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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我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职业教

育承担着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数以

千万计的高技能专门人才的任务，在推进我国全

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有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职

业教育工作，要求把职业教育放在更加突出、更

加重要的战略位置。国家的重视为职业教育创造

了良好的发展环境，从量上来说，截至2016年末，

全国共有中等职业教育学校1.09万所，高职高专

院校1359所；中等职业教育招生593.34万人，占高

中阶段教育招生总数的42.49%[2]。从质上来说，

职业教育就业率不断提升，2016年，全国中等职

业学校毕业生就业率达到96.72%，对口就业率达

到75.6%[3]。

但 是，职 业 教育发 展 也 存 在 体 制 机 制 不

顺畅、培 养 的人 才不 适 应 企 业 需 求等 现 实问

题 。《国 家中 长 期 教育 改 革 和发 展 规 划 纲 要

（2010—2020年）》提出，“建立健全政府主导、

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机制”，即强化行业的

指导作用，加强产教合作。职业教育与产业对话

活动就是推进产教结合、校企合作实现形式的重

要探索。

一、行业发展对职业教育的诉求

职业教育与产业对话活动始于2010年，当年

3月，中国化工教育协会率先运作教育部与石油和

化工行业的对接机制，在江苏常州举办了首次中

国职业教育与石油和化工行业发展对接高峰论

坛。政府、行业协会、石化类大型企业和职业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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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四方共同参加，论坛的成功举办成为我国政府部门与行

业携手推进教育改革机制创新的新模式，在各行业中起了

引领作用，被称为职业教育领域机制创新具有标志性意义

的破冰之旅。

此后，各行业陆续开展与职业教育对话活动，使对话

活动超越本身，作为一项制度固化下来，成为推动产教结

合、校企合作的重要机制。仅2011年对话活动中就有1500多

家企业、1600多所学校、80多家教育和产业研究机构参加。

可以说，对话活动为校企间相互沟通、深层合作搭建了有效

的平台。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行业发展，系于人才。在一次又一

次的对话活动中，我们感受到行业技术更新的快速，倾听到

企业对人才支撑不足的苦恼。以石化行业为例，2016年，全

行业主营业务收入达到13.29万亿元，比2015年增长了1.7%，

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主营收入的13.3%，利润总额达到了

6444.4亿元，占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利润的9.4%。石油和化学

工业的发展带动了各类人才需求的持续增长。根据统计局

数据，全国石油和化工规模以上企业29624家，全国石油和

化工行业从业人员1687万人。行业需求的增长拉动了化工教

育事业的快速发展。近几年，石油化工类院校的办学实力和

办学水平逐步提高，培养了大批高素质技能人才，在促进就

业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行业的发展促进了行业职业教育的发展，根据教育部

统计数据，全国开设石油和化工类及相关专业的高等院校、

高职院校和中专学校分别达到500余所、600余所和700余

所，加上相当数量的技工院校，在校生约百万人。每年数

十万毕业生加入行业人力资源队伍，人力资源队伍的结构

明显改善，整体素质大幅提高，促进了行业核心竞争力的不

断提升。

然而，不能忽视的是，石化行业人力资源建设仍然存在

规模总量不足，结构不够合理，人才流动加速和流失率高等

突出矛盾，化工教育还不能完全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

2011年到2015年，中高职化工类专业招生连年下降，本

科化工类专业招生也出现总体下行趋势。2016年情况更加

严重，各地中高职几乎所有涉化专业均出现大幅度下滑。与

2015年相比，有的学校招生降幅甚至达到70%。如果这种趋

势继续下去，本科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培养规模将难以满足

企业的人才需求。教育输出规模萎缩与行业对人才的持续

需求之间的矛盾越来越严重。

根据《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0-2020

年）》，2015-2020年，全行业技能劳动者需求增长108万人，

平均每年需求21.6万人，高技能劳动者需求增长38万人，平

均每年需求7.6万人。从院校毕业生供给来看，全国石油和化

工类职校毕业生每年约13万人，即便全部加入技能劳动者队

伍，技能劳动者每年有8.9万人缺口。高技能劳动者每年有

3.1万人缺口。此外，教育资源分散，办学条件薄弱，校企合

作发展不均衡，培养能力和质量有待进一步提高等现实问

题，依然制约着行业人力资源建设的发展。

二、政行企校四方联动，深层合作，共赢
发展

行业发展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有着强烈的渴求，职业

教育要如何与行业发展更好地对接？2017年6月22-23日，

2017年中国职业教育与石油和化工行业发展对接高峰论坛

在黑龙江省大庆市召开，来自石化行业的相关企业、中高职

院校、行业组织和社会团体等的代表共聚一堂，探寻职业教

育与行业发展深度对接之路。

中国化工教育协会会长郝长江认为，此次在大庆举办

的是石化行业的第五次对接活动，意义重大。他指出，前4

次石油和化工行业与职业教育对接是第一阶段，即学校和

企业进行交流，探讨学校如何培养企业需要的人才。而第二

阶段的对接，以第五次活动为标志，这一阶段，就是要使学

校教育工作全面纳入到企业人才资源发展规划之中。石油

和化工行业的发展，关键靠人才，基础在教育。职业教育与

行业发展对接，体现的是教产合作、共赢发展的理念。要从

战略高度进一步提高对终身教育重要性、紧迫性的认识。

终身教育是行业人力资源发展的必然要求，对提升行业人

力资源开发潜力具有重要意义，有利于企业文化与院校文

化互通互融。他希望广大企业和院校积极参与进来，通过

建设国家开放大学石油和化工行业学院，建设石油和化工

行业学习成果认证中心（学分银行）和人力资源开发平台等

途径，努力构建行业终身教育体系。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王扬南代表教育

部职成司对会议的召开表示祝贺，并对此次活动予以充分

肯定，此次论坛是教育部2017年职业教育与产业对话系列

活动之一，目的是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动产教对接，

促进石油和化工职业教育更好地服务产业发展。会上，他对

国家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等政策进行了宏观解读，提出广

大职教战线要“三稳”“三近”，即“方向要稳、目标要稳、阵

地要稳”，“服务要近、内涵要近、队伍要近”。

黑龙江省教育厅副厅长王淑云表示，黑龙江省教育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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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根据全省经济社会需求做好院校布局和专业设置，大力

推进教育教学改革与产业转型升级衔接配套，充分发挥职

业教育在创新驱动和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中的重要作用，助

推“龙江制造”走向“龙江智造”，为黑龙江省供给侧改革、

产业结构调整提供坚实的人才和智力支撑。大庆市副市长

朱清霞强调，大庆市委市政府正在积极推进市校合作，促进

市校深度融合发展，对职业素质人才培养高度重视，全力

推进创新型大庆建设。

大庆职业学院院长王志恒指出，在国企改革不断深化

的关键时期，企业办学面临着重大考验；在国家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持续深入的重要阶段，职业教育也迎来了重大的发

展机遇。学校将吸纳企业对高素质技能人才的培养意见，

更好的对接企业需求。大庆油田公司副总经理王建新从企

业对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需求角度，强调大庆油田当好标

杆旗帜、建设百年油田，离不开高素质技能人才的坚定支

撑，油田的振兴发展，迫切需要职业教育与石油和化工产业

的紧密对接。目前石油企业技能人才短缺，现有人员年龄在

40岁以上的占绝大多数，迫切需要补充新鲜血液。

在企业和院校对话环节，大庆职业学院院长王志恒，河

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院长张炳烛，兰州石化职业技术

学院党委书记周兴中，南京科技职业学院院长何学军，大庆

油田化工有限公司轻烃分馏分公司党委副书记李春海，大

庆油田公司人事部副主任姜宝山等六名代表被请到台上，与

台下代表展开交流互动。校企双方代表围绕“转型升级背景

下行业企业对化工人才培养的新要求”“职业院校人才培

养与企业需求的有效对接”“校园文化与企业文化的有效

融合”“实训基地企业场景化建设”等话题展开了精彩的互

动交流。

会上进行了国家开放大学石油和化工行业学习成果认

证受理部和行业第一个认证基地授牌仪式，常州工程职业

技术学院为国家开放大学石油和化工行业学习成果认证受

理部，大庆职业学院为国家开放大学石油和化工行业学习

成果认证大庆基地。会议同期，还召开了石化行指委高职专

业标准修订工作研讨会，会议对高职专业标准修订工作进行

了部署和安排。

本次高峰论坛是教育部门与行业组织的有效对接，搭

建了政府、行业协会、企业和职业院校之间的沟通、交流和

合作平台。通过政、行、企、校四方联动，打造出互通对话、

深层合作、共赢发展的有效通道，对强化产教有效对接、推

动行业可持续健康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三、丰富、创新职教与行业对接的形式与内容

工学结合、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发展的核心问题。在不

同国家、不同的历史阶段和背景下，有不同的措施和方法。

如，在我国历史上的“两种教育制度、两种劳动制度”，德国

的“双元制”，等等，都是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一种探索形

式。2005年，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后，我国职业教育

开始了新的发展，如何推动工学结合、校企合作以更好的形

式实现，成为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考量[4]。

自职业教育与行业开展对话活动以来，7年间，各行业

企业已举行了上百次对话活动，得到了行业企业的普遍肯

定，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鼓舞了职业教育战线的

信心，成为推动职业教育改革创新的一大亮点。

未来，如何更好的发挥产业对话活动的作用，也应当引

起更多的思考。

从对话活动的形式来说，应当继续创新。职业教育与

行业发展对话活动形式多为主题论坛、校企交流、参观考

察，等等，虽然活动现场对问题的反馈及交流引起人们的共

鸣，但是，却缺少后续的反馈与跟进。建议在形式上进一步

创新，增加可操作的内容。要拓展对话形式，强化职业教育

与行业相互服务的能力，积极应对产业发展趋势，不断增强

改革的针对性。

从对话活动的内容来说，应当继续丰富。在对话活动

中，不同的行业有不同的切入点，各行业基本能围绕本行业

现状，从本行业实际需求出发，组织活动内容。比如在有色

金属行业对话中，行业集中公布了有色金属行业人才供需

信息，如《2011年全国有色金属行业相关高校毕业生就业意

向调查报告》《2011年全国有色金属行业薪酬调查报告》，

向职业院校发布了有色金属行业的人才需求状况，期望与

职业院校合作开展针对性的人才培养。可以说，这样的内容

丰富而有现实意义。对各行业来说，应当组织人员对各自行

业的发展现状、趋势、行业对从业人员的需求以及现状和

差距等进行调查研究，找到行业职业技能人才供给不足的

问题，找到职业教育与行业发展的契合点。

从对话活动的指导机制来说，应当继续完善。近几年

来，对话活动基本上是围绕“加强行业指导针对性，提高行

业指导能力”的主导思想展开，以提升行业指导能力为着力

点，强化行业特色，加强内涵建设。下一步，应当针对不同行

业，制定分类指导的政策，使产教结合、校企合作贯穿到整

个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各个环节，进一步形成有效的政府

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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