多元立体的职业教育体系,重视职业教育立法,保障职业教育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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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高等教育社会服务功能的不断凸显,以及当前我国高等教育产学研一体化的持续推进,
注重培养专门应用型人才的高等职业教育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我国社会的生产方式已从劳动密

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变,产业结构与经济结构不断升级与调整,高等职业教育的地位日趋重要。西

部地区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皆十分丰富,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但教育水平相对薄弱,从而导致人口

素质相对较低,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社会的发展。综合考虑财政投入、教育收益以及地区特色等

多方面的因素,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是将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的主要途

径。此外,少数民族文化的弘扬以及工艺的传承,也有赖于高等职业教育的持续推进。少数民族地

区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旨在培养少数民族的高级技术人才,同时也有利于传承、弘扬优秀的民族技

艺和文化。在当前促进高等教育均衡发展和产学研一体化的时代背景下,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高等

职业教育迎来了重大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着许多挑战。笔者尝试运用SWOT分析法(即态势分析

法)探讨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高等职业教育。SWOT分析模型最早由哈佛商学院的K·J安德鲁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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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授于1971年提出。在SWOT 系 统 模 型 中,四 个 英 文 字 母 分 别 代 表 代 表 内 部 环 境 的 优 势

(Strengths)、劣势(Weaknesses)、外部环境的机会(Opportunities)和威胁(Threats)。该模型通过

扫描整个系统环境,对研究对象的内部优势与劣势、外部机遇与挑战进行解读,并将不同因素进行

匹配分析,最后得出相应的结论与策略。以SWOT模型为工具,首先可以明确西部少数民族地区

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优势和劣势,继而明确愿景、抓住机遇,提出建议和对策。

一、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优势与劣势

(一)S-strengths: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优势

1.迅速发展的西部经济

西部大开发极大地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2000年至2007年,中央对西部地区的

各类财政转移支付累计近15000亿元,国债、预算内建设资金和部门建设资金累计计划投入西部

地区7300多亿元,有力地推动了西部地区经济发展[1]。2007年至今,国家持续加大对西部少数民

族地区的财政转移支付,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速度持续加快,尤其是大开发战略施行以

来,西部地区GDP年均增长率达到11.6%,超过全国同期经济平均增长水平,人民可支配收入不断

增加。以西藏为例:《西藏自治区201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7年国民经济和

社会发展计划草案报告》指出,前三季度GDP增长率分别为10.7%、10.6%、10.7%[2],位居全国前

列。经济的高速发展为高等职业教育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动力,同时也提出了更高要求。社会经济

的发展速度越快,科技发达程度就越高,专业分工就越细,对人们教育层次和类别的需求也更高、更
复杂。随着经济与科技水平的持续提升,社会呈现加速变化态势,为适应不断变化的产业与就业结

构,市场和个人都对教育具有更强烈的需求。而在所有层次和类别的教育需求中,高等职业教育与

应用型科技市场和大规模就业人群的联系最为直接、紧密。因此,西部地区目前已迎来高等职业教

育飞速发展的最佳时机。

2.较为合理的教育结构

教育结构是指各级各类教育的比例与构成。一直以来,西部民族地区对职业教育发展都非常

重视,形成了以中等职业教育为主体,高等职业教育适当发展的结构体系。早在20世纪末,西部少

数民族地区就建立起了普遍覆盖的中等职业学校体系。在过去的20年中,中等职业教育构成了西

部少数民族地区教育体系的重要部分,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同时也为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

础。伴随着西部地区城市化进程的持续推进,以及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高等职业教育将扮演更加

重要的角色。以重庆市为例:从2010年8月开始实施户籍制度改革,到2020年非农户籍人口比例

将提升至60%,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导致剩余劳动力大幅增长,要将人力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

优势,助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其中一条可行路径就是以原有的中等职业教育为基础,通
过改造与升级,进一步构建高等职业教育体系。根据重庆市政府2015年制定的工作目标,“2017
年,中等职业学校调整到160所左右,在校生规模保持在45万人左右;高职院校增加到40所左右,
在校生规模达到30万人左右;支持一批市属本科院校向应用技术型高校转型”[3]。中等职业教育

的发达在很大程度上能为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基础和动力,在此方面西部地区具有一定的优势。

3.政府对职业教育的重视

自从1999年高等职业院校的审批权下放到地方以后,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开始迅速发展,各级

地方政府大多根据本地经济与产业结构,有针对性地建设高职院校。由于地区发展的特殊需要,西
部少数民族地区对高等职业院校的发展尤为重视。以四川省为例:自2007年开始,10年来四川省

政府陆续颁发了《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四川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职业

教育三年攻坚计划的决定》等专门强调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政策文件,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和组

织保证。2009年四川省首倡少数民族职业教育的“9+3”模式,并全面启动藏区“9+3”免费教育计



划,加大政府财政投入,明确指出“实施藏区免费职业教育是省委、省政府重大战略部署”[4],确立了

80所省级以上重点中职学校作为该项计划的实施学校。这些文件为西部少数民族发展完善的职

业教育体系奠定了基础,也为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提供了现实的政策支持和人才保障。
(二)W-weaknesses: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劣势

1.民族传统文化阻滞

文化(culture)本身就具有教育之义,所谓“化民成俗,其必由学”。文化对教育的影响既强大又

深远,如果二者目标一致,将会形成无与伦比的推动力;但如果某种存在已久的文化与新近推行的

教育政策存在抵触,那么将会产生巨大的教育阻力。就职业教育而言,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传

统存在一定的阻滞力量。少数民族千百年来形成的生活习俗与传统,使其对专业技术学习的态度

表现为价值拒斥,这种文化阻滞力扎根于日常生活世界。一般而言,日常生活世界的结构包括四个

方面:(1)自在的活动方式:重复性思维与重复性实践;(2)经验主义的活动图示:传统习俗、经验、常
识;(3)自然主义的立根基础:生存本能、血缘关系、天然情感;(4)自发的调控系统:家庭、道德、宗
教[5]。任何当前的文化表象都不能离开传统文化的源头,它通过日常生活的习俗、观念和制度内化

到了民族心理内部。本尼迪克特认为:“支配着一个民族的个体行为和群体行为的占主导地位的文

化模式常常表现为该民族的民族心理。”[6]到目前为止,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日常生活仍然显著存

在农本社会结构特征,同时具备稳定、内聚的民族心理。一方面,少数民族的文化向心力使其重视

地域和族群的团结和凝聚,对新生事物的接受速度和程度有待加强;另一方面,西部少数民族地区

的生活习惯使其“缺少改变现状、超越现存生活的冲动与热情,日常生活就如同匀速流逝的江水,没
有浪花,没有波澜”[7]。在这种日常生活图式下,高等职业教育的开展,作为改变现实生活世界的一

种路径,必然会遭遇民族传统文化带来的阻滞力。

2.语言交流问题

民族语言与民族教育息息相关,语言既是人类交往的工具,同时也是人类文化的载体。高等职

业教育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其目标就是将人类当前先进的技术经验传递给年轻一代,从而转化为生

产力和经济发展的推动力。一般来说,当前的先进技术大多出现在国外发达国家和地区以及国内

发达地区,产生于少数民族地区的先进理念和技术相对较少,甚至十分稀缺。西部少数民族大多处

于信息和交通相对不畅的区域,虽然我国自从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了大规模的双语教育教学实

验,但独特的民族语言仍然是先进文化传播的障碍。这种障碍的突出表现是由高等职业教育双语

师资的缺乏导致的语言交流困难,由于双语师资缺乏,甚至许多已编好的民族教材无人来教。

3.教育观念陈旧

中国传统的教育观推崇“学而优则仕”,高学历成为第一追求。正是因为这种价值观的影响,西
部少数民族地区农牧民子弟至今仍然普遍存在为了“跳出农门、走出牧场”而接受教育的传统观念。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与我国其他地区一样,中小学教育中也普遍存在以升学作为第一需求的现象。
在应试教育的影响下,无论是学生还是家长都非常重视面向升学的普通学校教育,与之相对的职业

教育则相对不受重视。因此,普通高校,特别是重点名校,成为了家长和学生的共同向往,而职业技

术学校由于生源难以保证,愈发陷入恶性循环。当前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是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

济社会发展的内在需求,西部少数民族要发展就必须吸收当今世界科技新成就,更新旧有观念,激
发创业精神,吸引更多的学生从事职业技能学习,投身西部大开发的创业大潮。

二、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机遇与挑战

(一)O-opportunities: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外部机遇

1.政策促进

当前我国高等职业教育面临着巨大的发展机遇。随着经济结构与产业结构的升级调整,高职



教育将成为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早在1999年,《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与《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就明确了高等职业教育的性质与任

务,并为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进行了正名。此后,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进入了大发展时期,据2014年

的统计数据显示,全国共有普通高等院校2529所,其中本科院校1202所,高职(专科)院校1327
所[8]。2010年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与《国家中长期人才发

展规划纲要》明确提出大力发展民族地区职业教育,加大对民族地区高等职业教育的支持力度。根

据以上政策,再加上当前我国经济发展形势迫切要求大幅提高一线劳动者专业素质,尤其是要加快

培养技术型人才,可以大胆预测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已经迎来快速发展的重大机遇。

2.人才需求

目前我国正处于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的关键时期,在“一带一路”政策下,西部地区正面临前所

未有的发展大格局。然而,人才紧缺,特别是高新技术人才的匮乏,一直是阻滞西部经济发展的重

要因素。西部少数民族地区亟需大力提升自己的“造血能力”,培养一大批高素质专业技术人才。
因此,《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每年引导10万名优秀教师、医生、科
技人员、社会工作者、文化工作者到边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工作,提供服务;贫困

与民族地区自身每年也要重点培养1万名紧缺人才。在此背景下,大力发展西部少数民族高职教

育,促进本地区人力资源开发,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建设提供大量优秀应用型人才,是高等职业教

育的重要职责。
(二)T-threats: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高等职业教育面临的挑战

1.市场调节能力不足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的发展与产业结构和人才市场紧密相关,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教学方式和

培养目标都必须与市场的人才需求对接,从而使职业教育满足经济发展需要、获得发展动力。在市

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参与高等职业学校的专业设置是合理和必要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相对比较落后,产业结构相对单一,市场经济不够活跃,人才流动缺乏活力,因此人力市场对高校专

业设置的指导和调节作用十分有限,从而导致高等职业教育的顶层设计和规模扩大都相对缺乏针

对性。在当前情形下,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高职院校要谋求进一步的发展,必须提升与市场对接的

能力,及时捕捉市场信息,具有前瞻性地观察和思考未来的市场对人才需求的类型和规模。唯有如

此,才能提高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高等职业教育与市场的融合度,通过市场来调节职业教育的办学目

标和专业设置。

2.资金投入缺乏保障

西部少数民族大部分都居住在“少”“边”“穷”地区,政府的可支配财政收入不仅难以与东部沿

海地区相比,而且同其他中西部地区相比也有相当大的差距。除此之外,由于交通不便,大型现代

企业也比较缺乏,因此在办学投入主体上大型企业这个重要角色相对缺位。在“谁受益谁承担”的
指导思想下,从理论上讲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可以由政府和学生家庭共同承担办

学成本。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大多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多数农牧民家庭都无

法承受高昂的学习费用,因此更有可能会放弃接受高等职业教育的机会,转而选择免费的中等职业

教育。鉴于此,政府就必须扮演最主要的主体投入角色。虽然西部地区财政收入相比过去已有很

大增长,但在目前以普及义务教育和落实中职教育免费为主要任务的情形下,高等教育的高投入性

和非义务性致使政府很难持续为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财政支持。因此,如何进一步保障西部

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资金投入,在提高质量的同时进一步扩大规模,乃是地方政府与

高等职业院校共同面临的重大挑战。

三、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战略

前文对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内部和外部环境进行了系统“扫描”,分析



了各种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通过SWOT矩阵分析进一步提出我国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高等职业

教育的发展战略,详见表1。
表1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SWOT矩阵分析

外部因素

内部能力
优势(strengths) 劣势(weaknesses)

机会(opportunities)

S-O(增长型战略)
1.完善民族地区职业教育体系,实现中等、
高等职业教育的贯通

2.建立和完善职业教育学位制度

W-O(扭转型战略)
1.东部发达地区加大对口支援

2.部分地方普通高校人才培养制度转轨,与
职业教育形成统一的体系

威胁(threats)

S-T(多元发展型战略)
1.建设特色民族高职院校

2.建立普通高校、高等职业学校以及企业组

织多元综合的高等职业教育系统

W-T(防御型战略)
1.推进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高等职业教育

立法

  (一)S-O增长型战略

1.完善职业教育体系

就目前的情形来看,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在政策上优先发展中等职业教育,这种政策的制定符合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现状。但从长远来看,推进中等职业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以及

更高层面的大学教育的合作与贯通,构建更加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将是未来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发

展职业教育更加重要的内容。在此方面,中国台湾地区的职业教育体系发展较为完善,“已经构建

了一套由专科学校、技术学院以及科技大学组建的系统,形成了与普通高等教育体系平行的、地位

平等的高等职业教育体系。高等职业教育已成为台湾地区整个高等教育中尤为重要的另一条轨

道,全面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9]。与大陆地区的高职教育体系相比,台湾地区的职业教育起步更

早,体系独特,有力地促进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值得西部地区借鉴。

2.建立和完善职业教育学位制度

学位是学历的象征,更是知识与能力的证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长期停留在中等职

业教育的层次,不仅是少数民族地区,甚至整个西部地区的职业教育发展都是以中等职业教育作为

主体。随着产业结构的升级、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到知识技术密集型的转变,社会越来越需要高

级技能人才甚至是专家型技术人才,然而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高等职业教育除了专科层次,鲜有发展

本科层次的教育,既不利于职业教育体系的形成,也不利于我国的创新型人才培养。中国台湾地区

早在1974年就打破了高等职业教育专科化的局面,当年8月建立的台湾工业技术学院开创了本科

层次的高等职业教育先河。“1979年,该校设立了工程技术研究所硕士班,招收大学院校毕业生;

1983年该所增设博士班,招收大学院校研究所毕业生。这样在工程技术教育方面形成了包含专

科、本科、硕士和博士各个层次的教育。”[9]台湾地区的职业教育学位制度保证了职业教育的体系

化,也为职业教育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着眼于我国西部地区的经济转型,建立职业教育学

位制度具有必然性。
(二)W-O扭转型战略

1.加大东部发达地区的对口支援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经济、地理、历史等原因,高等职业教育与东部地区相比差距较大,而西

部大开发对专业技术人才的需求旺盛。因此,在西部自身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的同时,东部地区

的援助也成为重要推动力。从2001年5月起,教育部就启动了“对口支援西部地区高等学校计

划”,2002年成立的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作为我国职业教育的重要联盟,积极参与并大力推

动此计划的开展。发挥东部地区职业教育资源优势,加强中西合作,实现中东西联动发展,这一政

策的推行应当发挥更大的作用。东部地区经济发达,职业教育资源丰富,但生源日益减少,西部地

区具有充足的生源,但高等职业教育不够发达,高等教育资源欠缺。促进东西合作,实现资源的优



化配置,是解决西部少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资源欠缺的一种有效途径。如北京市采取了六条措施

支援西部教育,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鼓励北京地区国家级重点职业学校与西部地区同类学校

全面合作。此类对口支援有利于西部地区教育的跨越式发展,应当继续推广,提升力度,扩大规模。

2.促进应用型大学的人才培养机制转轨

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存在诸多问题,如部分地方高校本来具有很强的特色,但为了突出“高”
“大”“全”而片面追求综合性和学校的升格,淡化了自身优势,造成了人才培养的同质化。西部地区

部分高校需要重新审视与定位人才培养目标,实行人才培养制度的转轨,由普通高校转制为职业技

术院校。在操作过程中,首先要在学位与学历层次上保持原有地方高校的学位授予权,然后促进其

与职业教育形成贯通的体系,最后发挥其作为本科院校的教学、科研实力,推动职业教育体系的提

档升级。这种转变有利于完善我国的职业教育体系,也有利于我国职业教育学位制度体系的建立。
转制学校在高层次人才培养方面具有一定的实力,以西部地区现有高等教育资源为基础进行转制

调整,不仅有利于节约职业技术人才培养的成本,而且能够加快少数民族地区甚至整个西部地区高

素质职业技术人才培养的进程。
(三)S-T多元发展型战略

1.建设特色高职院校

特色是高等职业教育的生命力,以特色求生存是高等职业院校谋求发展的共识。西部少数民

族地区具有资源丰富与文化生态多样性的显著特点,这为构建特色型高职院校提供了充分条件。
从传统的经济文化类型看,西部地区从青藏高原沿东南而下,渐次分布了高原畜牧、山地耕牧、山地

旱作、山地耕猎、稻作农耕等类型[10],藏族、哈萨克族和蒙古族等就主要从事草原畜牧业和半农牧

的经济活动。上述地区普遍发展现代畜牧业,因此可以因地制宜,大力推广畜牧职业技术院校,为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畜牧业发展提供现代技术和人才支撑。此外,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生态丰富

多样,历史上发明和创造了精巧的民间工艺技术,因此也可根据地区实际情形有针对性地设立特色

工艺类和旅游类高等职业院校。

2.建立多元立体的职业教育体系

提出多元立体的高等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理念,意在促使高等职业教育加强多方交流与互动、合
作与沟通。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的职业教育、成人教育、继续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各行其

是,彼此分离。在产学研一体化的历史大背景下,近年来普通高校,尤其是高水平综合大学开始大

力发展远程教育和继续教育,但以培养实践应用型人才为主旨的职业教育体系仍然与普通教育存

在一定的隔阂。鉴于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高等教育水平和社会发展现状,其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

应当走向多元立体。所谓多元立体,指的是高职教育系统应当具有很强的包容性与流通性,在系统

独立运转的前提下,既能与普通高等教育系统相包容,又能与企业组织系统相沟通。要实现这一目

的,高等职业院校就必须注重两个方面的沟通与合作:首先,技术的发展和革新离不开理论的指导,
应用型人才的培养也必须注重宽口径的基本素养,因此在课程与教学方面,高职院校应注重与普通

高等院校合作,提升合作深度和广度;其次,“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因此在操作性技

能方面高职院校应加强与高水平企业组织之间的合作。在保持与普通高校、企业组织双向沟通与

合作的基础上,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高职院校的发展还要谨记一点:多元立体的高等职业教育体系既

具有硬系统的模型特征,同时也具有软系统的文化分析与逻辑分析特征。具体而言,少数民族地区

文化的多样性要求高职教育体系必须综合考虑实际情况,根据地区特色和社会需求,有针对性地设

置和发展高职院校及专业。
(四)W-T防御型战略:加强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高等职业教育立法

加强职业教育立法,是保障职业教育健康发展最有效、最具影响力的途径。目前我国已经制定

了《职业教育法》,在一定程度上规范了职业教育的发展,然而相对于国外职业教育法的制定来说还



缺少完善的体系,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主要依靠宏观政策的引导,相对缺乏系统、具体的法律法规。
因此有必要建立与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紧密联系的职业教育法律体系,特别是针对职业教育发展薄

弱的少数民族地区。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法律的构成主要为《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以及《职业教育

法》三部,没有专门针对少数民族地区职业教育而制定相应的法律。此外,现有《职业教育法》已经

制定了十余年,立法的背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不仅使某些职业教育现象在法律上留下了

空白,也给少数民族地区发展高等职业教育带来了不稳定因素。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尤
其是在“一带一路”的引导和激励下,以立法形式推进西部少数民族地区高等职业教育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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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DevelopmentofhighervocationaleducationinethnicminorityareasinwesternChinaisboth
theintrinsicdemandofsocialdevelopmentandthelong-term measurestoimplementthestrategy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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