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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视角下东南亚职业型人才培养
模式分析

Teng Jing Shin ＆ Surinah ＆ Panatda Laohachot ＆
( 厦门大学海外教育学院，中国 厦门 361102)

摘 要: 在“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以来，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在贸易及建设上有着更紧密的合作，

在开展合作的过程中对于双方在各行各业的人才有着莫大的需求。由于国情不同，加上重大项目

所涉略的领域过广，不论是中国或是东南亚国家都出现人才短缺的问题，所以当务之急是培养一

批适用于双方的人才。此文梳理了东南亚各国与中国在各方面的关系，找出东南亚各国在人才培

养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借鉴德国双元制教育模式来对东南亚职业型人才进行有针对性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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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东南亚各国概况

东南亚是由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菲律宾、新加坡、文莱、越南、老挝、缅甸、柬埔寨和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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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汶十一个国家组成。其中除东帝汶以外，其余十国组成东盟组织，该组织是以经济合作为基础的

政治、经济、安全一体化的东南亚地区合作组织。由最初的仅为起到维护自己安全利益及与西方保

持倡议关系作用的组织发展至今，已成为在平等与合作精神基础上，以共同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增

长、社会进步、文化发展及促进本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为宗旨，为建立一个繁荣、和平的东南亚国家共

同体铺平道路的区域组织。

二、东南亚十一国与中国的贸易及合作关系

( 一) 东南亚国家与中国双边贸易的总体格局

根据“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大数据报告 2016 年东南亚 11 个国家 GDP 之和为 2．5 万亿美元，占

全球 GDP 的 3．3%; 人口总数为 6．3 亿人，占全球人口的 8．5%; 对外贸易总额为 23，065．8 亿美元，

占全球贸易总额的 6．96%。在贸易总额方面，2016 年，东南亚地区贸易额为 23，065．8 亿美元，占沿

线 64 个国家贸易总额的 32．1%。在出口额方面，东南亚地区最多，为 11，798．6 亿美元，其次为东欧

和西亚北非地区，分别为 11，388．4 亿美元和 8，850．7 亿美元。在进口额方面，东南亚地区最多，为

11，267．2 亿美元。
( 二) 中国是东南亚主要贸易国家的主要进出口市场

在“一带一路”沿线主要贸易伙伴国中，中国是新加坡的第一出口目的国，是马来西亚、越南、
泰国的第二出口目的国，是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的第三出口目的国; 新加坡、越南、马来西亚、泰国、
菲律宾、印度尼西亚 6 个国家对中国出口额比重均超过 10%。中国是沿线主要贸易伙伴国的第一

进口市场。越南自中国进口占其总进口额的比重最高，达到 34．7%; 其次为印度尼西亚和泰国。除

越南同比下降 0．9 个百分点以外，其他 9 个国家自中国进口的比重都有所上升。［1］

2016 年，中国与东南亚地区贸易额为 4，554．4 亿美元，占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总额的 47．8%。
东南亚是中国最大的出口目的地，达 2，591．6 亿美元，占比为 44．1%。东南亚是中国最大的进口来

源地，进口额最大，达 1，962．8 亿美元，占比为 53．6%，也是唯一进口额增加的地区。从合作模式

看，中国与沿线国家贸易合作呈现四种类型: 全面合作型、潜力增长型、结构单一形、有待加强型，而

东南亚主要贸易国: 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泰国，印尼及菲律宾属于全面合作型。

图一 2016 年中国对东南亚出口前十位产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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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以上数据可以分析出中国对东南亚主要出口产品为: ( 1) 电机、电气设备及其零件，达 519．3
亿美元，占中国对东南亚出口总额的 20．0%; ( 2) 锅炉、机器、机械器具及零件，出口额为 359．6 亿美

元，占比为 13．9%; ( 3) 钢铁的出口额为 143．9 亿美元; 其他产品均小于 100 亿美元。

图二 2016 年中国对东南亚进口前十位产品［3］

而中国对东南亚主要进口产品则为( 1) 电机、电气设备及其零件，进口额达 723．0 亿美元，占中

国自东南亚进口总额的 36．8%; ( 2) 锅炉、机器、机械器具及零件，进口额为 193．9 亿美元; ( 3) 矿物

燃料、矿物油及其蒸馏产品等，进口额为 190．5 亿美元; ( 4) 特殊交易品及未分类商品，进口额为

110．0 亿美元; ( 5) 其他产品均小于 100 亿美元。
从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贸易交易总额主要产品，我们可以看到东南亚对中国贸易的重要性。

从中国对东盟国家贸易交易的主要产品均为机电与钢铁产品为主，从 2016 年矿物燃料、矿物油及

其蒸馏产品有较高的增长趋势，该领域的专业人才需求有较乐观的发展空间，尤其是具备汉语能力

的电气与机械工程学专业人才，以及开采技术人员。

三、一带一路倡议视角下的东南亚人才需求现状

自“一带一路”倡议推行以来，东南亚各国与中国的合作关系及贸易紧密度越来越密切，在合

作模式中，东南亚更有六个国家与中国属于全面合作关系模式，中国是东南亚主要贸易国家的主要

进出口市场。由此可以看出东南亚市场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性。
本文将从三个部分来分析东南亚在“一带一路”上的人才需求现状。一是从东盟成员国对中

国的进出口贸易额及相关商品来剖析东南亚与中国在哪些行业有更频繁的接触，从而分析出在哪

些方面有更大的人才需求; 二是从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双边合作重大项目中分析东南亚各国往后的

人才需求类型; 三则是从 2016 年发表的《2015 年东盟数据统计》来分析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在产业

发展视角、职业发展视角和旅游业发展视角下的人才需求。
( 一) 2015 年东盟成员国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额及商品

根据 2016 年发表的《2015 年东盟数据统计》中显示，2015 年东盟成员国对中国的进出口额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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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其他国家排行第一。东盟成员国出口到中国的贸易总额达到 133．93 亿美元，而东盟各国从中

国进口的贸易总额更是高达 211．52 亿美元，2015 年东盟成员国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 345．
44 亿美元，超越贸易总额排行第二的日本国约 100 亿美元。由此可以看出，东南亚是中国进出口

贸易的重要伙伴，其在“一带一路”倡议中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表 1 2015 年东盟成员国对中国的贸易总额( 十亿美元) ［4］

国家
出口 进口 贸易总额

出口额 百分比 出口额 百分比 总额 百分比

文莱 0．09 0．1 0．38 0．2 0．47 0．14

柬埔寨 0．43 0．3 4．04 1．9 4．47 1．29

印度尼西亚 15．05 11．2 23．55 11．1 38．6 11．17

老挝 0．75 0．6 1 0．5 1．75 0．51

马来西亚 25．98 19．4 33．12 15．7 59．1 17．11

缅甸 4．51 3．4 6．43 3．0 10．94 3．17

菲律宾 6．39 4．8 11．49 5．4 17．88 5．18

新加坡 47．7 35．6 42．1 19．9 89．8 26．00

泰国 16．38 12．2 39．8 18．8 56．18 16．26

越南 16．65 12．4 49．56 23．4 66．21 19．17

总计 133．93 100．0 211．52 100．0 345．45 99．99

自“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以来，东南亚各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关系越来越紧密，东南亚各国在

各方面及领域的人才需求也在不断提升。因为政治背景、文化背景及各方面因素的影响，东南亚各

国在人才需求方面虽略有不同，但总体上的相似度还是比较大的。就以全面合作模式的马来西亚、
泰国、菲律宾、越南、新加坡及印尼六个国家来说，在进出口贸易侧重最多的商品是“电机、电气设

备及其配件”，其次则为“机械器具及零件”这两方面，由此可见，东南亚各国在这两个领域的人才

需求量较大。另外，由于东南亚国家的地理位置优势，具有较多的矿物及燃料，在“矿物燃料等”的

矿业及石化工业类方面的人才需求较高。但又由于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整体教育水平偏低的关系，

本身无法培养出相应水平等级的专业人才，这就有赖于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协同培养职业型人才以

供双方日后在贸易及其他行业中的需求。因为东南亚各国在文化背景、语言、政治上的不同，所以

在人才培养方面应该侧重于两个关键点: 一是培养具备汉语能力的各国专业技术人才; 二是培养具

有专业技术知识的汉语人才，这样才能有效解决各国在人才方面的需求。

表 2 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十大贸易商品［5］

2015 年中国十大贸易产品( 百万美元)

产品 贸易额 百分比

电机、设备及其零件; 录音机及其再生产品; 电视机、录音机及其再生产
品; 以及所有产品的配件与制品

101，986 29．52

原子炉; 锅炉; 机械与设备; 以及每种产品的零件 50，198 14．53

矿物燃料; 矿物油和其提取的产物; 沥青物质; 矿物蜡 21，979 6．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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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贸易额 百分比

熟料及其制品 14，787 4．28

铁和钢 13，798 3．99

有机化学物质 8，415 2．44

光学仪器、摄影、电影、测量、检查、精度、医用或手术器械和器械、以及其

部件和配件
8，357 2．42

铁和钢制品 8，299 2．40

橡胶以及其制品 7，520 2．18

非铁路、电车轨道车辆及其配件与部件 6，717 1．94

前十总额 242，056 70．07

其他总额 103，388 29．93

总计 345，444 100．00

( 二) 中国与东南亚十一国双边合作重大项目

自“一带一路”倡议启动以来，东南亚各国在与中国双边合作的重大项目在各行各业都有逐渐

增多的趋向，其中包括了交通运输业、农林渔业、经济贸易、基础建设等各方面的合作。东南亚各国

因国情及工业化基础有所不同，故而在与中国的合作项目及行业侧重方面也有所不同，例如新加坡

与中国的合作项目以工业及科技偏多，但泰国柬埔寨等与中国的合作项目则侧重在农业、渔业、基
础建设等。在这些中国与东南亚各国所陆续签订的众多重大双边合作项目中，参与合作的不仅是

各国政府，各国许多国营企业及私人企业也都参与进来。可以说，因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行，东

南亚地区的就业人数有着明显提高，对社会的稳定性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本文从东南亚各国及中国的相关部门官网、数据库及新闻报导等搜集了各国在“一带一路”倡

议推行下与中国所签订的重大合作项目，并将这些资料整理统计后，整合出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在双

边合作项目中侧重的行业及人才需求类型。
由图三可知，在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双边合作的重大项目里，排行第一的是“建筑业”; 其次是

“制造业”; 再者是“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由于东南亚部分国家的工业水平较低及

经济发展较慢，社会生产和居民生活的公共服务物质工程设备较不完善，所以在双边合作的重大项

目中，属于基础设施工程建设的“建筑业”占了半数之多，而排行第三的“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

和供应业”也属于基础设施工程。由此可知，东南亚急需一批可以应付基础建设领域的人才，其中

“建筑业”的房屋建筑、铁路、公路及港口码头建设和“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都是最

迫切需要相应人才的行业。排行第二的“制造业”大部分为纺织、皮革和钢铁的加工业项目和轻工

业工厂，这表示大部分东南亚国家尚未达到全面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水平及能力，未来数年的人才需

求依旧倾向于轻工业、制造业及加工行业。
通过所搜集到的资料得知，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双边合作的重大项目里，“农、林、牧、渔业”、“房

地产业”、“采矿业”及“科技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是继“建筑业”、“制造业”和“电力、热力、燃气及水

生产和供应业”之后合作较为密切的行业。虽然其数量不多，但对于东南亚各国来说，中国先进及

发达的各种技术是东南亚国家较为缺乏的，通过双边合作可以使东南亚各国引进高端的科技来促

使国内的整体发展，故而东南亚各国对于应用及操作这些高科技的人才有一定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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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三 中国与东南亚十一国双边合作重大项目行业分类统计图

( 三) 东盟成员国就业情况分析

1．东盟成员国职业就业情况

文莱、马来西亚、新加坡行业就业人数占比最高的是技术和专业领域，农、林、牧、渔业的占比非

常小，其中马来西亚为 6．68%，文莱 1．40%，而新加坡更是完全没有农、林、牧、渔业人才，详见表 3。
文莱和新加坡在东南亚属于国土面积较小的国家，在国土面积有限的条件下，自然无法以农、林、
牧、渔业作为主要经济来源。文莱达鲁萨兰国的主要经济来源为石油业，而新加坡则以高科技技术

闻名，所以该两国的技术和专业领域的人才较多。
与此相反，柬埔寨、老挝和泰国这三国就业人数占比最高的职业为农、林、牧渔业领域，其中老

挝在农、林、牧、渔业领域的就业人数更是占所有行业人数的百分之七十之多，柬埔寨也占了近半

数。与此同时，柬埔寨、印尼、泰国、菲律宾和老挝在专业技术领域及管理类行业的就业人数就相对

缺乏。在“一带一路”五通里的“设施联通”的推动下，东南亚各国正积极完善本身的公路、铁路及

桥梁等基础建设，这对于专业技术领域类的人才有着较大的需求。

表 3 东盟成员国职业就业情况［6］

职业 文莱 柬埔寨
印度

尼西亚
老挝

马来
西亚

缅甸 菲律宾 新加坡 泰国 越南

专业、技术和相关人员 33．2 3．51 6．63 4．81 20．39 － 4．74 38．26 5．83 9．68

行政、执行与管理人员 7．6 0．78 1 1．56 5．11 － 15．17 16．08 8．5 1．08

办公室文员与相关人员 11．4 2．53 5．42 0．68 8．82 － 5．91 12．31 3．91 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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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 文莱 柬埔寨
印度

尼西亚
老挝

马来
西亚

缅甸 菲律宾 新加坡 泰国 越南

销售员与服务工作人员 19．4 16．27 18．4 9．1 22．67 － 11．94 11．91 19．4 16．53

农、牧、林、渔、狩 猎 业 工 作 人
员

1．4 42．52 6．66 70．11 6．68 － 12．84 － 29．5 10．33

产业与相关工作人员
运输设备经营及相关劳工

13 17．7 33．47 5．86 22．49 － 13．82 18．18 21．75 20．52

其它 14 16．69 28．43 11．12 13．83 － 35．59 3．26 11．11 40．04

总计 100 100 100 100 100 － 100 100 100 100

2．东盟成员国行业发展趋势

在行业发展趋势中，东盟各成员国因国情不同，在各行业的发展趋势也不尽相同。例如在工业

实力较弱的柬埔寨、老挝等国家，所侧重发展的行业为农渔林业，而国土面积相对小的国家因为无

法在农业林业上有较大的发展，故而在其他领域及行业上的发展在所有东盟成员国中反而遥遥领

先。
从表 4 可以看出，从事公共服务行业的人数在文莱是最多的。文莱虽然国土面积不大，但受国

教伊斯兰教的影响，文莱国民的心态较为安于现状，所以不像新加坡一样将每个地区进行规划采取

最大限度的开发，反而将他们特有的国情发展成旅游特色，吸引世界各地的游客到访。其次分别是

菲律宾、新加坡、印尼; 马来西亚、泰国、越南、柬埔寨和印度尼西亚的制造业也吸纳了相对多的就业

人员; 柬埔寨、印度尼西亚、老挝、菲律宾、泰国和越南，农、林、牧、渔业是吸纳就业人数最多的领域。
新加坡和文莱在这个领域上吸纳的就业人数非常少。同前文所述，这与两国的国土面积大小有着

直接的影响。

表 4 东盟成员国行业发展趋势［7］

行业( %)
文莱
2014

柬埔寨
2012

印度
尼西亚
2014

老挝
2015

马来
西亚
2015

缅甸
菲律宾
2013

新加坡
2015

泰国
2015

越南
2014

农渔林业 0．6 54．85 34 71．67 12．47 － 31．52 － 32．28 46．28

制造业 3．8 13．13 13．31 3．53 16．51 － 8．17 11．11 16．98 14．06

建筑业 7．4 4．97 6．35 2．95 9．31 － 5．98 5．14 6 6．28

批发与零售业、餐饮业、酒店 17．3 17．02 21．66 5．26 24．97 － 18．8 23．42 23．2 16．97

交通、库存、通讯 5．1 4．48 4．46 0．81 5．89 － 7．14 12．62 3．83 3．51

金融、保险、房地产和服务业 8．8 0．41 2．64 0．34 3．03 － 1．27 23．31 4．35 1．94

公共服务业 43．6 3．25 16．07 6．32 5．34 － 26．13 23．3 9．84 9．67

其它( 矿业、开采、电器、天然
气、水产)

13．4 1．89 1．51 9．11 22．49 － 0．98 1．08 3．52 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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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14 年东南亚国家不同产业就业人数百分比( %) ［8］

国家 年份
农林
渔业

制
造
业

建
筑
业

批发与
零售业、
餐饮业、

酒店

交通、
库存、
通讯

金融、
保险、

房地产
和服务业

公共
服务业

其它( 矿业、开采、电
器、天然气、水产)

文
莱

1995 2 5．8 50．4 15．6 5．7 6．8 5．6 7．9

2000 0．6 3．8 7．4 17．3 5．1 8．8 43．6 13．4

柬
埔
寨

2003 64．8 9．1 2．1 12．8 2．7 0．3 7．8 0．3

2004 60．3 9．5 2．6 14．5 2．6 0．4 9．7 0．4

2014 54．9 13．1 5．0 17．0 4．5 0．4 3．3 1．9

印
度
尼
西
亚

2012 35．1 13．9 6．1 20．9 4．5 2．4 15．4 1．7

2013 34．8 13．3 5．6 21．4 4．5 2．6 16．4 1．5

2014 34．0 13．3 6．4 21．7 4．5 2．6 16．1 1．5

马
来
西
亚

2012 12．6 17．5 9．1 24．2 6．5 5．5 22．8 1．8

2013 12．7 16．8 9．4 24．5 6．2 5．3 22．0 3．2

2014 12．3 16．7 9．1 25．0 5．9 10．2 18．0 2．8

菲
律
宾

2012 32．0 8．3 6．1 22．2 7．7 4．6 17．1 1．1

2013 31．6 8．1 6．0 23．2 8．0 5．0 17．1 1．0

2014 30．8 8．1 6．6 23．4 8．0 5．1 17．2 0．8

新
加
坡

2012 － 14．1 5．1 21．3 13．5 21．6 23．0 1．3

2013 － 13．6 5．0 21．3 13．8 21．4 23．6 1．3

2014 － 11．9 4．7 23．0 13．1 22．7 23．5 1．2

泰
国

2012 38．9 14．7 6．3 21．2 3．0 3．1 12．0 0．7

2013 41．6 13．5 5．9 20．7 3．0 3．1 10．9 1．2

2014 34．1 16．9 5．6 22．6 3．9 3．9 12．1 0．9

越
南

2012 48．4 13．8 6．4 15．5 3．3 1．3 9．8 1．4

2013 46．7 13．9 6．3 16．8 3．5 1．9 9．5 1．3

2014 47．9 14．9 6．2 17．3 3．6 2．0 6．7 1．4

与东南亚国家不同职业就业人数所显示的数据大同小异，在不同产业就业人数百分比中，农、
林、牧、渔业是柬埔寨、老挝、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和越南吸纳就业人数比重最多的部分。虽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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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这六个国家就业人数在占农业的比重持续呈现下降趋势，其中柬埔寨的下降幅度最大，其他

四国小幅下降。农业吸纳就业人数的下降反应出的两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这些国家制造业和公共

服务行业的现代化发展; 二是农业地位的下降对东南亚地区的影响，那就是有可能导致粮食危机。
从“一带一路”倡议推动的五大核心内容来看，“设施联通”及“贸易畅通”是东南亚各国与中国进

行的双边合作项目中占比较大的两个领域，在这样的情况下，东南亚各国对于建筑业和金融业领域

的人才需求定会持续增加，所以对于现今就较为缺乏的这两个专业领域人才就显得更有迫切培养

的必要性了。
3．中国赴东盟国家旅游旅客统计

在中国经济实力日益崛起的这个时代，赴国外旅游的游客数量也呈直线上升。下图所示为从

2004 年到 2014 年这十年间，中国赴东盟国家旅游的旅客人数统计。从《2015 年东盟国家数据统

计》中所得的数据可以看出，中国近十年到东南亚旅游的中国游客人数呈现连续上涨的趋势。中

国游客客流量较大的国家有泰国、越南、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其中到泰国旅游的中国游客更是达到

了其他国家的两倍以上。这是由于泰国政府对中国游客推行了旅游免签的政策，促使中国赴泰国

旅行的游客较之其他国家来得更多。

表 6 2004 至 2014 年中国赴东盟国家旅游旅客人数统计( 千人) ［9］

国家
旅客人数( 千人)

2004 2006 2008 2010 2012 2014

文莱 5 20 28 25 27 39

柬埔寨 46 81 130 178 334 560

印度尼西亚 51 － 337 422 618 927

老挝 33 5 106 162 200 422

马来西亚 550 439 944 1，130 1，559 1，613

缅甸 18 25 98 114 71 809

菲律宾 40 134 164 187 251 395

新加坡 880 1，037 1，079 1，171 2，033 1，722

泰国 780 1，033 937 1，122 2，761 4，624

越南 778 516 650 905 1，429 1，947

表 7 2015 年世界各国赴东盟国家旅游旅客人数( 千人) ［10］

国家
旅客人数( 千人) 百分比( %)

2014 2015 2014 2015

东盟成员国 49，223 45，992 46．8 42．2

欧洲 9，215 9，570 8．8 8．8

中国 13，059 18，596 12．4 17．1

大洋洲 4，384 4，191 4．2 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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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旅客人数( 千人) 百分比( %)

2014 2015 2014 2015

日本 4，634 4，703 4．4 4．3

韩国 5，018 5，839 4．8 5．4

美国 3，254 3，382 3．1 3．1

印度 3，071 3，308 2．9 3．0

其他 13，225 13，323 12．6 12．2

总计 105，084 108，904 100．0 100．0

上表所示为 2015 年世界各国赴东盟国家旅游的旅客人数统计，2015 年赴东盟各成员国旅游

人数最多的国家为中国，从 2014 年的 12．4%增长至 17．1%，达到 18596( 千) 人次，成为除东盟成员

国之外最大的旅客来源国。可见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东南亚各国与中国之间不仅在贸易

合作方面有了更密切的关系，在旅游业方面也有更紧密的联系。目前东南亚许多国家都对中国游

客开放旅游免签和落地签的优惠政策，在双边政府的合作推动下，东南亚各国与中国的旅游人数都

得到相应提升。
通过越来越多中国游客到东南亚旅游的趋势可以看出，中国游客的大量出境旅游对带动东南

亚的旅游业有着良好的影响。在游客进行消费刺激市场的推动下可以拉动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增

长，对促进中国和东南亚各国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交流都有积极作用。
在东南亚旅游业蓬勃发展的状态下，东南亚对于旅游业方面的人才需求也不断提高，特别是通

晓汉语的各国本土导游、酒店管理者、旅游景区管理者等。另外，由于现今社会越来越推崇自由行，

在缺乏通晓汉语导游的情况下，甚至连交通运输业、商业各领域等都迫切需要拥有相应专业知识的

汉语人才。

四、东南亚的职业教育型人才培养现状

( 一) 东南亚的职业型教育体系发展

除泰国以外，东南亚其余十国都曾经历殖民政府的统治，而独立后东南亚各国在各行各业中急

需本土人才，于是在培训职业人才方面都不遗余力。可以说，东南亚各国的职业教育发展进入正轨

是从各国独立后开始，从早期的培训到后来创建出正规职业教育，各国在这个历程中渐渐摸索出适

用于各国的一套体系。
上世纪 60 年代，东南亚各国陆续开始发展本国工业。在工业化建设初期，劳动力文化素质及

技术水平的提高成了各国工业是否能持续发展的关键，也就是在这样的契机下，东南亚的职业技术

教育得到了重大的发展。从初期的劳动力培训转变到专业技能的培训，各国都逐步建构起适用于

本国的正规职业教育体系。殖民政府时期的东南亚多是对劳工进行单一的短期培训，而独立之后

各国也根据自身的工业及产业发展需求而建设了多样化的专业技术培训机构。
举例来说，马来西亚在独立后的十年内由政府教育机构培训的人共有 5．2 万，到了 1980 年，约

有 18 万马来西亚人民接受了各类职业的专业技术培训。发展至今，马来西亚已将普通教育、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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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及高等教育三个阶段的义务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联合起来，学生可以根据各校在课程设置、结
构及分类的特色选择相关课程，并且在完成该阶段的教育之后转向职业教育院校进修。例如在完

成中等教育阶段后转向医护人员职业培训机构继续进修，毕业后获得相应文凭到诊所担任护士或

是到学校里担任红新月会指导老师等。
而新加坡正式从马来亚分离出来之后开始与日本、德国及法国合作开展技术服务的培训，1980

年后又与该三国合作建设了三所技术学院。总的来说，新加坡现有的职业教育体系既包含了各种

短期培训，也包含了正式的职业文凭专科、技术性本科及专业性研究生课程，如此的一体化教育体

系保证了新加坡的人才辈出。泰国现有的职业技术院校共有 400 多所，其中由泰国教育部开办的

职业技术院校有 202 所，在校生达 27 万人次。除此之外，泰国的业余职业学院也近 1000 所，如此

看来，泰国在职业教育人才培训方面也是极为重视的。
在职业技术教育院校模式借鉴方面，东南亚各国在独立初期多是学习并借鉴发达国家的办学

经验来创办职业技术教育院校。举例来说，泰国的地方大学是根据美国州立大学的办学模式来兴

办的; 菲律宾的高校则是多采用美国教育理念里的自由发展及竞争求生存的发展模式; 马来西亚各

大学及高等院校借鉴的是英国高校的办学模式; 新加坡的工艺学院所借鉴的则是英国多科技术学

院的办学模式( 冯增俊，1966) 。根据邹一戈与冯增俊( 2010: 75) 的研究成果，然而因为各国产业的

需求不同，东南亚各国逐渐摸索并创建出符合本国国情并且拥有自身发展特色的职业教育体系。
例如新加坡在借鉴德国职业教育里的“双元制”教育模式基础，创建出适用于新加坡的“工厂教学

模式”，把课程教学及工厂实践紧密结合在一起; 马来西亚也在职业院校发展过程中调整了自身的

产业发展策略，以东南亚“多媒体超级走廊”为目标，在网上资讯服务、电子商务和数码广播等科技

上大力发展; 而泰国根据自身农业的需求而大力发展农业职业技术教育，对中等及专业职业教育尤

为重视，到了 2010 年，泰国的农业技术院校已占该国职业院校的百分之四十。
泰国的 The Ｒajamanggal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Lanna 和马来西亚的 The University of Tun

Hussein Onn Malaysia 这两所学校目前已实行了比较完善的职业教育体系，基于学生、企业和政府

一体化的教学模式，学生在院校学习 6 个学期，在企业实习 2 个学期。据印尼教育部职业教育局

2016 年的数据，如今全国至少有 13，167 个职业中学，其中有 287，717 名教师。有 9 个专业最受欢

迎，其中有信息技术与通讯( 972，526 名学生) 、技术和工程( 538，713 名学生) 、旅游( 286，465 名学

生) 、医疗( 197，738 名学生) 、农商与农产技术( 186，554 名学生) 、工商管理( 182，091 名学生) 、渔
业和海洋( 56，647 学生) 、艺术与工艺品( 36，396 名学生) 及表演艺术( 8，258 名学生) 。［11］

( 二) 东南亚职业型教育体系所存在的问题

1．失业率比较高

东南亚国家特别是青年的失业率平均为三到四倍，高于成人失业率( 发达国家青年失业率通

常比成年人失业大 1．5－2 倍) 。根据 2015 年印尼统计局的数据，印尼的失业率相当高，达到 7．6%，

其中最高来自于中专毕业的劳动力高达 12．65%，其次来自于高中毕业的劳动力高达 10．32%，原因

是因为毕业生的能力与企业需要的劳动力专业要求不比配。越南 2017 年 1 月的失业率为 2．09%，

青年失业率达到了 7．29%。泰国 24 月份青少年失业率升至 6．9%，而泰国青年失业率与成人失业

率相差更大。根据泰国官方在今年 5 月份公布的失业报告中可知，2017 年 4 月泰国的失业率为 1．
2%。其中，青少年失业率增至 6．9%，去年同期仅为 5．1%。而壮年失业率从去年的 0．7%降至今年

的 0．6%。部分问题源于人口结构的人口统计变化，以及许多以前雇用年轻人的工作已经不复存

在。这不助于社会稳定，政府应该调查如何调整劳动人口结构的变化，许多以前雇用年轻人的工作

已经不存在。政府应该积极调查劳动力市场政策如何为他们提供体面和富有成效的工作的能力和

机会。望“一带一路”倡议的各种合作项目能为东南亚国家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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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缺乏全面和技能人才

根据世界银行的报道显示，泰国将面临东盟地区最严重的熟练劳动力短缺问题，而学术界已经

提出了实施区域教育以使学生获得就业市场的正确技能。根据泰国博任大学研究部的调查结果显

示，近年来，泰国 83．5%的劳动力为不熟练工人。这使得泰国的熟练劳动力在东盟国家中的占比最

低，其次是马来西亚、柬埔寨、越南、印度尼西亚和其他国家。世界银行认为，泰国教育体系的不完

善导致了泰国缺乏竞争力。博任大学研究部副部长 Kiatana 也认为，泰国教育体系无法为就业市场

提供具有合适技能的人才，因此导致劳动力与就业机会的不匹配。而在邻近的国家如马来西亚、中
国和新加坡，教育在经济方面起着关键的作用。在这些国家中，教育主要依赖于四个方面: 管理、规
划、人员和资源分配。此外，学生不论是选择职业教育还是大学，其课程设计都是足够灵活的。

随着工业化的进行，企业往往向价值链上走高，资本密集型企业也随之增多。因此，最成功的

贸易国家，主要是在东南亚，现在创造就业机会的过程中，被称为“事业增长”缓慢得多的一部分。
此外，还有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没有创造就业机会的多数是低技能和低收入部门。如何在产业结

构中扩大劳动力需求，需要更多的分析。
3．技能错配明显

在该地区的技能获取和业务需求之间普遍存在不匹配。劳动力的技能发展需要一个有利的环

境，以便提供技能的平衡与提供机会使用这些技能。因此，技能发展应与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私营部

门的就业促进相结合。特别是，国际合作对发展有利环境的微型和小型企业是至关重要的。实行

具有行业目标增长的产业政策，一旦产业政策到位，各国政府就很容易确保在技能的需求和供应能

力之间的匹配。不幸的是，定义什么是优先部门的未来发展的技能仍然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任务，

许多机构和组织在该地区工作。
以印尼职业教育为例。目前印尼职业教育面临的主要挑战为: 职业技术院校的实践训练和技

能教学与劳动力市场的要求之间缺乏足够的对应关系。这是由职业教育院校的教师在学术培养和

技能实训之间着力不均造成的，后者的教学比重过少。因此，印尼劳动力的技能配置似乎并不符合

劳动力市场的需求。随着印尼经济达到更高水平的增长速度，职业教育的改革将是至关重要的。
解决潜在的技能不匹配，不仅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还能提高生产力、竞争力和经济增长速度。
印尼有大约 6000 万名熟练工人。根据 2016 年印度尼西亚经济发展总体规划( MP3EI) 的预测可

知，到 2030 年，印尼需要 1．13 亿名熟练工人( 即在今后的 14 年间，每年需要增加 380 万名熟练工

人) 。这对印尼的教育培训行业来说，是一个相当巨大的挑战。
( 三) 东南亚各国人才需具备的能力

1．具备实用性的专业能力

在“一带一路”五通里的“设施联通”的推动下，东南亚各国正积极完善本身的公路、铁路及桥

梁等基础建设，这对于专业技术领域类的人才有着较大的需求。而东南亚大部分国家是发展中国

家，人民的整体教育水平不高，大多数东南亚国家的教育制度都还不够完善，缺乏高端人才，但各个

项目迫切需要大量的高素质专业化人才参与各项项目和工程。
2．通用语及小语种能力

掌握东盟各国语言的小语种运用能力是对人才最基本的要求。从各项职业能力出发，兼具有

小语种能力或汉语能力，是“一带一路”事业中，中国对外工作人员和本土人才必须具备的基本素

质。目前中国的职业教育往往以职业能力为主，只有外贸专业等少数方向的职业教育把外语能力

当做职业素质的必备部分，其他大部分范围的职业教育都不重视培养学生的外语能力，大多数职业

院校的学生连通用语( 英语) 能力都不能保证达标，更不用说东盟各国语言。同时要求职业能力和

语言能力便成为跨学科能力要求，以中国目前的教育体制看来，短期内要找到符合要求的人才，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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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退而求其次，要么从语言专业找，让学生自学或者培训速成必备的职业能力，要么从对应专业找，

然后培训其外语能力。从长远规划来说，为有针对性地培养适应“一带一路”倡议需要的人才，我

们必须就解决这一问题作出适当规划。
3．对不同文化的适应能力和意识形态、宗教问题的应对能力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原北约、华约、欧盟等经济体组织国家的最大区别在于，“一带一路”沿

线众多国家目前仍然是文化差异极大，意识形态背景差异极大的国家，其民众并未形成普遍的共同

利益诉求和文化取向。尽管苏联解体已超过二十年，对社会主义的排斥和恐惧在许多国家并未完

全消散，追求西化、唯西方发达国家马首是瞻的思维方式在众多国家的普通民众中仍然相当普遍。
同时，某重要西方国家高度发达的现代传播学研究在国际关系战略上的运用在破坏“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国家间关系、挑动各国国内阶级和宗教纷争甚至制造分裂和内战有丰富的经验并且取得

了光辉战绩。
目前看来，在伊斯兰教国家出现的反世俗、宗教极端化趋势，在佛教或原儒家文化圈国家出现

的民主民粹化趋势，都在破坏东亚东南亚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现代化、社会文明化进

程。这些意识形态性问题与各国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问题夹杂在一起，在种种具体工作中

对外国和本土人才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对此，我们需要要求职业人才在处理具体工作中关于社会

文化事务的问题时，要尊重不同文化，坚持不同文化不论国家或族裔背景强弱都是普遍平等的。同

时还要意识到，在文化和宗教信仰平等且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世界范围内的文明进程有一定的规

律。当今世界许多发达国家也是脱胎于野蛮落后的文化，西方基督教文化在中世纪时一样贫困落

后，内部不平等且动辄教派大屠杀，一百多年前中国社会更是贫困落后，在二战时甚至濒临亡国灭

种的绝境。而伊斯兰世界也曾经是文明先进的，原奥斯曼帝国就是高度宗教宽容且繁荣富裕的，其

领土的核心地区至今仍可见各种非伊斯兰教余脉就是证明。造成过去野蛮落后的文化发达、过去

文明进步的文化落后的原因不是某种特定的语言、宗教信仰或者民族属性，而是对技术进步的不懈

追求与对先进技术有效的控制利用，以及调整旧有的生产生活方式使其适应技术进步带来的社会

变革。
从中国近现代历史走过的路就可以看出，现代化不是彻底西化，现代化和传统文化之间不是西

风和东风的关系，只要努力，每一种特定文化都能最终找到自己的现代化道路。只有认识到这一

点，我们才能破除各种固有成见，更好地处理各种跨文化交流问题，并且从总体上在“一带一路”各

国找到总体共识，从这个共识出发处理各种具体事务里的跨文化摩擦和矛盾。
4．国别化的具体问题

“一带一路”倡议对职业人才的要求，文化和宗教、意识形态问题具体到工作中，以及各国不同

国情特点，共同对职业教育型人才提出了具体国别情境的问题。这一问题就要我们在人才培养的

过程中注意各国的环境、资源、法律规定等的不同。

五、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性人才培养模式借鉴及建议

( 一) 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型人才培养模式特点

职业教育体系的设计是整个职业教育制度设计最重要的部分。放眼全球，德国的职业教育体

系不论在人才培养还是在助力经济发展都获得肯定，东南亚国家中的印度尼西亚、老挝、菲律宾、越
南、东帝汶、柬埔寨、缅甸等国已经开始引入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我们借鉴这一教育体系的

成功经验设计新型的职业教育模式并在东南亚国家试行和推广是十分有益的。
德国的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是一种把劳动力市场、职业学校、高等教育系统和普通教育体系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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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结合起来的教育体系。这种教育体系有益于提高就业率和中小型企业的竞争力，有益于社会的

稳定和团结。
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能为就业者、企业和政府决解问题。通过这一教育体系，学生可以浏览该

地区企业职业教育的相关信息、搜索和申请学习的位置、选择实习企业等。在双元制教育体系中，

企业可以通过资格认证参与职业教育体系、可以提供在岗学习的位置、审查学生的申请、最后选择

适合的学生进行培训教育，从而省略大量的管理与培训费用并且能培养出忠诚度高又能够胜任工

作的员工。
政府在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里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国家经济的增长和发展都离不开高技

能人才，从社会稳定的角度出发，政府应通过各种手段使青少年都能够进入中等教育阶段，帮助青

少年做好进入社会的准备，获得现时的和未来的就业市场需要的劳动技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同时，政府能够投入职业教育体系的预算也是有限的，所以是否能保证每一份投入的资金都能被有

效地利用，争取少投入高产出是政府执政能力的体现。从这个角度出发，政府在双元制职业教育体

系中需要承担如下工作: 建立规范双元制职业教育的法律框架; 授权给各利益相关者( 行业协会，

企业，工会，政府机构) ; 向所有人开放双元制职业教育的入学机会，不考虑之前的学历; 将双元制

职业教育纳入到中等义务教育范畴; 在公立职业学校提供双元制职业教育; 确保双元制职业教育毕

业学生有机会进入高等教育; 监测与开发，对双元制职业教育进行制度化的研究与开发。
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应该建立在法制化的轨道之上。参与培训的学生与企业、教育机构应当订

立书面劳动合同和合作协议，由行业协会提供教育合同的范本并进行登记，合同双方需根据法律对学

习年限、学习的起止时间、试用期、假期、学习内容、生活津贴、合同的终止等具体细节作出约束。
双元制职业教育是与工作实践相结合的职业教育，学校和企业两个学习地点相互协调形成

“双元”，双方共同完成每一项职业教育计划。学生百分之七十的时间在企业学习，企业与学生订

立教育合同，支付受教育者生活津贴，在真实的工作环境( 提供企业教师、最新设备等等) 中，为学

生提供系统化教学; 另外百分之三十的时间，学生则是在职业学校学习，学习内容则以各国及中国

的文化、政治、语言等为主。职业学校接受政府等提供的财政支持，并对学生提供奖学金或实施学

费减免的措施来广招学生。
在这个基础上，企业和学校可以合作针对具体项目设计教学计划，企业依照职业教育条例中确

定的企业教育标准( 最低标准) 开展教学，学员在工作场所承担职责和任务，在与工作实践相结合

的学习过程中，为企业创造效益。职业教育学校依照框架课程中确定的职业教育标准，开展专业科

目教学( 占教学内容的 2 /3) ，并依照学校课程，传授普通文化知识( 占教学内容的 1 /3) ，学校教学

以课堂教学为主。教育企业和职业学校也可能分别安排学生在其各自的场所长期学习，比如，先在

教育企业连续学习 4 周之后再返回学校学习相关教科书知识 1 周。
在传统的学科课堂体系里，一般会涉猎到一些与专业相关的其他课程，或者将学科细分成不同

课程单独进行教学。但在双元制教育模式下，学校会根据每个不同岗位的职业需求而设置课程，以

符合这些职业在社会上的实际需要。例如将电工、机械、电子、气焊等知识统合起来成为一门专业

知识课，将传统的学科教学内容应变成综合性学习项目，避免出现学生在毕业后无法应付职业岗位

的实际需要。这样的跨学科教育方式所带来的好处在一定程度上省却了传统教育方式上所花费的

大量学习时间，并且能够形成更加有针对性的学习内容，使得理论与实习在教学上实现紧密结合，

达到更有效的教学目的。
在理论教学上，双元制教育模式的教材也与传统教材有所不同。传统教材一般较为注重理论

知识，但为了更能适应企业对技术的要求及学生在专业上的发展，双元制教育模式下的教材则是更

为注重基础性、关联性、广泛性及实用性。在实习教学上，双元制教育模式下的学校将会针对每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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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科设计不同的实习教学环节，以求达到与企业生产及岗位工作上的实际接轨，使学生在学期间就

能经历及感受到企业生产的完整工作过程，在最大程度上满足了学生们毕业后在工作岗位上的实

际需求。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中，学生完成学业与实践课程后，也需要通过考试和考核，才能获得

相应证书。这里的考试和考核工作就需要由专业的考试委员会来设计和执行。考试委员会由行业

协会组建，其成员构成应当有企业代表、雇员代表、职业学校教师( 政府部门) 等。通常情况下，考

试委员会不包括为学员直接提供教学服务的企业教师，考试或考核需对受教育者进行评估并划分

等级。学生在通过考试或考核后获得由行业协会颁发、全国承认的职业资格证书。在完成这一工

作后，教育合同便告终止，学生的职业生涯由此正式开始。以此为起点，学生仍然可以选择接受初

级高等教育或进一步进入职业深造。
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也需要各利益相关者监测、监督、提供支持。在教育过程中，行业协会需

要为教育企业提供咨询，为教育企业的教师提供培训，对企业和企业教师进行评估、认证，确保其职

业教育资格，监督企业教育运行( 设施、教师等等) ，为企业招收学员提供支持，登记教育合同，组织

中期考试和结业考试，调解受教育者与企业间的纠纷，组织其他活动等等。政府相关部门需要为公

立职业学校提供财政支持，并对其开展的非全日制职业教育进行监测和监督，指导开展职业教育领

域的制度化研究，开发职业教育标准，为失业群体和弱势群体进入双元制职业教育提供支持，为残

疾群体进入双元制职业教育提供具体支持，对职业教育进行定位，并加强人们对双元制职业教育的

认识。此外，还需要工会和雇主协会共同商定支付给受教育者的生活津贴数额，工作委员会监督企

业教育的运行、参与企业教育标准的开发、作为考试委员会的部分成员等。
双元制职业培训工作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就是职业教育标准的建立。这一建立的过程首先需

要雇主在需要新的职业资格的工作场所，明确新的工作任务。其次，社会伙伴和政府部门在联邦职

业教育研究所的指导下，协商并提出新的企业教育标准( 教育条例) 。职业学校对教育标准的更

新 /开发( 框架课程) 要与企业教育标准( 教育条例) 相协调。由这个标准指导实施、监测、监督全国

范围的双元制职业教育，并提供支持。
为了保障参与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的各相利益主体都的合法权益，政府应当建立完备的法律

框架。其中应该包括且不限于青少年劳动保护法、手工业条例、劳资法、工会法、行业法、义务教育

法、教育条例和框架课程协调开发的联合协定等。在设计和执行这一职业教育制度的过程中，我们

应该看到德国在此项工作上取得良好成绩的条件。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历史悠久，国家高度发达

的经济格局催生劳动力市场对技术工人的需求，全国上下有大量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中小企业，经过

多年的普及，大量企业有开展职业教育的兴趣、承诺和能力，同时，社会上有强大有效的协商机制，

维护企业和员工利益( 行会 /工会) ，社会伙伴大力参与职业教育，加上可贵的协同合作文化，使得

职业教育标准得到广泛认可。此外，我们也不能忽视德国强大的政府调控能力，胜任职业技术教育

的学校师资和企业师资队伍，为职业教育提供学生来源的普通教育体系能够帮助年轻人做好进入

职业教育的准备。而从此出发来看东南亚各国现有的职业教育体系和社会经济状况，我们就会发

现许多需要各国政府等努力的工作方向。
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需要注意的问题: ( 1) 双元制职业教育培训的区域化发展战略和政策;

( 2) 区域性劳动力市场———通过教育培训体系吸引劳动力进入; ( 3) 根据区域性的劳动力需求设计

和设立的国家双元制职业教育培训机构; ( 4) 需要合格的职业经理人、职业培训教师和指导者。
( 二) 东南亚引进德国双元制职业型教育的原因及优势

从教育水平方面来看，东南亚各国的教育水平落差较大，其中新加坡的整体教育水平最高; 马

来西亚、泰国、印尼、菲律宾及文莱属于教育水平中等的国家，而柬埔寨、越南、老挝、东帝汶、缅甸四

国由于各自的政治、文化背景等因素致使国家的整体教育水平偏低。引进双元制职业型教育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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帮助原本教育水平较低的国家提升整体教育水平，使原本无法升学的青少年可以选择职业型教育

来获得专业技术领域方面的知识及实际操作能力。在东南亚教育水平中等的国家，许多留学回国

的高端人才在国内无法找到相应职位及薪酬的工作机会，故而这类人才大多选择出国寻找就业机

会，选择回国屈就于职位及薪酬较低工作的人才较少。在这些教育水平中等的国家，引进双元制职

业型教育培养大量的中端专业技术人员可以有效解决人才“高不成，低不就”的问题。
从经济贸易方面来看，东南亚各国对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商品以“电机、机械、电子器具等”为

主，在该领域对人才的需求也较多。引进双元制职业型教育可以帮助各国培养大量相关领域的专

业技术人才，供应各国在经济及贸易方面的人才需求。
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东南亚各国在工业、经济、贸易等各方面都有飞速的发展，在国

家实力提升的同时，整个市场对于人才的迫切需求就表露无遗，这使得教育水平较低、原本就缺乏

技术人才的部分东南亚国家在人才供应方面更显得捉襟见肘。在这样的情况下，借鉴德国双元制

职业教育型人才培养模式可以为东南亚国家培养各领域的技术专业人才，有效缓解东南亚国家缺

乏劳工及技术专业人才的窘境。另一方面，引进双元制职业教育可以鼓励各国失学青少年投身专

业技术领域，从侧面提升国家整体教育水平，也减少青少年因失学而引发的种种社会问题。
( 三) 对中国———东南亚职业型教育人才培养建议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发展，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合作与各项投资的在逐渐增多的

同时，双方在教育上的合作也日益密切。为了应付世界经济的变化，各国不仅在自身的经济结构上

做出相应改变，在高等教育的层次也水平上也随之提高。在现在这个知识与经济的时代，为了能够

实现更长远的合作及发展，中国和东南亚各国在高等教育上也必须有紧密的合作，根据双方的需求

及发展规律探索出一套适用于双方的教育合作模式。在新的格局下，突破传统的合作办学内容及

教学模式必定能够优化双方在教育合作上的路径，推动双方在经济发展上继续前进。
因此，中国与东南亚各国在培养人才方面的合作不能只停留在语言教育上，而是要扩大到培养

学生的实用性专业能力。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发展，将需要大量的基础建设设施、电气机

械方工业、纺织品工业、农业、旅游业等行业的人才需求。而根据东南亚( 除了新加坡) 的教育体质

得知，东南亚国家的教育水平较低，各国政府正在努力完善职业教育系统，与德国、日本等国家有了

相关合作。对即将在东南亚进行开发的中国企业来说，对接当地的职业教育体系才能培养出适合

中国企业的高效率人才。
另外，中国在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方面也有较为成功的例子，比如上海的中等与高等的职业教

育。中等职业教育毕业生可以直接融入劳动市场或者可以到高等职业院校继续深造，大部分的学

生将从事技术与生产管理岗位。不少日本与德国企业，如 BASF、Toyota、Quivira、DuPont、Sikkens 等

公司约于 1994 年开始与北京的职业院校有了相关合作。因此，中国可以与相关企业合作，引进东

南亚的留学生到中国各种职业院校学习，实行双元制职业教育模式，培养出有针对性的人才，并解

决中国企业在东南亚的劳工问题。
在东盟各国合作发展和东盟与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视野下协同发展的基础上，东南亚各国

的职业教育体系建构不仅是一国一地之内的工作，而且也是区域内各国、区域与中国相互合作，协

同发展的工作。通过全面的文化事业工作，使全区域内形成共识，不以国别、族裔、宗教信仰、社会

阶层等对人下定论，而是以是促进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文明进步为标准来推动文化和价值观建设，

促进区域内各国民众的友好往来和各国在经济、教育事务上的友好协作。为了推动东南亚与中国

“一带一路”建设更好发展，建议双方加强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方面的合作: 建立广西，云南，福建，上

海等省的东南亚合作关系，在两国开展职业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方面的合作与交流; 组织中国———
东南亚职业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研讨会，研究职业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 组织中国与东南亚教育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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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和培训人员的交流活动，使两国教师互相学习，弥补双方的不足。
注释:

［1］摘自 2017 年“一带一路”贸易合作大数据报告: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在全球贸易合作中的总体格局，［DB/
OL］https: / /www．yidaiyilu．gov．cn /wcm．files /upload /CMSydylgw /201703 /201703311012016．pdf

［2］摘自 2015 年东盟数据统计，［DB /OL］http: / /www．nicozangroup．com /contents /25Content－ACIF．pdf，2016．
［3］摘自印尼 Detik 在线新闻媒体报道: Kusuma，H． : JaringLulusan SMK MasukkeIndustri，ＲI BelajardariJerman，

［EB /OL］https: / / finance．detik．com / industri /d－3499691 / jaring－lulusan－smk－masuk－ke－industri－ri－belajar－dari－
jerman? _ga= 2．192383082．1560017769．1494603485－179888748．1479880479，2017－05－12．

［4］摘自 Thailand faces greatest shortage of skilled labour in Asean: World Bank，［EB /OL］http: / /www．nationmultime-
dia．com /news /national /aec /30278222，2016－02－01．

［5］摘自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Indonesia; Crucial to Compete in the ASEAN［EB /OL］http: / /www．gbgindonesia．com /
en /education /article /2016 /vocational_education_in_indonesia_crucial_to_compete_in_the_asean_11489．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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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视角下东南亚职业型人才培养模式分析

An Analysis of the Training Model of
Vocational Human Ｒesource in Southeast Asi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One Belt and One Ｒoad”

Teng Jing Shin ＆ Surinah ＆ Panatda Laohachot ＆
( Overseas Education College，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102 China)

Abstract: China and South East Asia have closed relationship in trade and construction since the Belt
and Ｒoad initiative，and that gave rise to the need in man power of all walks of life． But some problems a-
rose: both China and South East Asia met with the shortage of human resource，so the solution will be
training the man power that really fulfills our need at this moment． This article points ou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East Asia，and tries to figure out the issue in training those people in every part
of South East Asia and educate them referring to the educational system of Germany．
Key words: One Belt and One Ｒoad; personnel training; Southeast Asian talents training; professional tal-
ents training

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檿

敬告读者

因期刊发展的战略调整，《海外华文教育》自 2018 年起改为双月刊。

·70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