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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途径

职业教育是西方工业革命的产物，而

我国的职业教育思想萌芽于清末，高等职

业教育更是近二十多年才得以发展。“它

山之石，可以攻玉。”保险职业学院院长胡

运良告诉记者，“这些年我们一直在研究

欧美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并期望从中找

到属于自己的发展之道。”

以美国、加拿大为代表的CBE（com-

petency�based�education）“以能力为基础的

教育”模式，是当今一种较为先进的职业

教育模式。这一模式是由学校聘请行业中

一批具有代表性的专家组成专业委员会，

确定从事这一职业所应具备的能力，明确

培养目标。

借鉴这一模式，保险职业学院梳理教

学模块，制定教学大纲并依此施教。其保

险实务等课程被列为省级教改试点专业，

保险学概论为国家级精品课程，打破了以

传统的公共课、 基础课为主导的教学模

式， 保证了职业能力培养目标的顺利实

现。

努力与国际职业教育接轨。 该校下

设的国际保险学院， 已先后与英国皇家

保险学院、美国纽约保险学院、德国安联

保险集团、澳大利亚北墨尔本学院、南昆

士兰大学及我国的台湾、 香港地区的保

险公司和高等院校建立了教育合作关

系。

“企业大学”近年成为职业教育的一

个热门话题。2008年， 世界上最大的多元

化产业集团GE在上海建立了它在美国本

土以外最大的培训中心， 分析人士认为，

GE的培训模式可让员工最快了解企业文

化、融入企业。据统计，世界500强企业中

有70%的公司创办了企业大学，它们在职

业培训方面的探索给了国内的职业学校

很多启示。

前身为中国保险管理干部学院的保

险职业学院，隶属于中国人寿保险（集团）

公司，这一特殊的行业背景让它实际上拥

有办成“企业大学”的可能。兴建“中国保

险大学”不仅是其对未来的畅想，亦可能

成为职业教育发展的理想蓝图。

作为国内唯一一所专门从事保险教

育的全日制普通高等职业学院，保险职业

学院正力求在“术”与“道”之间找到平衡

与突破。

今年5月，记者为一组高校学生就业的报道四处采访，看到用人单位抱怨招不到合适的人才，大学生们心

急如焚地在各大人才市场瞎转悠，不断传来的“就业难”信息让记者有些黯然。

偶然的一个机会，当记者采访一位来自职业学院，毕业两年就拿到60万年薪的“全国就业明星”唐娟娟

时，接触到平常似乎被我们忽视的职业教育，在这家名不见经传的保险职业学院里，记者惊讶地看到用人单

位到学校“抢”学生的盛况，看到学院领导因满足不了用人单位的需求而“烦恼”。

一边是“门庭冷落车马稀”，一边是“宝马雕车香满路”，巨大反差让记者决定深入探寻这一现象，职业教

育的话题亦浮出水面。

未来的十年

“职业教育绝不只是一个教育话题，

它与个人成长、经济发展、社会公平等各

个环节有重要联系。” 一位资深职业教育

者认为，职业教育发展的好与坏，将成为

下一十年的“国富之道”。

“职业教育和培训，其价值不仅是为

社会工业化、产业化、经济发展提供源源

不断的技能型人才保障。” 保险职业学院

副院长朱甘宁表示，它将成为力促社会发

展、解决民生的重要进阶。

20世纪50年代，舒尔茨等经济学家发

现用传统的资本、人口等因素的增长不能

理解美国的经济增长， 舒尔茨把美国

1929-1956年的经济增长中的21%-40%归

因于教育。

中国经济学者李明华以动态角度观

察财富创造发现，土地、资本的改进均有

赖于技术创造， 并籍此提出新的“国富

论”：中国的富强将依赖于占城镇劳动力

半壁江山的农民工和几亿乡村、 小镇人

民的知识和技能的提升。

现代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在《国富

论》中谈到国富时，用的是“the�wealth�of�

nations”， 他指的更是国民的富裕， 而不

是国家的富裕。在“中国制造”时代，如何

让国民更加富裕？ 职业教育为我们提供

了一个重要思路。

现实情况是， 这批体量巨大的劳动

者并未受到良好的教育。“职业教育可以

改变这一格局， 让他们能够够成为体面

的劳动者。”朱甘宁认为，帮助人们成为

“体面的劳动者，受尊重的劳动者，有价

值的劳动者”的职业教育，让每一位渴望

通过劳动回报实现自我价值的人找到自

己的位置。

和保险职业学院一样， 数以千计的

职业教育学院正在做着“凤凰涅磐”式的

探索，基于此，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职

业教育的话题， 绝不仅是中国未来十年

的教育问题， 而极有可能是关乎这个国

度未来若干年代的重要命题。

职业教育，未来十年国富之道

■撰稿 杨博智

职业教育是当下中国

教育领域里， 最被关注亦

最被忽视的话题。“关注

论”者言之凿凿，写入国家

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

划，出台一号文件等，然而

在冠冕堂皇的背后， 职业教育却仍然在艰

难中行进。

“被忽视”则不必多说，几乎所有的资

源配置实质上都在向其他教育领域倾斜，

从幼儿教育到小学教育，从小升初到高考，

都可能成为连篇累牍见诸报章的话题，或

街头巷议的热点， 但职业教育却似乎从未

成为过主流话题。

实际上， 职业教育已成为当下中国不

可绕过的话题。 如同一滴水即可以折射出

太阳的光辉， 这份来自保险职业学院的调

查报告， 或可折射出中国职业教育的当下

困境与未来蓝图。

教育的尴尬

6月23日，华中科技大学光谷体育馆，7780名本科

毕业生参加了一场被称为“史上最牛”的毕业典礼。

“我知道，你们不喜欢‘被就业’、‘被坚强’，那就

挺直你们的脊梁，挺起你们的胸膛，自己去就业，坚强

而勇敢地到社会中去闯荡。” 会场上被毕业学子高呼

“根叔” 的该校校长李培根院士在其演讲的最后一段

颇为无奈地道出他对于当下大学教育的隐忧，

在残酷的“就业”面前，大学教育并未能幸免，实

际情况比我们想像的还要糟糕。2010年全国普通高校

毕业生就业工作视频会议上， 教育部长袁贵仁表示，

今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将达630余万人， 加上

往届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十分严峻。

眼光转向职业教育。全球十大中文社区华声论坛

发布的一组调查显示，“职业生心理预期低、实践经验

扎实，能吃苦、稳定性高”，网友普遍认为职业生比大

学生更容易找到工作。

教育部的一组数据印证了网友的这一观点。2009

年全国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608.68万人， 就业584.27

万人，平均就业率达95.99%，而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

毕业生就业率不再低于非“211”本科院校。

尽管就业率很高， 但职业教育并非没有尴尬。保

险职业学院党委书记、院长胡运良告诉记者，最大的

尴尬仍是“墙内开花墙内香”，尽管办得很好，但职业

学院仍很难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同。

与行业结合紧密的保险职业学院，在保险业界得

到充分认可，众多保险公司与学院签下订单班，每年

4、5月时， 二年级保险类专业学生便被前来挑选顶岗

实训的保险公司全部挑完，还供不应求。

“整个职业教育被低估及边缘化了。”6月26日，在

首届中国天津职业教育国际论坛上，数位职业学院院

长在会场外诉苦，一位情绪激动的职业学院管理者这

样描述自己的窘境，“每每谈到职业学院，听客的殷勤

赞辞总像重男轻女者嘴里说出的‘女孩也好’。”

承担培养高级专门人才、 发展科学技术文化、促

进现代化建设的重大任务的高等教育，和推动经济发

展、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职责的职业教育，似乎

都遭遇了尴尬。

战略的反思

幸运的是，从国家政策到职业教育办

学机构，彷徨中的职业教育正在进行一场

自上而下的战略反思。

2010年2月23日， 国务院发布国家中

长期（2010-2020年）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

纲要（公开征求意见稿），在其教育事业发

展目标中，初等职业教育和高等职业教育

的年在校生规划人数之和超过了高等教

育，成为未来十年的教育主体人群。

在这份规划纲要里，一系列利好政策

显示了对未来十年职业教育的深刻认识。

扩大规模、统筹资金，加大投入的政策背

景；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的培养

模式；政府主导、行业指导、企业参与的办

学机制。

学界的认知更为大胆。中央民族大学

王军教授早前指出，“职业教育最好都让

产业部门来办。” 他认为最有效的培养模

式是采取类似自考的弹性模块制度，由产

业部门负责技能培训， 鼓励职业教育走

“半工半读”的办学模式。

职业教育机构则显示出谨慎的姿态

和改革的勇气。

校企合作“订单班”成为一种被认为

行之有效的职业教育新模式。以保险职业

学院为例，学院与各家保险公司纷纷合作

开设“订单班”， 直接为其培训输出毕业

生。

今年3月，世界500强企业蒂森克虏伯

电梯公司与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共同

制定3年培养方案， 使得该企业今年订单

培养的120名学生一进校门就具备“准企

业人”和“在校学生”双重身份。

此外，保险职业学院扎实有效推进的

“2＋1”培养模式，在这一模式下，学生一

年级打基础，二年级学专业，三年级去保

险公司带薪顶岗实训，该校主管就业分配

的工作人员笑称，这应该是实训就业时学

校里“宝马雕车香满路”的直接原因。

一系列动作，反映了职业教育者们对

经济形势的正确研判和对职业教育的深

刻领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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