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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握汽车运用与维修的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来自辽宁沈阳职业技术

学院的毕业生高宇在参加招聘时底

气更足。“‘1+X 证书制度’让我在择

业时有了更多选择。”

通过学历证书夯实学生可持续

发展基础，通过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拓展学生就业创业渠道，“1+X 证书

制度”是职校学生技能水平的重要

凭证。教育部陆续发布 300 个培训

评价组织的 447 个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 ，证 书 累 计 获 得 超 过 1 万 家 企 业

的认可，持证毕业生就业优势逐步

显现。

职 业 教 育 是 一 项 高 投 入 的 事

业。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

职业教育办学成本是普通教育的 3

倍左右。高投入期待高回报。经过

职业教育培训的技术技能人才进入

对口工作岗位，既有利于推进就业增

收，更能够为建设技能型社会输送

“大国工匠”。

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将学业证

书、培训证书、职业资格证书和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作为受教育者从业的

重要凭证，营造人人努力成才、人人

皆可成才、人人尽展其才的良好社会

氛围。

提高技术技能人才的社会地位

和待遇，还需进一步破除“唯分数”

“唯学历”的隐形歧视，让职业教育学

生在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

次普通学校学生享有平等机会。

新 修 订 的 职 业 教 育 法 明 确 ，用

人单位不得设置妨碍职业学校毕业

生 平 等 就 业 、公 平 竞 争 的 报 考 、录

取、聘用条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

企业在招录、招聘技术技能岗位人

员时，应当明确技术技能要求，将技

术技能水平作为录用、聘用的重要

条件。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有职业

技能等级要求的岗位，可以适当降

低学历要求。

3 人才输送

搬走就业“绊脚石”

畅通人才成长“新赛道”
——从职业教育法修订看我国推进技术技能人才全周期培养

■本报记者 佟欣雨

2022年 4月 20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

议表决通过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修订

后的职业教育法自5月 1日起施行。

这是职业教育法自 1996年颁布施行以来首次修订，篇

幅由原来的 3000多字增加到 1万多字，内容大为拓展丰富，

体系结构更加完备。

“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

型”。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首次以法律形式明确职业教育

“同等重要”的定位。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职

业教育在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助力青年实现技能成才梦、

建设技能型社会中作出重要贡献。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构

成人才成长过程中的两条“赛道”。不同“赛道”，殊途同归，

共同通向人生的梦想。

“能进一步深造、进入理想的

大学读书，我很自豪！”

山东省威海市水产学校中职

毕业生、枣庄学院本科生、曲阜师

范大学硕士研究生，张贵雪的学

历“三连跳”，得益于山东省“职教

高考”制度打通了中职学生学习

深造的“上升通道”。

长 期 以 来 ，社 会 对 职 业 教 育

有个普遍的认知，即职业教育是

“ 低 层 次 的 教 育 ”。 初 中 毕 业 后

“普职分流”，也成为学生和家长

关注的热点话题。

新 修 订 的 职 业 教 育 法 删 除

“普职分流”的提法，修改为“在义

务教育阶段后的不同阶段，因地

制宜统筹推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

育协调发展”。对此，教育部职业

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陈子季解

读道，这“绝对不是取消中等职业

教育”，而是转变中等职业教育的

发展思路、拓宽中职学生成长成

才通道，作出更加科学和规范的

表述。

“因地制宜”即各地普职招生

比例不搞“一刀切”，可以根据区

域社会发展的程度、产业发展的

需要和现代职教体系建设情况，

合理规划本地区职业学校和普通

学校的招生规模。

推 进 普 职 协 调 发 展 ，说 明 职

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这

两种类型的教育没有高低之分、

优劣之别，只有办学模式的融合、

育人方式的异同。”

近 年 来 ，我 国 不 断 推 进 职 业

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打破职

业教育的学历“天花板”。自 2013

年教育部印发《关于积极推进高

等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

指导意见》以来，山东、江苏、重庆

等 省 市 逐 步 对“ 职 教 高 考 ”展 开

试点。

“ 考 试 招 生 是 牵 动 职 业 教 育

改革的‘牛鼻子’，是优化类型定

位、畅通学生升学通道的关键。”

陈子季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新

修订的职业教育法规定“高等职

业学校可以按照国家有关规定，

采取文化素质与职业技能相结合

的考核方式招收学生”。

启动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

以来，目前全国共有本科层次职

业学校 32 所，职业本科在校生人

数 12.9 万人。中办、国办印发《关

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的意见》指出，到 2025 年职业本科

教育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

育招生规模的 10%。

为进一步扩大职业本科教育

规模，除了设立本科层次职业学

校之外，职业教育法还为另外两

个方向的探索预留了空间：一是

在普通高等学校设置本科职业教

育专业，二是在专科层次的职业

学校设置本科职业教育专业。

“这些都充分表明，职业学校

的学生不仅可以读大专，还可以

上本科，从法律层面畅通了职业

学校学生的发展通道，给中等职

业学校的学生上大学开了一个口

子。”陈子季说。

1 人才选拔

打破学历“天花板”

“有地铁的城市就有湖南铁道职

业技术学院的毕业生。”

自 2002 年开设国内首个高职城

市轨道交通车辆专业以来，湖南铁道

职业技术学院与全国 30 余家轨道交

通企业合作，培养了 4000 余名“能制

造、会驾驶、懂维修”的复合型人才。

“ 走 出 课 堂 、进 入 车 间 就 能 上

手。”

湖南电气职业技术学院与某品

牌电梯公司共建实训基地，开设“订

单班”。学生还没毕业就被企业“一

抢而空”。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职业教

育办学的基本模式，有利于职业教育

人 才 培 养 更 加 符 合 企 业 和 市 场 需

要。然而，产教融而不合、校企合作

不深不实、校“热”企“冷”，是痛点，也

是堵点。

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以“产教融

合”一词取代了此前的“产教结合”，

明确企业可以通过与职业学校、职业

培训机构共同举办职业教育机构等

多种形式进行合作。

“过去，企业的新技术、新工艺、

新规范常常不能及时反映到学校教

学中，企业与学校之间类似于‘朋友

帮忙’的关系，这种关系很不稳定。”

教育部职业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

任曾天山表示，“融合”就是成为一

体。企业与学校共同投入、共同培养

人才，从而达到共建共赢。

细 读 相 关 法 律 条 文 ，9 处“ 鼓

励”、23 处“应当”和 4 处“必须”，进一

步 明 确 了 推 进 产 教 融 合 的 多 项 举

措：发挥企业的重要办学主体作用，

对深度参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

企业给予奖励、税收优惠；企业可以

设置专职或者兼职实施职业教育的

岗位；企业开展职业教育的情况应

当纳入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明确行

业和企业支持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的社会责任……

除激发企业活力外，职业教育法

修订的一大亮点还在于赋予职业学

校更多自主权。例如，学校可根据产

业需求依法自主设置专业、设计学习

制度、安排教学过程，可实行弹性学

制等。不少专家认为，这有利于职业

学校更为灵活地擘画办学思路，也为

企业、行业、社会力量深度参与职业

教育提供了更丰富的可能。

2 人才培养

破局校企“一头热”

上 世 纪 50 年 代 的“ 八 级 工 ”制

度，曾是广大工人收入和地位的保

障。如今，我国将实施新的“八级工”

制度，即在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

技师和高级技师五级职业技能等级

之下补设学徒工，之上增设特级技师

和首席技师，并建立与等级序列相匹

配的岗位绩效工资制。

这是人社部近日出台《关于健全

完善新时代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

制度的意见（试行）》作出的最新部

署。“此举主要是为了畅通技能人才

发展通道，提高其待遇水平。”人社部

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刘康表示。

“需要注意的是，这不是老‘八级

工’的翻版，而是适应高质量发展需

要，重构新的职业技能等级体系，以

加强新时代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中

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副会长陈李翔

说，技能等级的增减调整，与经济社

会的发展变化紧密相连。

1956 年 设 立 的 老“ 八 级 工 ”制

度 ，按 照 国 家 工 资 制 度 改 革 要 求 ，

从 一 级 到 八 级 将 技 能 等 级 和 工 资

水 平 相 对 应 ，曾 在 激 发 工 人 积 极

性、确保按劳分配等方面发挥了重

要作用。

改革开放后，工资开始更多体现

绩效，同时，国家对工人进行大规模

技能培训，八级工的区分度并不明

显，因此被压缩为初中高 3 个等级。

上世纪 80 年代末，随着产业水

平提升，国家又在三级基础上增加

技师和高级技师，变成了现行的五

级标准。

据刘康介绍，现行五级技能等级

认定在推动技能人才工作中起到了

重要的基础作用。但在技能人才特

别是高技能人才短缺的背景下，这一

等级设置仍不健全，技能人才的发展

晋升存在“天花板”“隐形门”问题。

评价结果与工资薪酬联系不够紧密，

使得技能水平在工资薪酬中得不到

很好体现。这些都不适应当前高质

量发展对技能人才的需要。

为 此 ，此 次 试 行 意 见 在 健 全 技

能岗位等级设置、畅通技能人才职

业发展通道的同时，还要求引导用

人单位将职业技能等级作为技能人

才工资分配的重要参考，通过在工

资结构中设置体现技术技能价值的

工资单元，或根据职业技能等级设

置单独的技能津贴等方式，合理确

定技能人才工资水平，实现多劳者

多得、技高者多得。

“下一步，我们将指导各地各行

业 企 业 稳 妥 有 序 推 动 政 策 落 实 落

地。其中，特级技师评聘工作将在工

程技术领域先行试点基础上逐步扩

大范围。”刘康说，未来将不断推动改

善技能人才职业前景，吸引更多劳动

者加入技能人才队伍。

（新华社记者 姜 琳）

我国出台新技能人才职业技能等级制度

新“八级工”开拓人才职业前景

贵州省先后出台《贵州省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特色教育强省

实施纲要（2018-2027 年）》和《贵州省支持职业教育发展的若干

措施》，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

发展。

图为贵州交通技师学院学生备战贵州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

砌筑项目。 新华社发

图为陕西省西安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在动车组 VR智慧课堂上模拟检修。

新华社记者 李一博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