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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是当前职业院校提升办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的

重要切入点之一。本文针对大理市县域经济的乡村振兴与初中生、中职和高职生，

从中高职教育供给侧改革视角，结合“1+X”证书制度，提出宏观、中观和微

观三个层面的实践路径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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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upply-side reform of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s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and talent cultivation in 

current vocational colleges. According to the strategic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rural vocational education of Dali county economy, to explore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inside and outside the county under the new era, and to 

know how to cultivate a large number of high-quality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secondary and higher vocational students, this paper will probe into these topics 

from the view of the supply-side reform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combining 

the certificate system of 1 + X, and finally put forward the practical paths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Service from the macro, meso and micro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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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教育分学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两块。在学业教育中，若按中考来划分，

三分之一的学生上重点高中算作“好生”，而三分之二的初中生、中职生和普

高生算作“差生”。目前中国乡村的脱贫和振兴，是城市里制定政策的“重点

高中生”和乡村勤奋致富的“非重点高中生”共同努力的结果，故“差生好，

则乡村兴”［1］。如何能够培养大量优质初中生、中职生和高职生成了乡村振

兴的核心，本文基于县域内外的职业教育如何服务乡村振兴的创新路径上做探

讨。

1    大理市乡村教育现状分析

据大理市扶贫办的统计，截至 2018 年底，大理市未脱贫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中，在校生和学龄前儿童除外的有 5553 人，其中文化程度文盲或半文盲有 856 人，

占 15.42%；小学学历有 2209 人，占 39.78%；初中学历有 2137 人，占 38.47%；

高中学历有 216 人，占 3.89%；大专及以上学历有 135 人，占 2.43%。这与卢峰［2］

研究的中国农村劳动力与受教育程度情况基本一致 (2015 年底，中国农村劳动力

的总量接近 5.4 亿人，这些人中文盲占到 6%，小学文化程度仅为 32.5%，初中

以上仅为 49.6%，其他的是高中及其以上学历，占 11.9%)。

在大理市乡镇初中的毕业生的调查中，能够考入普通高中的不到三分之一，

三分之一由于年龄小的原因能够进入职高，三分之一辍学在家或就近当学徒打

零工。最后能够考上一本大学的学生更是凤毛麟角。成家后的家庭经济发展符

合罗斯高的“中等收入陷阱”理论［3］：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经济高

速发展，却一直处于“中等收入陷阱”中，根本原因在于中国农村受过高中以

上教育的人群占比太低。大理旅游业是发达，而其他产业少，属于外向服务型

经济，脱贫快，返贫也快。即便是富裕起来的少部分人，在婚姻、家庭和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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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等上面还是存在诸多问题，调查中的挖色镇也是非常典型。

大理市挖色镇有 7 个村委会，2.3 万农业人口，由于历史上耕地少，69.3%

的初中毕业生大量外出打工，有了一定经济基础后选择自主创业，外出创业以

作糕点为主，家族式的发展。据粗略调查，云南省 5 万以上人口的城镇中，有

85.2% 做糕点的都是挖色镇人，短则 5—6 年，长则近 30 年。可以说从进料到加

工再到销售都已经充分融入了市场，这行业大多数从业者赚到了钱，走上了致

富的道路，他们将子女带在身边，而老人就成了留守人群。经过 10 多年的发展，

家庭房屋面貌发生很大变化，但同时也出现了子女教育的重大问题，近 3 成的

创业成功者的子女不同程度地堕落，难以可持续发展。还有外出打工的初中毕

业生，由于技能、气候、饮食习惯、流水作业等不适应，只好返乡。近年来由

于洱海保护治理的原因，导致就业压力大，自然就滋生了不少社会问题。

2    大理市乡村教育存在的问题与效应

2.1    大理市乡村教育存在问题

调查中发现，初中阶段的学生一旦成绩差，会遭受老师、家长、同学的冷眼，

缺少关爱，心理难以承受，长此以往极大地挫伤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难以面

对升学的考验，辍学率高。这部分人成家后容易掉入“中等收入陷阱”而陷入

贫困。学校教育存在的突出问题是过分强调应试教育和资源分布不合理，应试

教育没有遵循儿童心理发展规律，幼儿教育小学化、小学教育中学化等，所以

有专家认为高中水平劳动力缺乏，是因为初中教育的不足［1］。从近年来大多

数贫困家庭教育经历与投入分析得出，造成目前的乡村教育情况，概括起来就是：

（1）基础教育资源分布不合理，发展不充分；（2）成人教育单一。成人教育

强调的只是构建终身学习型社会，大力培育新型农民，停留在职业培训、劳动

力转移培训等形式上，在内容上强调急功近利的技能培训，综合素质难以提高；

（3）家庭教育弱化，优秀家庭文化传承不足；（4）高中以上教育占比太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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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乡村教育中的“差生”效应

在乡村“差生”世界里，存在正反两面效应。正面效应，是留乡或打工后

回流的初中生、职高生组成了普通的农民、手工业者和小商户，应该就是未来

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负面效应，是“差生们”如果不进入职高、技校，就只

有两条路：外出打工或回家务农。留乡务农又苦又穷，属于最老实的“差生”。

所谓的“熊孩子”往往去寻找来钱快的行当，而这些行当在乡村也是稀缺资源，

常常掌握在上一代“熊孩子”手中，他们构成乡村黑恶势力的主流。新一代“熊

孩子”一旦去争夺，就形成了与黑恶势力的较量，自然就引发了社会问题。

3    大理市乡村职业教育服务路径创新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心任务是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五

个振兴”。不论是哪个推动，产业兴旺是重点，人力资本是核心，人才振兴是

核心的推动力和持续的推动力［4］。人才振兴靠的是乡村职业教育，所以县域

乡村教育中“差生”就是未来乡村振兴的中坚力量。2019 年 1 月 24 日，国务院

正式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首次指出职业教育是一种重要的类

型教育，职业教育是教育体系中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由学校教育和职业培

养两部分组成，并提出启动“1 ＋ 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即学历证书＋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培养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自 2019 年开始，重点围绕服务国家

需要、市场需求、学生就业能力提升，从 10 个左右职业技能领域做起，稳步推

进“1 ＋ 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5］。在高职扩招 100 万的背景下，职业教育

供给侧改革势在必行，必须发展“适合教育”，加强职业教育供给侧改革和学

校内涵建设，推进教师、教材、教法“三教”改革成为当前职业院校提升办学

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切入点［6］。

3.1    中职教育策略与路径

提高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水平。强化地方政府统筹发展职业教育的责任，大

力改善办学条件，守牢职普比，不断巩固中职的基础地位。工作措施有［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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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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中等职业学校基本办学条件。加大对民族

地区、贫困地区、残疾人职业教育政策支持力度。积极招收初高中毕业未升学

学生、退役军人、退役运动员、下岗职工、返乡农民工等接受中等或高等职业

教育，这也是 2019 年用高职扩招 100 万来拉动中职教育的大背景。

3.2    高职教育策略与路径

作为学校，外部完成好扩招 100 万任务。内部完成深化高素质复合型技术

技能人才培养培训评价模式改革，启动“学历证书 + 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1+X

证书）”制度试点，扩大重点领域技术技能人才有效供给，推进教师教材教法

改革［6］。同时仍需从顶层设计上，创新服务乡村教育的模式和内容，对现有

劳动力和未来劳动力逐年分级分类进行培育，采用宏观、中观和微观的三个策略，

提供 1+X 证书的有效供给，为学生将来离农与为农，从事农业还是非农业职业

提供多种选择的机会，甚至是就业技能培训。

3.2.1    宏观和中观路径  

从宏观的中长期发展看，中国城镇化的发展趋势按照当前国务院发展研究

中心预测［2］，中国城镇化发展的最高峰值会达到 70% ～ 75%。也就是说，

在未来的 10 多年时间内，中国城镇化率要在现有的基础上再提升 15% ～ 20%。

到 2020 年，中国城镇化率将会超过 60%，到 2030 年城镇化率会达到 70%。如

此来看，到时中国城镇常住人口会接近 8.5 ～ 8.8 亿。所以乡村教育首要解决的

问题是如何提升农村人口的综合素质与技术技能，进而促进农村劳动力能在城

乡之间、工农业之间实现合理流动。因此，农职业教育发展宏观上服务乡村振

兴和城乡一体化战略，中观上离农与为农兼顾，适当转移部分劳动力。

对于为农群体，在“1+X 证书”制度里，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

长王继平曾提到，拿一个学历证就可以毕业“并不能体现职业教育的内涵和特色，

也难以区别于普通教育，……除了学历证之外，还要再取得一个‘X’证书”［7］。

同时要具备五个振兴“三农”的能力，如图 1 所示。从专业的广义农业推广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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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的角度看，要实现乡村全面振兴需要培养 10 种技能。只有汇聚 10 种技能型

的人才，乡村振兴的 5 个推动才能全面形成合力。

 ■  ①有效的农业生产指导

■  ②农产品运销、加工、贮藏的指导

■  ③市场信息和价格的指导

■  ④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的指导

■  ⑤农家经营和管理计划的指导

■  ⑥家庭生活的指导

■  ⑦乡村领导人的培养与使用指导

■  ⑧乡村团体工作改善的指导

■  ⑨乡村青年人的培养与使用指导

■  ⑩公共关系的指导

产业振兴（重点）

生态振兴

文化振兴（灵魂）

组织振兴（保障）

人才振兴（核心）

乡
村
振
兴
五
个
推
动

广
义
农
业
技
术
推
广

图 1  农业技术推广和乡村振兴内涵与联系

Table 1  Connotation and connection of agro-technical extens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对于离农群体 , 重在“X”上，高职校要提供非农的相应技能培训和证书，

使其获得技能，并能在城市长期就业，能适应和融入城市生活。

3.2.2    微观阻断路径  

微观上重点实施 4 类人才培养，包括新市（农）民、新型职业农民、留守非农民、

新兴产业人才培养。从具体操作层面看：

第一，注重对（农民→新市民）、（市民→新农民）两组群体的职业教育。

（1）（农民→新市民）：当作下岗职工，纳入培训体系，进行分类分行业培训，

要实现身份到职业的全方位转变。一方面，要对转移农民积极开展职业技能教育，

提升职业技术能力与素质，确保其能在城市中谋生、立足。另一方面，要考虑

其发展问题。在强化对其职业技术技能培训的同时，还要从思维观念、生活方式、

精神生活等方面加大培训力度，促进其全方位地融入城市社会，实现真正的市

民化。进而使他们不仅具备较高的岗位操作技能及适应技能，还具有较高的职

业道德与素养，同时还具有较强的城市生活适应能力。（2）（市民→新农民）：

对致力于乡村振兴的贤达人士或企业家给予技术上的智力支持，将他们纳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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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职业农民培育的范畴。

第二，注重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新型职业农民是农业现代化的主体力量，

也是乡村振兴的主体。新型职业农民不仅懂技术、会经营，还得具备一定的管

理能力，是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经营者、生产者或农业工人。农村职

业教育在培训过程中，不仅要为他们提供农业技术技能培训，还应提升他们的

管理、经营能力，培育他们的现代化思维及价值观念。

第三，注重对留守非农民的职业教育。这部分农民在农村主要从事第二、

三产业。因此，农村职业教育在培训过程中，应为该群体提供二、三产业方面

的技术技能及职业道德培训，提升他们的经营、管理方面的能力，促进农村产

业结构的合理化。

第四，注重新兴产业人才的培训。乡村振兴、城乡融合发展、美丽乡村建

设都不同于传统的村庄，农村居民不再是完全从事农业，还从事二、三产业，

他们对转岗、转业有更多的需求，职业及岗位流动性较强，在第三产业中可以

实现自由转换［8］。因此，农村职业教育在这个过程中，应注重职业技能转换

及岗位转换技能的培训，确保他们能够在不同产业、岗位中实现自由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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