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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职业教育既是高等教育，又是职业教

育，具有双重属性。高等职业教育的这一性质

决定了它与普通高等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有着

不同的使命。在过去十年，我国高等职业教育

规模在短期内取得了迅速发展，然而受传统文

化观念和教育制度等因素的影响，我国高等职

业教育在许多方面一直游离在高等教育的边

缘，社会对高等职业教育应有的使命认识不清，

这成为制约其继续发展的重要因素。新时期，

面对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诸多问题，必须

进一步明确高等职业教育应肩负的历史使命。 

一、培养大量高技能人才是高等职业教育的

根本使命 

作为一种教育类型，高等职业教育的根本

使命是培养人才。然而，培养什么样的人才呢？

即人才的层次和规格是什么？这个问题自近代

以来一直伴随着高等教育发展的整个过程，形

成了“学术性”与“职业性”两种不同的高等

教育质量观之争。中世纪大学主要培养神职人

员，以探究高深学问和普遍学问为己任，不关

注社会和市场的需求，成为专注学术的“象牙

塔”，是典型的学术性人才培养机构，如巴黎大

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随着生产力发展对

知识的依赖程度日益提高，社会客观上要求大

学打开校门，为社会经济发展服务，而大学的

学者们却努力坚守自己的传统。在这种情况下，

一种适应社会需求的新的高等教育机构应运而

生，这类高等学校一改传统大学的做法，主要

培养社会各行各业所需要的高级专门人才，具

有较为明显的“职业性”，如 19 世纪英国的伦

敦大学和城市学院，法国的工程师学校，德国

的工业院校等。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劳动

分工的深化，高等教育系统的职业倾向日趋明

显，以致形成了今天的高等职业教育。因此，

高等职业教育是基于社会各行各业的需求而产

生的，它发展的过程也是其人才培养与社会各

种行业的关系日益密切的过程；作为一种新的

高等教育类型，高等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中必

须响应社会对它的使命召唤。只有这样，才能

有效地弥补传统高等教育体系的欠缺，使之适

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当前我国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面对激烈

的国际竞争，我国需要培养大批从事科学事业

的学术性人才，以缩短和发达国家在科技水平

上的差距；但社会经济的发展也需要培养大量

高级应用型技术人才。党的十六大对我国教育

培养人才的要求是：“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

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

创新人才”。在这当中，普通高等教育与高等职

业教育，各有不同的重要使命。2006 年 11 月教

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

若干意见》明确提出：“高等职业教育作为高等

教育发展中的一个类型，肩负着培养面向生产、

建设、服务和管理第一线需要的高技能人才的

使命，在我国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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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教高[2006]16 号）。

无疑，培养大量高技能人才的使命，不是普通

高等教育和中等职业教育所能完成的，高等职

业教育责重山岳。 

二、满足人们的受教育需求，助推高等教育

大众化是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要使命 

伴随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物质生活条件的

不断改善，人们对文化生活的需求越来越高，

而社会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也逐步提高，这导

致人们对教育的需求不断提升，高等教育大众

化正是在人们对教育需求不断提升的情况下推

进的。在高等教育大众化阶段，精英高等教育

仍然存在而且还需要不断发展，因为社会还需

要培养主要从事学术活动的拔尖创新人才，这

是精英高等教育机构尤其是研究型大学的重要

使命。在这种情况下，广大群众的高等教育需

求便不能靠精英高等教育机构去满足。否则，

高等教育大众化势必以降低精英高等教育的质

量为代价。从国外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史来

看，一般都由具有较强职业性的高等教育机构

承担高等教育大众化的主要任务，这样既满足

了人们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也符合劳动力市

场对人才的需要，还缓冲和化解了社会和市场

对整个高等教育系统的冲击，从而在一定程度

上保护了精英高等教育。可以说，职业性是高

等教育大众化的一个基本特征。 

我国在上世纪 90 年代末，根据国内外形势

和社会发展的长远目标，制定了向大众化进军

的高等教育发展政策，一个具体的措施便是大

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1999 年，中共中央、国

务院在《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的决定》中指出，“高等职业教育是高等教育的

重要组成部分，要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中

发[1999]9 号）。随着当年开始的高等教育规模

大扩招，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迅速发展。随后，

国务院在 2002 年和 2005 年召开的全国职业教

育工作会议中，又两度提出扩大高等职业教育

规模的要求。根据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1998 年，我国有普通高职(专科)院校 432 所，

占普通高校总数(1022 所)的 42.27%，拥有专科

在校生 117.41 万人，占普通高校本专科在校生

(340.87 万)总数的 34.44%，当年高等教育毛入

学率为 9.8%。到 2007 年，我国有普通高职（专

科）院校 1168 所，占普通高校总数(1908 所)

的 61.22%，拥有专科在校生 860.59 万人，占普

通高校本专科在校生总数(1884.90 万)的

45.66%，当年高等教育毛入学达到 23.0%。可见，

高等职业教育的大发展，为推进我国高等教育

大众化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直接为社会提供人才和知识服务是高等

职业教育的又一重要使命 

与基础教育和普通中等教育不同的是，现

代高等教育培养的是社会各行业所需的高级专

门人才，它具有“高”和“专”两大基本属性，

这决定了高等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比较密切，而

作为直接与职业岗位或岗位群对应的高等职业

教育就更是如此了。因此，现代高等教育体系

还需要通过直接提供人才和知识服务于社会。

这既是社会的需求，也是高等教育的优势，而

高等职业教育基于自身明确的“职业性”，在这

方面的优势无疑更为明显。在世界高等教育史

上，直接为社会提供人才和知识服务的高等教

育机构一开始便主要在那些职业性比较明显的

高等学校开展，如 19 世纪英国的伦敦大学和城

市学院，德国的工业院校、美国的赠地学院等。

通过为地方工农业发展服务，如提供人员培训、

技术指导，承担研究课题等，高等学校为地方

经济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在这个过程中也获得

了社会的经费支持，还能准确及时地把握社会

发展对人才的需求，为更好地培养人才提供信

息服务。总之，高等职业教育作为一种职业教

育，在直接为社会服务上具有优势，而它作为

政府财力无法完全支撑的大众型高等教育，又

需要通过为社会提供人才和知识服务来获得更

多的办学经费。显然，社会的需求和高等职业

教育自身的优势及其发展需要是相互吻合的，

提供人才和知识服务便成为高等职业教育应当

承担的重要使命。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时间短，由于规模

迅速膨胀，在人才培养中已暴露出了诸多的问

题。而基于人才培养在学校中的核心地位，我

国高等职业教育正处于集中精力解决这类问题

的阶段，尚未充分考虑到直接为社会提供人才

和知识服务的问题，这还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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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重心已经由规

模发展调整到质量提高上来，高等职业教育也

停止了大规模扩张，正在走上“内涵发展”的

道路。在这个过程中，除了解决人才培养问题

外，高等职业教育必须充分利用自己的人才和

知识资源，进一步向社会开放，通过提供在职

培训、继续教育、技术咨询，承担课题，承办

各种社会活动以及派出学生进行顶岗实习和社

会实践等多种形式，直接服务于社会。只有这

样，才能调动更广泛的社会力量参与办学，使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走上持续、健康的发展道路。 

四、缩小社会阶层差异，为构建和谐社会服

务是高等职业教育的新使命 

2004 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了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任务，2006

年十六届六中全会又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做出了全面部署，构建和谐社会遂成为今后相

当长一段时期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任务。当前

我国社会还存在许多不够和谐的因素，一个主

要表现就是社会不公平现象还比较突出，贫富

差距拉大，阶层分化日趋明显。教育是改变人

的命运和使其进入主流社会的主要途径,教育

的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和起点，没有教育机

会的公平，就谈不上社会的公平。因此，不少

人将教育的公平视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石。伴

随着劳动力市场对人才文化素质要求的提高，

当中等教育逐步普及之后，教育的公平问题集

中体现在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公平上。在相当

长的历史时期内，高等教育在社会中是一种相

当稀缺的资源，接受高等教育主要是较高阶层

子女及贫民中天资尤其聪慧者的特权，广大中

下阶层尤其是下层社会子女能够接受高等教育

的机会很少，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不公平直接

导致不同社会阶层子女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机会

及其回报上的明显差别，从而再生产出相应的

社会等级。然而，伴随着以职业院校为主力军

的高等教育大众化的推进，高等教育的入学机 

 

 

 

 

 

会总量不断增加，较高阶层子女接受高等教育

的需求基本得到了满足，高等教育入学机会逐

渐惠及中下阶层群体。通过接受大众型的高等

职业教育，较低阶层子女提高了在劳动力市场

中的竞争力，这为他们增加收入并向较高阶层

流动提供了机会，对于促进社会公平，维护社

会和谐稳定具有重要意义，一些发达国家的实

践已证明了这点。 

在当前我国的教育体系中，制约社会公平

的教育公平问题主要表现为高等教育入学机会

的公平问题上，而高等职业教育的大发展有力

地促进了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公平。自上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以来，我国以高等职业教育为主

体的高等教育大规模扩张，给广大中下阶层子

女提供了越来越多的高等教育入学机会，这为

改善他们的经济状况，加速我国城镇化并促进

其健康发展，进而增进社会的公平，维护社会

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总之，社会的和谐需要

高等教育的公平，而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

对于增进高等教育公平有着直接作用，至少在

入学机会上是如此。在今后的发展中，我国高

等职业教育必须通过各方面努力取得更好的发

展，以强化其在缩小社会阶层差异上的功能，

为构建和谐社会发挥更大的作用。 

日趋多样的社会需求决定了高等教育类型

的多样化，这是一种必然趋势。不同类型的高

等教育理应在发展中形成不同的优势和特点，

以发挥多样的功能，从而保持整个高等教育系

统与社会的协同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作为有别

于传统高等教育的一个类型，是高等教育系统

在发展过程中回应社会新诉求同时又维护自身

某些重要传统的产物，这决定了它自产生之日

起就肩负着不同于精英高等教育的使命。我国

高等职业教育之所以在当今特定的历史条件下

取得迅速发展，是因为它承接了社会赋予它的

重大使命，它的持续健康发展便有赖于这些使

命得到切实的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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