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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9年国务院发布《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首次提出建立职业教育高考制度。自此，高等职业

教育招生完成了从普通高考制度招生中的分离和独立，职业教育发展进入新的阶段。本文通过梳理我国

高等职业教育招生的发展历程，归纳“职教高考”制度的发展特点，探索“职教高考”制度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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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2019, the State Council issued the “Implementation Plan for National Vocational Education 
Reform”, which propose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vocational education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
tion system for the first time. From then on, the enrollment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has com-
pleted the separation and independence from the ordinary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ystem, 
and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has entered a new stage. This article reviews the de-
velopment process of higher vocational education enrollment in China, summarizes the characteris-
tics of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ystem, and explores the develop-
ment trend of the “vocational education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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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背景和缘由 

每年的高考都是大众关注的焦点。借助高考，学生可以自由选择自己能力范围内继续深造的学校，

拥有了改变自己的命运、谱写人生新篇章的机会。普通高考制度看似公平——每一个学生都有凭借自己

在学业上的成绩获取更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却忽视了那些虽然学业成绩薄弱但是有其他方面特长的学

生。理想化的教育机会平等除了起点平等、过程平等、结果平等外，还应该对因家庭、禀赋等个人无法

改变的不平等起点进行修正与调节，为部分不适应接受学术教育的学生提供多元化的教育补偿机会，真

正实现个人发展的“敏于志向，钝于禀赋”[1]。因此，需要建立与培养学术型人才并行不悖的技能型人

才选拔机制，为那些不擅长学术研究但是愿意钻研技能的学生提供一条发展道路。职教高考制度就是这

样一条为技能型人才铺设的通往大学的道路，也是解决我国当前人才结构性矛盾和教育焦虑的关键。 
职教高考，也叫职业教育高考，是相对于普通高考的一种高考形式，是职业教育的专门性高考。教

育部逐步建立职教高考制度，使之成为了高职考试招生主要渠道。具体来说，职教高考是为了培养应用

型高技能人才而推出的一种招生形式，是与普通高考并行的高等院校招生考试制度。职教高考采取“文

化素质 + 职业技能”考试招生办法，通过职教高考制度，把中职、高职、应用型本科贯通起来，打通职

业教育上升通道，为人才成长提供更多途径。 
本文通过梳理职业教育高考制度的发展历程，归纳总结职业教育高考制度的发展特点，探究职业教

育高考制度的发展趋势。 

2. “职教高考”制度的发展历程 

追溯“职教高考”制度的起源，首先要明确高等职业教育的发端时间。不同学者对于高等职业教育

的发端时间所持观点不同，如杨金土指出，根据学校的人才培养类型，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应追溯到清末

创办的“高等农工商实业学堂”[2]。1902 年管学大臣张百熙拟定的“壬寅学制”将职业教育划分为三个

实业学堂，与高等小学堂、中学堂、高等学堂并列。邓耀彩认为我国真正意义上的高等职业教育应该始

于 20 世纪 50 年代[3]。徐国庆指出，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时期建立的高等专科学校，虽然在办学性质

上可以划归为高等职业教育，但其实质是本科教育的压缩模式[4]。因此，基于类型化人才选拔的视角，

我国现代职业教育开始于改革开放初期。笔者在梳理职业教育高考制度的发展历程中发现，职业教育高

考制度的发展和国家相关政策文件的颁布相关，因此，本文选取几个职业教育高考制度发展的关键性政

策文件，以此为脉络梳理职业教育高考制度的发展历程。 

2.1. 成长中分流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时期。为了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1985
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发布，希望通过教育体制改革培养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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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人才，并以人才为支点加速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1]。文件指出，“积极发展高等职业技术学院，优

先对口招收中等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以及有本专业实践经验、成绩合格的在职人员入学”。由此可以看

出，职业教育高考制度尝试从普通高考中脱离，向来自技工学校、中等专业学校和职业高级中学的学生(即
“三校生”)提供一条相对独立的升学途径。1997 年，教育部将招收应届中等职业学校的毕业生列为普通

高校招生计划的重点，并结合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特点制定了多元化的招生考试机制。由此可以看出，

这一阶段职业教育高考制度开始从普通高考制度中分出一小股支流[1]。 

2.2. 分流中繁荣 

进入 21 世纪，中国加入了 WTO，中国经济开始融入世界经济之中，国家经济发展的价值选择逐渐

从计划取向转为市场取向。在对外开放和对内发展的双重需求驱动下，国家发展需要职业教育来服务于

经济建设。国家继续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高等职业学校招生的对象和权力进一步专业化。2002 年，国

务院发布《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文件指出，“高等职业学校可单独组织对口招

生考试，优先招收中等职业学校的优秀毕业生；注重专业知识、职业技能的考核，对取得相应中级职业

资格证书的中等职业学校的毕业生可以免除技能考核。”[5]根据这份文件可以得出，一方面，学生专业

知识和技能是职业教育招生考试的重要内容，强调学生技能考核也为后来提出分类考试打下基础；另一

方面，高职考试招生在组织管理方面也有所调整和完善。国家通过资源赋予、赋能让权的方式，允许高

等职业学校组织对口招生，目的是在提高相关主体参与高职考试招生的动力与能力。 

2.3. 繁荣中完善 

在国家对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视下，职业教育规模趋向稳定，在内涵式发展中不断完善。2010 年，国

务院发布《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对职业教育招生考试改革指出：“逐步形成分类考试、

综合评价、多元录取的考试招生制度”，“逐步实施高等学校分类入学考试”，“探索高等职业学校自

主考试或根据学业水平考试成绩注册入学”[6]。在这份文件中，首次提出分类考试、综合评价、多元录

取的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目标，高职考试招生活动开始从对现行高考的依赖向独立进行而转变。由此可见，

国家允许并鼓励高等职业学校采取分类考试的方式来招生，高等职业学校招生考试逐渐从普通高考中脱

离。 
从招生比例来看，高等职业学校对“三校生”的招生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从考试内容来看，“文

化素质 + 职业技能”的招考模式已成为“三校生”的主要招生方式；从招生考试类型来看，截止 2018
年底，各省份的高等职业学校均进行了分类考试招生改革，并形成了统考统招、单考单招、自主招生、

中高职融通招生、注册入学、免试入学的“六模式十二类型”[1]。 

2.4. 完善中独立 

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了新时代全面深化改革的科学指南和行动纲领，再一次吹响了改

革前行的号角[7]。在新一轮的改革中，面对国内外新的形式和发展需求，国家提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举

措，急需职业教育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2019 年，国务院发布《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明

确提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是两种不同教育类型，具有同等教育地位”这一主要思想。针对高等职业

学校招生考试宣布“建立‘职教高考’制度，完善‘文化素质 + 职业技能’的考试招生办法，提高生源

质量，为学生接受高等职业教育提供多种入学方式和学习方式”[8]。这一方案的颁布标志着职教高考制

度登上历史舞台，国家人才选拔进入了“职教高考”与普通高考并行不悖的双轨时代。从高等职业学校

招生的角度来说，基于“文化素质 + 职业技能”招生方式的职业教育高考制度将逐渐替代普通高考制度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6982


苏玉辰 
 

 

DOI: 10.12677/ae.2024.146982 630 教育进展 
 

的主体地位，不再承担辅助性角色。 

2.5. 发展中的困境 

自从 2019 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颁布以来，职业教育高考制度发展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也遇到一些实践困境。这些实践困境主要集中在职业教育招生的生源质量、职业技能测试质量、教育结

构体系等方面。 
首先，职业教育招生的生源质量难以保证。高等职业教育长期依赖于普通高考招生，教育行政部门

将高职录取批次置于普通高考录取批次末端，这直接导致职业教育招生的生源质量难以保证，社会对职

业学校及其学生认可度降低。 
其次，职业技能测试有待提升。由于顶层设计对职业技能测试认识不到位，对其缺乏科学设计，实

施过程不够规范，职业技能测试出现被纸币测试取代、技能测试专业大类划分不统一等问题，严重影响

了职业能力评价的质量。 
最后，教育结构体系有待完善。职业教育高考和普通高考之间的关系和各自的价值还有待于被社会

大众进一步明确和认，教育结构体系在中高本衔接、考试制度、录取制度和管理制度等方面还有待完善。 

3. “职教高考”制度的发展特点 

回顾“职教高考”制度的发展历程，就是高等职业学校招生制度的分化独立史。从改革开放初期依

附普通高考制度进行招生，到二十一世纪初实施对口招生，再逐步进行分类考试，最后职业教育高考制

度的建立标志高等职业学校招生正式独立，与普通高考制度相并行。这一发展历程呈现出内外因素驱动，

国家政策文件主导的发展趋势，同时也体现了国家在制度变迁下权力的让渡。 

3.1. 内外因素驱动下的制度变迁 

“职教高考”制度的建立与发展受内外因素同时驱动。除了经济社会发展背景、教育发展状况、就

业政策等，职业教育观念包括大众对职业教育的认识都会影响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其中，外在

驱动力主要是社会经济发展以及教育事业的发展需要职业教育招生制度需要变革，内在驱动动力是职业

教育考试招生制度自身随着政策制定者对职业教育的认识和定位发生变化而发生变革和完善。 
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之前，高等学校、中等专业学校以及技工学校的毕业生均由国家统一分配工作，

大中专生就业待遇的区别不大，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的升学诉求就被统包统分的就业制度消解了。随着

经济的发展，1992 年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1993 年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要建立更加适应

市场经济体制的教育新体制，不同学历的毕业生要在就业市场上为职位竞争，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需要

继续学习进修才具备市场竞争力。因此，高等职业学校因需发展，逐步扩大对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招生。 
如果说国家经济体制改革是高等职业教育政策变迁的决定性因素，那么高等职业教育政策则又直接

塑造了高职招生制度的具体形态[9]。 

3.2. 政策文件主导制度的发展趋势 

无论是“职教高考”制度尝试脱离普通高考制度，还是建立分类考试进行对口招生等，“职教高考”

制度发展历程的每一个关键点上都受到了政策的推动。换句话说，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模式以及职业院

校均源于国家的行政设计。回顾中国高等职业学校的招生历程，高职招生制度从依附普通高考阶段向实

施分类考试阶段的变迁存在着明显的路径依赖，而政府的强制力通过政策文件能推动“职教高考”制度

变迁冲破路径依赖。例如，2019 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首提构建职教高考制度，2021 年《关

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再提加快建立“职教高考”制度，2022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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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教育法》规定“建立符合职业教育特点的考试招生制度”，充分凸显了国家力量积极推动高职招生制

度从分类考试向职教高考的根本变革[10]。 

3.3. 国家在制度变迁下权力的让渡 

高等职业教育招生涉及到多方利益主体，主要包括中央政府、省级政府、中职学校、高职院校、学

生和企业。这些利益主体又在国家的权力让渡之下，发生了角色变化和参与度变化，同时权力配置格局

也发生了变化。目前，中央政府的角色从放松管制转变到了有限管制的角色，中央政府通过“试点推

广”“顶层设计”等方式依然是制度结构变迁的主导者；省级政府则是职业教育考试招生政策具体操作

层面的真正规划者，但其规划能力和本地区事业发展的具体情况却也同时有赖于地方政府的实际条件和

政府水平；高职院校在与政府在招生方面的权力关系从被动式服从管理到主动有序参与的转变；企业则

成为了政府有意培育的第三方主体并期望其成为进一步制度创新的新兴力量[10]。 

4. “职教高考”制度的发展趋势 

“职教高考”制度作为职业教育的评价方式，是职业教育过程中的重要环节。我国“职教高考”制

度的建立与发展必然能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是提升职业教育社会认可度、缩小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毕

业生差距的关键步骤。在社会层面上，“职教高考”制度的建立能推动文凭社会向技能社会转型，促进

教育公平的再升级。“职教高考”制度在未来发展过程中也需要明确职业教育应具备的公共权力，保障

职业学校和职业学校学生的基本发展诉求。 

4.1. 推动文凭社会向技能社会转型 

工业革命以后，随着工业科技的发展，以及大众对于教育的重视，文凭社会逐渐取代人情社会，从

而削弱了“血统论”、“裙带关系”在社会资源分配中的支配地位。拥有一定教育经历和资质的人在劳

动市场上更受青睐。柯林斯(R. Collins)为此在《文凭社会》这本书中创造了“职业财产”这一学术概念，

拥有大学文凭的人最易获得劳动市场中的“职位”即具备更多“职业财产”[11]。但文凭社会的盛行也导

致一些问题。一方面，文凭所代表的知识积累与工作岗位的要求并不划等号；另一方面，与普通高等教

育毕业生相比，在劳动市场上不受青睐的职业高等教育毕业生反而对国家经济发展有着更大的贡献。在

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方面，存在学术型人才供给过剩，高技术人才供给不足的问题。为此，2021 年 4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创造性地提出建设技能型社会的理念和战略，要求国家重视技能、社

会崇尚技能、人人学习技能、人人拥有技能。而“职教 20 条”提出建立“职教高考”制度，完善“文化

素质 + 职业技能”的考试招生办法，其背后所包含的伦理隐喻是要通过变革技能型人才选拔方式促进我

国由文凭社会向技能型社会转型[1]。而职业教育高考制度的建立有助于从考试评价的角度纠正职业教育

“低人一等”的观念，倒推职业教育类型化变革。 

4.2. 推动教育评价公平的再升级  

当下，我们所追求的教育公平包括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三个重要环节。高考制度作为一

种教育评价参与到教育的整个过程，当然也需要保证教育公平。随着我国普通高考制度的不断完善，高

考以绝对性与权威性保证了每个人的教育机会平等，学生不会因为性别、民族、家庭背景等外在因素影

响受教育的机会，每个人都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来通过高考实现自我提升，大众一致认为高考是公平有

效的选拔方式。但是，高考成绩并不能代表一个学生能力的全部，仅凭高考成绩来决定学生的未来走向

也是片面的。对于不擅长学业学习，但是擅长技能手工方面的学生，难以取得理想的高考成绩。因此，

要反对将高考所代表的智力作为教育评价的唯一标准，实行职业教育改革，在原有高考制度实现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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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的基础上推动教育评价公平的再升级，为具有形象思维能力倾向的群体建立一套基于技能评价的高

考制度，实现个体的个性化发展，从而推动社会建立更加和谐多元的人才观。 

4.3. 明确职业教育的公共权力 

长期以来，高等职业学校的招生都依附于普通高考，职业教育高考制度建立的最主要目标就是让职

业教育掌握人才选拔权，即能自主确定人才选拔标准，保证生源质量，让职业教育高考制度从普通高考

制度剥离出来。职业教育高考制度想要稳步发展，需要明确职业教育应具备的公共权力，要让职业学校

和职业学校学生的基本发展诉求、教育机会和发展机遇得到保证。 

5. 结语 

职业教育高考制度从普通高考制度中剥离出来，是时代发展的需要，表现了社会对于职业教育人才

的需求和重视。相比较大众所熟悉的普通高考制度，职业教育高考制度为不擅长学术研究但愿意学习技

能、擅长技能的学生提供了一条可供选择的人生发展道路。职业教育高考制度的建立唤起大众对于职业

教育的关注和重视，有助于调节我国当前人才结构性矛盾，缓解大众对于高考的教育焦虑，是一项符合

当今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充满伦理关怀的教育政策。作为教育行业的从业者和即将迈入教育行业的我们，

应该摆正对职业教育、职业学校和职业教育学生的态度，支持和关注职业教育的发展，宣扬职业教育的

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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