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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职业教育的使命 
 

胡寿根*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 

 
从上世纪末开始，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了一个跨越式的高速增长阶段。2002 年，我国高等教

育毛入学率已达到了 15%，这标志着我国高等教育从此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2006年 2月 13日，

陈至立国务委员在第五届国际教育大会上宣布：中国已经成为教育大国，在校大学生人数世界第

一，在校大学生总数 2100万，毛入学率 21%。 

目前，上海、北京、天津等城市，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超过了 50%，成为全国率先进入高等

教育普及化阶段的城市。作为我国第一个进入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城市，至 2004 年，上海高

等教育的毛入学率已达到 55%。在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中，上海已经走在了最前面。2004

年上海市教育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率先实现教育现代化的奋斗目标。 

如何认识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基本特征，结合上海的实际需求为上海经济社会发展服务，是上

海高等教育走创新型内涵发展之路的当务之急，尤其是新升本科院校，应在大众化高等教育的进

程中，充分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和专业特色，树立为社会各行各业培养从业人员的职业教育观念。

因此，大学职业教育应该成为上海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教育工作的战略重点,在高等教育

大众化的进程中肩负起重要的历史责任和使命。 

 

一、大学职业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高等教育大众化不仅仅是规模的扩张，更标志着社会文明的进步与发展。这是因为，高等教

育大众化的基本价值是人人平等和个性潜能的发挥，是为了使每一个受教育者都成为适应生活要

求的人；接受高等教育不再是仅仅为了获得一种身份，更是为了获得实用的本领；高等教育也不

再只是为了培养少数精英而存在，更是为了培养社会需要的实用人才，既造就英才，也培养一般

劳动者。换句话说，高等教育大众化意味着大众与高等教育之间的关系开始从一种身份认同的符

号需求，发展为对自我能力和自我价值认证的需要。人们注重的是自我构建的使用价值，即接受

高等教育所带来的个体行为变化与其产生的社会效果之间的关系。从全球的视角看，在高等教育

大众化发展的过程中，继实用的工程技术知识进入大学后，生活知识也随之而入。生活知识的最

大特征是它强调知识对获得世俗幸福的实用价值。职业是个体进入社会生活、实现自身价值的一

个重要载体,职业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生活知识的进入，必然使高等教育更带有职业性的色

彩。这不仅体现在以职业教育为主的高等教育机构中，而且在更高层次的大学教育中也占有一席

之地。 

与传统的职业教育理念不同，现代职业教育涵盖基础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继续教育

等所有类型的教育，而不是游离于其他类型教育之外；现代职业教育不是机械地将职业教育与科

学教育、专业教育、技术教育割裂开来，而是将它们结合在一起，是一个大职业教育观；现代职

业教育使学习者能按自己的需要进行不同类型、不同层次、不同形式的灵活多样的学习。发达国

家高等教育发展的现实告诉我们，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高等学校的教学、研究、服务功能越

来越具有现代职业教育的内涵。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推动下，现代职业教育进入本科教育甚至更

高层次教育的大雅之堂，成为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一部分，形成了大众高等教育以职业为导向的

鲜明特征。 

我国目前处在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初级阶段。这一时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大学毕业并不意味

有一个理想的职业，甚至不意味着就业。受教育者于是对自身的职业发展加倍关注，大学教育中

职业性内涵的提升因而势在必行。因此，提高学生的基本职业能力和就业竞争实力应该在各级各

类不同层次的高等教育中予以充分关注和重视，成为学校业绩的标志之一。 

 

二、大学职业教育是上海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选择 

大学职业教育是上海率先建立学习型城市的现实需求。按照党的社会主义教育方针，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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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各类人才培养和成才的规律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加快人力资源开发，优化人才结构，是上海

深入实施科教兴市主战略，进一步增强城市国际竞争力，构建和谐社会，坚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

的必要途径；是上海促进就业与再就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新郊区新农村建设，大力发展现代服

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尽快形成“四个中心”的重大举措。 

大学职业教育在满足上海经济社会发展与人才的需求中有巨大的发展空间。现代职业教育促

进了上海社会主义现代的发展进程，这从上海城市的发展目标、上海经济发展的特点、社会对劳

动力的需求等方面可以看出来。从人才的社会需求看，上海市新增劳动力市场准入受教育年限为

13 年，已与发达国家水平相当。在城市发展目标上，上海将朝着“四个率先”的目标奋力迈进。

在经济建设方面，上海将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集约型转变、从粗放型向精细型

的转变；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上海将以智慧业和信息业为主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加快改

革步伐,以自主创新建设创新型城市和和谐社会。 

大学职业教育在上海两个优先发展的战略中大有可为。上海市委市府提出，十一五期间，上

海市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坚持优先发展现代服务业，优先发展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将以信

息化为基础，以金融业、现代物流业为重点，以建设现代服务业集聚区为突破口，抓住龙头企业

和集聚专门人才两个关键，提升现代服务业的层次、规模和能级。在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上海

将依托大产业、大基地、大项目，运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提高先进制造业的技术能级，大

力实施品牌战略，形成更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和知名品牌。 

随着上海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对高等教育的需求开始呈现高移的势头，一批高职高专院校

已升格为本科院校，这符合上海特大型城市的发展和长江三角洲经济发展的需要。在此种情况之

下，新升格的本科院校如何做到“各居其位，发挥优势，错位竞争，共谋发展”，成为摆在我们

面前的重大课题。如果新升格的本科院校不坚持走培养应用型人才的路子，盲目与传统本科院校

的办学模式趋同，将不利于上海高等教育的健康发展和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的顺利推进。 

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新升本科院校，坚持职业教育，不仅是自身发展

的实际需要和首选路径，也是我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中高等教育对经济社会作出更大贡献的重

要使命。 

 

三、大学职业教育是培养高级技术应用型人才的必由之路 

社会需要的人才，总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发现和研究客观规律的人才，另一类是应用客

观规律为社会谋取直接利于的人才，前者称为学术型人才，后者称为应用型人才。根据对社会发

展需要的分析，社会对学术型人才与应用型人才的需要是有一定比例的，大致是 1：4，也就是

说，社会发展需要大量的、比学术型人才多得多的应用型人才。作为走进社会中心的大学，需要

承担为社会培养大批应用型人才的重任，大学职业教育是为社会培养高级技术应用型人才的必由

之路。 

由于受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包得过多，统得过死”的束缚，再加上中央集权的政治传

统和“读书做官”的文化传统的长期影响，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表现出一种趋同现象。在政府对

高校发展的引导上，存在着鼓励高校向综合性研究型大学看齐的嫌疑。表现在政府对高校的评价

上，偏重于对高校学科点、学位点的数量、在学学生的规模、院士及博导的人数、论文在 SCI、

EI 等高级别刊物发表的篇数等的要求。政府在依据这些评价指标对不同的高校进行不同的资助

及资金投入。政府的这种导向，也使高校内部的评价表现出追求层次盲目拔高、数量贪多的倾向，

如无论什么类型的高校，都把争取上高一层作为学校发展的指导思想，把引起院士、教授等作为

学校的政绩，把发表论文的数量作为科研能力的证明，等等。此种导向，使高校的发展在规模上

求大，在专业设置上求全，在层次上求高，在师资引进上倾向于学问的高深，在人才培养上向学

术型人才靠拢。这种发展方向，实质上是在把不同的高校都朝着综合性学术型大学的发展方向上

引导。其结果，不仅使各种不同类型的高校失去了自己的特色，跟在综合性大学后面盲目追赶，

使培养的人才无法满足多样的社会需求而遭遇“毕业即失业”的困境
†
。更为严重的是，大学的

职业教育因此而受到了冷落。 

大学职业教育的开展，首先要求政府对大学进行分级分类的管理，根据不同类型院校的发

                                                        
†
据统计，大学本科毕业生待业人数年年增长：2001 年是 34万人，2002 年是 37 万人，2003 年是 52 万人，2004

年是 69 万人。2005 年，尚有 79 万大学生处于待业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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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定位进行不同的指导，采用不同的评价指标评价不同类型的大学，鼓励高校在不同层次和类型

之间开展错位竞争，在同一类型和层次高校之间形成竞争机制，以达到共同发展和提高之目的。

政府应当引导高校面向市场，自主发展，使高校直接面对社会的需求开展职业教育。 

    产学合作是大学进行职业教育的有效途径，高校与企业应当联合携手，在大学职业教育与人

才培养上进行合作。通过聘请企业界专家成立专业指导委员会、与大中型企业建立“人才培养基

地”的合作关系、在人才培养上采取“定单培养”等方式，实现大学与企业的合作，并最终达到

“互惠互利、共同发展”的目的。 大学职业教育的开展，更有赖于大学在课程内容及设置的改

革。在课程内容上，应当将学术教育和职业教育有机地整合为一体，增强学术教育的职业性，用

与职业相关的主题来组织和促进学术课程的学习，提高学生的学习动机；在课程设置上，应当将

学术课程与职业证书课程融合设置，大学将职业证书课程结合在课程设置中，学生可以选择学术

课程，同时又可以选择职业资格证书课程。这样，大学职业教育的开展才是切实而有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