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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全国样板 

王新国 冯志军 

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 

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苏锡常都市圈位处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核心城市

群，是我国现代化程度最高、职业教育优质资源最密集和创新成果最丰硕的地区之一，历来高度重视发展职业教育。 

2020年 9月，教育部、江苏省部省共建的苏锡常都市圈职业教育改革项目启动，改革试点聚焦顶层设计，在制

度完善上寻求突破，探索依托城市群协同联动、具有区域特色的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路径，以打造职业教育高质量

发展的“全国样板”。 

顶层设计的考量与苏锡常都市圈发展的基础 

从国家层面来说，部省共建打造苏锡常都市圈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样板，是基于职业教育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需要，

有着典型的顶层设计考量。孙春兰副总理在国务院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上提出，鼓励地方试点试验，在东中西部选择若

干个省和地级市先行先试，总结出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教育部将全国第一个城市点（群）职教改革创新试点选在江苏，

是希望江苏做推进东部地区职业教育“提质培优”改革目标的先行者、探路者，为全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江苏方案”。

同时，这是教育部与江苏省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改革和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重要论述的具体行动，是深化职业教育综合改

革、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重要举措，也是职业教育服务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主动作为。 

从江苏层面来说，江苏职业教育近年来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孙春兰副总理在苏州调研时提出，希望江苏为全国职业教育发

展提供经验。部省共建、整体推进苏锡常都市圈职业教育改革创新，对于苏锡常都市圈加快教育现代化进程，促进江苏产业链

人才链深度融合和优化升级，推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都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 

从苏锡常城市群层面来说，苏锡常三市均具备打造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样板良好的经济、文化和教育基础。首先，苏锡常

都市圈是长江三角洲核心区，是全国先进制造业集聚、经济社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其次，苏锡常都市圈历来高度重视发展职

业教育，是全国职业教育优质资源密集、创新思维活跃和创新成果最丰硕的地区之一。 

苏锡常都市圈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主要做法 

江苏以苏锡常都市圈为试点，依托城市群协同联动，努力探索一条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路径，打造一套系统化的体制机制，

形成值得借鉴与推广的，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样板。 

部省共建整体推进，努力为全国职业教育改革创新提供“江苏方案”。一是发布了《教育部江苏省人民政府关于整体推进

苏锡常都市圈职业教育改革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样板的实施意见》。二是建立了部省共推机制。双方共建领导小组，实施统一领

导、统筹推进，加强沟通、协调与重点突破，按照任务分工倒排工期，建立工作台账制度，实施定目标、定任务、定人员、定

时间、定奖惩的“五定”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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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省教育厅牵头、苏锡常三市政府参与的协调与推进机制。省教育厅多次牵头召开苏锡常都市圈职业教育改革创新打造

高质量发展样板现场协调会、推进会，全程指导三市贯彻落实部省共建文件、建立协调机制、出台实施方案、编制“一市（校）

一策”等。 

苏锡常三市建立都市圈职业教育协同联动机制。一是三地市委“一把手”亲自挂帅，建立了市委书记、市长为组长的工作

机制。二是积极编制“一市（校）一策”方案，三市分别以市委市政府名义先后制定颁布了《推进苏锡常都市圈职业教育改革

创新打造高质量发展样板实施方案》。三是进行整体规划与部署，三市立足本市实际，谋划特色创新路径，整体规划、部署都市

圈打造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样板推进工作。四是树立“一盘棋”理念，建立联动协同机制，加快项目布局。 

苏锡常都市圈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 

当前，苏锡常都市圈开展的一系列探索性创新性引领性实践，取得了重要进展与阶段性成效。 

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的步子更加铿锵有力。苏州市同步规划调整职业教育资源布局，建设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新职教产

业园”，积极构建“上下联动、校地协同、整体推进”的发展体系。无锡市主动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和太湖湾科创带发

展规划，实施“职业教育质量提升攀登计划”，成立了由市长担任组长的“无锡市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发展工作领导小组”，建

立了全市职业教育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常州市推进职业院校向城市新区和产业园区集聚，在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建起“职

教综合体”，在全国首创“城市职教中心”“高等职业教育集约化发展”“职业教育特色小镇”三类发展模式，成为国家首批

“高职教育改革发展综合实验区”。2020年，三市同时获评为全省年度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成效明显的设区市。 

产教融合进一步深化。苏州聚焦产业链、创新链与职业教育专业链、人才链的对接融合，实施产教融合全面深化工程，出

台了全国首个《双元制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指南》，在省内率先制订颁布了《苏州市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办法》，建成市级优秀

企业学院 38 个、职教集团 19 个。无锡市出台了《关于深化产教融合助力产业强市的实施意见》等文件，把做强职业教育作为

“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创新名城”的重要内容和关键支撑。培育了 40个产教深度融合现代化实训基地，产教融合工作经

验被国家发改委定为典型案例并在全国推广。常州市启动“五个共同”校企合作模式，深度推进产教融合，成为全省唯一向国

家推荐的产教融合型试点城市，13 家企业获评首批省产教融合型试点企业，开设专业与当地高新、支柱产业的吻合度在 86%以

上。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更加完善。2020 年，苏州市共获批省现代职教体系试点项目 106 项，数量居全省第一。无锡市开展中高

职“3+2”、中职与本科“3+4”、高职与本科“3+2”、高职与本科“4+0”等试点项目，初步构建起纵向贯通、横向融通、校

企联通的现代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常州市推动全市职业院校加快提档升级，“中、高、本、硕”贯通融通的现代职业教育体

系不断完善，在全国率先形成按照类型教育特点办学的制度和标准。 

服务地方经济社会能力更加突出。苏州全市技能人才总量达到 189万人，其中高技能人才 64.8万人，列全省第一，每年近

60%的高职毕业生和 100%的中职毕业生留苏就业。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牵头成立苏州汽车、轨道交通职教集团，与长

三角区域 112家企业建立产学合作关系，参与 11个国省市级别的职教集团、产教联盟，直接服务沪苏同城交通一体化发展战略，

助力沪苏职教协同发展。无锡市积极做好与云南大理、陕西延安、青海海东和新疆克州的职业教育结对帮扶工作，共建合作学

校 15所，2017—2020年累计招收 1631名大理州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和 28名延安交流学生，毕业生在无锡及周边城市就业率

达 86.5%，实现了精准脱贫，形成了全国职业教育脱贫攻坚的“无锡方案”。无锡职业技术学院每年为近 200家企业提供智能化

升级与服务化转型解决方案，年培训企业职工 8万人次。常州全市年均培养技能人才超 10万人，每万名劳动者中高技能人才数

达 1212人，职业教育已成为带动常州制造业跃升、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