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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现现代职教“大有所为”的生动实践

曹毓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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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

协同创新，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中共江苏省委《关于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

神在新征程上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的决定》指出，“加快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创新，积极探

索省域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新模式”。江苏作为经济大省、科技大省、教育大省，产业发达，科技领先，职业教育、高等教

育、继续教育资源丰富，有统筹教育协同创新的丰富土壤和环境。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我们应加速构建

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努力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大有可为”的殷切期待展现为“大有所为”的生动

实践，全面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江苏新实践。

统筹教育协同创新，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教育的目的是育人，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实现教育间流动，是满

足受教育者个性化发展的必然要求和趋势。搭建教育沟通衔接机制。搭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学历教育与非学历教育、职前

教育与职后教育相互沟通衔接机制，实现多路径融通、多通道成才，在学有所教上持续发力，构建人人皆学、处处能学、时时

可学的良好生态。完善国家资历框架体系，形成对各级各类学历资格和职业资格分类、开发和认定的政策，在不同学习成果之

间建立等值对应关系及转换模式，为各级各类教育实现纵向贯通、横向融通奠定基础。统筹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协同创新。加

强职业院校与高等院校合作，推动职业院校、高等院校与产业链龙头企业、科研院所联合办学，开展科学研究，促进教育链、

人才链、产业链、创新链“四链”融合，着力培养企业产业适用的技能型人才。制定跨越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政策的评价导向

制度，激励职业教育与高等教育推进跨系统教育资源的整合。统筹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协同创新。同步构建职业教育与终身教

育体系，加强职业院校的继续教育与社会培训服务功能，推动职业教育资格证书制度与继续教育泛在学习成果认证制度相衔接。

强化院校数字素养能力和各类学习型组织建设，优化全民终身学习制度环境，服务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

国。

以推进职普融通为关键，促进教育链与人才链有机衔接。职普融通是统筹教育协同创新、完善教育体系建设的关键要素，

是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的核心举措。开创职普融通新局面，关键在于尊重人才成长与发展规律，打通“职业型教育—应用型

教育—研究型教育”的链条，建立更加通畅的技术技能人才成长通道。建立各级各类教育融通机制。提供受教育者更多选择教

育类型的机会，促进不同类型人才之间的转换。构建普通高中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融通机制，丰富高中阶段教育格局和资源供

给，实现普通高中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课程互选、资源互通、师资共享、学分互认、学籍互转。推动职业院校、高等院校深化

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完善多元录取机制，使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双向互通，实现职业资格证书与学历证书等值等效。试行个人

学习账号和学分累计结合的学分银行制度，推进非学历教育学习成果、职业技能等级学分转换互认。推广学生职业生涯规划教

育，提升学生职业技能和文化修养。面向基础教育阶段全面开放职业院校优质职业能力养成资源，提升职业启蒙教育的覆盖面

和满意度。畅通技术技能人才上升通道。以江苏“十四五”发展规划纲要为指导，以“十四五”期间重大科技、产业攻关项目

为基础，依托优势产业，打造“省市共建、多校联建”办学模式，整合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资源，多校联建应用技

术大学，推进中高本硕技术技能人才贯通培养，培养服务产业高端领域的创新型高技能人才。建立技术技能人才回炉培训计划，

定期到高校、产业研究院所、产业链主企业开展培训，提升解决复杂工程问题的能力。需要注意的是，职普融通并非职业教育

内部的调整，而是各级各类教育通过建立合作机制、开发课程、共享师资、完善评价等，实现深度、广度、宽度上的融通，引

导大众重新定位与认识职业教育。

以推进产教融合为重点，促进人才链与产业链供给匹配。产教融合是职业教育的基本办学模式，是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

的关键环节。产业引领，创新人才培养格局。以探索省域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新模式为“一体”、以建设市域产教联合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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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区域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为“两翼”，深化职业教育改革，做到以产定教、以教促产、产教融合。依据城市产业集群特色，

依托国家级产业园区，建设南京新能源、无锡集成电路等政产教联合体，高端装备、前沿新材料、核心信息技术等产教链融合

共同体。建立适应产业需求的专业动态调整和课程重构机制，以“技术—能力—课程”为逻辑，打造“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

课程体系和“真实环境+真实项目+真实产品”实践体系，解决人才供给侧与产业需求侧不匹配的问题。完善机制，破解产教融

合难题。构建三个层次合作机制，激发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的原动力。基于企业需求，职业院校通过承接企业横向科研项目、为

企业培训员工、优先推荐优秀毕业生等形式与企业“交朋友”，解决企业“不愿合”问题。利用学校的场地、设备、师资等资

源，围绕技术改造升级、新产品开发，共建面向企业需求的工程中心、生产性实训基地等平台，解决“合而不深”问题。采取

股份制等现代企业制度，和企业形成利益共同体，形成“人才共育、项目共研、过程共管、成果共享、责任共担”的深度合作

模式，解决“深而不久”问题。育训结合，服务构建技能型社会。落实学历教育与职业培训并举并重的法定职责，参与国家新

工种的开发，制定技能评价标准，开发培训项目包，快速解决区域先导产业对紧缺工种、新职业技能人才的需求。面向主导产

业的转型升级，构建面向产业一线员工的“学历+能力”人才培养体系，做到产业工人与产业技术同步升级。

以推进科教融汇为方向，促进产业链与创新链融合发展。科教融汇是职业教育面对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增强自身服务

能力的有效路径，是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的重要抓手。以数字化重塑职业教育新生态。以江苏被确定为国家智慧教育平台首

批整省试点省份为契机，全面加强职业教育数字资源建设。紧贴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趋势，促进职业教育专业升级和数字化改

造，提高师生信息化素养，为培养具备科技应用与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助力产业数字化打下基础。打造科教融汇新载体。

紧密连接创新主体，精准针对地方区域经济发展的难点、重点和“卡脖子”难题发力。整合高校、科研院所和行业领军企业各

类优质资源，聚焦重点产业链，组建产业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和应用推广服务平台，破解“科技产业两张皮”问题。推进职业

院校与研究型大学、应用型本科大学联合开展技术攻关，优化技术技能服务供给模式，催动科技成果转化，打造服务经济社会

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打造科教融汇示范高地。发挥高地示范引领作用，形成发展样板和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如苏州可探

索打造根植江南文化、赋能苏州制造，城市群职教一体化的科教融合创新高地。优化苏州工业园区独墅湖科教创新区和苏州国

际教育园的“东区西园”结构布局，强化对产业链高端的控制能力，培养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应用型人才，实现科教人

才与技术的集成供给。

（作者系苏州市职业大学党委书记、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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