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普职比：普教与职教的“厮杀”

普职比，指普通高中教育与中等职业教育的比例。比例的确定和执行对两类教
育的规模产生直接影响。

一、国家层面，力推普职比大体相当政策
1 2002 年 3 月 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国发〔2002〕16 号）：“要以中等职

业教育为重点,保持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中教育的比例大体相当，扩大高等职业教育的规

模”。

2 2005 年 10 月 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05〕35 号）明确： “到 2010 年，中等

职业教育招生规模达到 800 万人，与普通高中招生规模大体相当；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占

高等教育招生规模的一半以上”。

3 2014 年 5 月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国发〔2014〕19 号）“总体保持中等职业学

校和普通高中招生规模大体相当，高等职业教育规模占高等教育的一半以上，总体教育结构

更加合理。

4 2017 年 1 月 国务院《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国发〔2017〕4 号）中亦明确指出："保持普通

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大体相当，在中西部地区以中等职业教育为重点发展高中阶段

教育。

5 2017 年 3 月 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颁发《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

计划（2017-2020 年）》（教基〔2017〕1 号）指出："高中阶段教育"发展的主要目标包括：

"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教育结构更加合理，招生规模大体相当"。

6 2019 年 1 月 国务院《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国发〔2019〕4 号）规定：要“优化教育结构，

把发展中等职业教育作为普及高中阶段教育和建设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基础，保持

高中阶段教育职普比大体相当，使绝大多数城乡新增劳动力接受高中阶段教育”。

二、地方和相关领域层面，不赞同普职比大体相当政策
1 2002 年-2020 年 普通教育领域、职业教育领域均有学者发文，质疑职普比大体相当政策。不赞同普

职比大体相当的、大幅度调整有利于普教一方比例的、建议取消中职教育的声音此

起彼伏。

2 2018 年 6 月 15 日 某省党政机关对“职普分流”作出决策，形成了一次声震全国的“普职比风波”。

3 2020 年 10 月 16 日 某省某政协常委发《废除学历教育中“职业教育”概念构建适合中国国情的中、高等教

育新体系》一文。有两个具体的建议：

（1）“建议国家相关部门研究废除职业高中（中职）这一称谓，统一称高中教育”；

（2）“废除“高等职业院校”这一分类，将高等职业教育统一纳入普通高等教育范畴”。

4 2021 年 1 月 24 日 某省两会上，某人大代表建议：将普高招生比例提高到 70%-80%，将中职招生比例

降到 20%-30%，以解决中职招生比例必须占 50%导致的中考比高考还难的问题。如果

这个问题不能解决，未来十年家长们将要面对全国约一半的孩子上不了普高的现实。

5 2021 年 1 月 25 日 某杂志刊发某特约评论员文章：《切实提高普通高中招生比例，才能真正推动职业

教育》。其观点：“现在存在的大量的低质运转的中职学校完全可以通过优胜劣汰或

转轨普通高中教育等途径在若干年中进行消化。中职教育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

教育升级是历史必然。”



三、几点认识
（一）“厮杀”的焦点。中等职业教育生存权问题。
（二）“厮杀”的特点。国家队与混合队之间的“较量”。
◆一方是国家队伍。5 个国务院文件，1 个四部委文件，连绵 18 年“发力”，表

达一个同样的政策要求：普职比大体相当。
◆一方是混合队伍。由普通教育界、职业教育界、某些地方党政机关、某些地

方政协委员、某些地方人大代表、某些特约评论员等组成。采取发表文章、提交
建议提案、形成地方政府决定等方式，此起彼伏地反向发力。

（三）“厮杀”的性质。传统单一学术式教育制度与现代多元化教育制度、“万般
皆下品，唯有学历高”的教育思想与体系化建设、多元化发展的教育思想之间的“较
量”。

（四）“厮杀”的原因
1.利益原因。“普职比大体相当”是个弹性较大的模糊概念，允许不同区域根据

实际情况有所调整。即便如此，强化职业教育的态度明显；从招生数量、学校规
模、社会影响等多方面使普通教育“伤筋动骨”的效果明显；对社会层面的传统教育
观、传统职业观、传统成才观、传统价值观的影响明显。因此，多年来，“普教”
与“职教”之间，表面上，“波澜不惊”，深层处，“刀光剑影”。

2.改革原因。表面的普职比之争，深层的“堵点”是教育制度改革和教育结构优
化问题：是坚持普通教育“唯我独尊”局面，还是执行“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
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国策，普通教育、职业教育共同发展问题。

3.中职“掉链子”原因。相当部分中职学校很争气，办学质量高，也有不少学校“掉
链子”——办学质量差。普职比之争多年，为何“野火烧不尽”？重要原因之一是：
中职教育办学质量存在问题，生存的雄辩性有限，发展的说服力不足。

4.反向发力者“视力模糊”原因。既没看清技术技能人才成长规律，也没看懂大
专和本科毕业生不愿意当技术工人的心理。

四、相关建议
（一）应保留中职教育

中等职业教育是我国普及高中阶段教育的重要载体，是攻克中国传统教育思想
“一统天下”“堡垒”的一个战略性举措，是建设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基础，
也是中国特色职业教育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不能取消，只能优化和强化。
当然，为了争得生存权，中等职业教育也应改变以学历为特色，以升学为导向，
主动与普通教育同质化的办学路径，不再参照普通教育办学模式办学，而以培养
市场需要的中等技术技能人才为目标办学，增强自身“免疫力”，夯实支撑存在的基
础。
（二）应坚持普职比大体相当政策。理由：

1.职业学校肩负培养大量的合格的技能工人、技师的重要任务。2019 年 8 月，
总书记在甘肃张掖市山丹培黎学校视察时说：“我们国家现在缺少的就是大量的合
格的技能工人、技师。职业学校就朝这个方向在这方面输送人才。大有前途”。职
业学校肩负着党和国家交给的重要任务。这些任务关乎国家利益。普职比大体相
当政策能够促进职业学校培养大量的合格的技能工人、技师，是国家长期坚持的
国策。因此，不仅不能取消，反而应该在提高培养质量的前提下扩大规模。

2.普职比大体相当政策具有广泛的适应性。《中国教育报》2016 年 9 月 27 日
刊登江苏省扬州商务高等职业学校周俊校长的《科学认知“普职比”的六个视角》。



文章从“普职比”存在的社会基础、市场基础、资源基础、需求基础、战略基础、思
想理论基础六个角度论证普职比大体相当政策的正确性。文章具有说服力。

3.普职比中包含技工教育。普职比大体相当政策应坚持的理由之一是：普职比
包括技工教育。技工教育是职业教育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2019 年，全国中等职
业教育毕业生 493.47 万人，比上年增加 6.19 万人。其中，
普通中专毕业生 219.96 万人，比上年增加 1.38 万人；

成人中专毕业生 48.19 万人，比上年减少 2.91 万人；

职业高中毕业生 126.89 万人，比上年减少 0.40 万人；

技工学校毕业生 98.42 万人，比上年增加 8.13 万人。

四类学校，毕业生数增幅最大的是技工学校。由于坚持以技能为特色，以就业
为导向，一心一意培养生存需要和市场需要的技术工人，所以，技工教育几乎没
有需求侧与供给侧“两张皮”问题。多数技工院校至少在 6 个方面走在多数职业院校
前头：校企合作、课程改革、技能训练、技能评价、职业培训、技能大赛。技工
教育也是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但至今无法大力发展的类型教育。习近平总书记 9 月
22 日作出重要指示：技术工人队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基础，对推
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要健全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制度，
大力发展技工教育，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加快培养大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
术技能人才。
（三）应实行普职比和职技比两个大体相当的生源宏观调控政策。普职比之内应

考虑职技比——职业教育与技工教育之比。国家在坚持普职比大体相当政策的同
时，应进一步考虑职技比，确保国家始终拥有一个培养多层次技能人才的阵地。

2019 年，中等职业教育招生 600.37 万人，比上年增加 43.32 万人，占高中阶
段教育招生总数的 41.70%。其中，
普通中专招生 255.50 万人，比上年增加 13.57 万人；

成人中专招生 49.73 万人，比上年增加 3.48 万人；

职业高中招生 152.18 万人，比上年增加 11.86 万人；

技工学校招生 142.95 万人，比上年增加 14.41 万人。

技工学校招生增加数最多。尽管如此，技工院校招生数仅占总数的 23%。
从职业学校角度看，技工院校是培养技工、技师的主阵地，但规模太小，应该

扩大。扩大技工院校办学规模的途径多条，其中之一是国家出面，采取行政手段
调整职技比。

职技之间的规模比例，建议分三个阶段确定：
第一阶段：2021——2022 年为 7:3；
第二阶段：2023——2025 年为 6:4；
第三阶段：2026 年——2030 年达 5:5 左右。
通过实行普职比和职技比两个大体相当的生源宏观调控政策，扩大技工院校生

源规模，落实习总书记“大力发展技工教育”的要求，解决“大量的合格的技能工人、
技师”缺乏问题。（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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