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公众以往的认知中，职业教育定位模糊。新
修订的职业教育法首次明确，职业教育是与普通教
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教育类型。

北京师范大学国家职业教育研究院院长和震
表示，在法律层面规定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地位同
等重要，有利于塑造社会共识，推进职业教育高质
量发展。

新职业教育法对职业教育的内涵作出完善：职
业教育，是指为了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使受
教育者具备从事某种职业或者实现职业发展所需

要的职业道德、科学文化与专业知识、技术技能等
职业综合素质和行动能力而实施的教育，包括职业
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

“职业教育最重要的定位，就是为产业发展提
供有能力、高素质的技术技能人才。”同济大学职业
技术教育学院副教授李俊认为，完善职业教育内
涵，明确职业教育类型属性，在教育教学中注重培
养专业实践能力、职业素养，有利于促进职业教育
高质量发展。

首次明确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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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职业教育办学
成本是普通教育的3倍左右。

在实践过程中，由于需要更多的场地、设备和耗
材，举办职业教育本身就是一项高投入的事业。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副司长林宇2021
年底时曾透露一组数据：如今高职的招生数占到高
等教育的 55%以上，而高职所获得的财政直接投入
只占整个高等教育的20％左右。

针对这一现状，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增加规定：
国家根据产业布局和行业发展需要，采取措施，大力
发展先进制造等产业需要的新兴专业，支持高水平
职业学校、专业建设；国家优化教育经费支出结构，
使职业教育经费投入与职业教育发展需求相适应，
鼓励通过多种渠道依法筹集发展职业教育的资金。

“目前，各地的职业教育发展程度基本与地方经
济发展程度正相关。”曾天山认为，职业教育发展不
能完全依靠政府投入。要在学校的公益逻辑和企业
的市场逻辑中寻得结合机制，多渠道增加职业教育
投入。

和震表示，国家应优先保障制造业、战略性新兴
产业以及重大国计民生行业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
对于其他新职业、新业态，则可多依靠市场机制进行
调节。“社会越发达、越文明，职业教育的价值就越突
出。发展职业教育，归根到底还是为了满足人们多
样学习、进步的需求。”

新华社北京4月20日电

完善职业教育保障制度和措施

新华社北京4月20日电（记者刘硕）记者 20日
从最高人民检察院获悉，最高检近日印发了全国检
察机关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积极
推进打击整治养老诈骗专项行动。

实施方案强调，要依法严厉打击养老诈骗犯
罪，加大追诉力度，重点惩治以提供“养老服务”、投
资“养老项目”、销售“养老产品（保健品、收藏品
等）”、宣称“以房养老”、代办“养老保险”、开展“养
老帮扶”等为名实施的侵害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诈
骗、集资诈骗、合同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组织
领导传销活动、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生产销售提供

假药劣药等各类犯罪。
实施方案提出，要坚持依法办案，准确把握依

法从严的要求，对于造成特别重大损失或者严重后
果的犯罪嫌疑人，以及主观恶性大、在犯罪中起主
要作用的首要分子、骨干分子，要从严惩处；全力追
赃挽损，把追赃挽损贯穿检察办案全过程，作为惩
治养老诈骗犯罪的重要内容。

实施方案指出，要利用 12309 平台广泛接受群
众举报线索，依法办理；发现应当立案而不立案的，
依法监督立案；针对养老诈骗犯罪特点和老年群体
的具体情况，有针对性地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

责任制，组织开展打击整治养老诈骗宣传教育活
动，揭露养老诈骗新手段、新动向，深化法治宣传教
育效果；加强对养老领域从业人员预防犯罪法治宣
传教育，促使其依法依规经营；注重培育、收集、编
发典型案例，发挥案例示范指导作用。

实施方案还提出，要协同开展整治规范工作。
结合办理养老诈骗案件，主动分析研判养老诈骗案
件发生背后的原因，查找发现养老领域存在的管理
漏洞和风险隐患，向其他成员单位通报情况或者制
发检察建议，促进依法完善监管，加强溯源治理。
同时，针对养老诈骗重点领域，探索开展公益诉讼。

依法严厉打击养老诈骗犯罪！最高检作出部署

职业教育法首次大修
将带来哪些重要改变？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徐壮

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四次会议20日表决通过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
这是该法自1996年颁布施行以来的首次大修，内容从五章四十条完善至八章六十九
条。新职业教育法自2022年5月1日起施行。

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高素质的劳动者和高水平的技能技术，呼唤高质
量的职业教育。职业教育法如何通过修订与时俱进？将给教育体系带来怎样的改
变？“新华视点”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

新华社 发

“职业教育低人一等”“职业学校不是好学校”
“职校学生找的工作不体面”……有关职业教育的
社会认知里，偏见和杂音时有出现。

在教育部职业教育发展中心副主任、研究员曾
天山看来，受中国传统文化“学而优则仕”等观念的
影响，加上职业教育相对普通教育而言兴起较晚，
社会大众需要更新观念、破除成见。

对此，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中规定了不少“实
招”，着力提升职业教育认可度。

譬如，明确规定国家采取措施，提高技术技能
人才的社会地位和待遇，弘扬劳动光荣、技能宝贵、
创造伟大的时代风尚；提出国家通过组织开展职业

技能竞赛等活动，为技术技能人才提供展示技能、
切磋技艺的平台，持续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
才、能工巧匠和大国工匠；提出职业学校学生在升
学、就业、职业发展等方面与同层次普通学校学生
享有平等机会。

“各行各业所需要的技术、技能、人才都是不可
替代的。职业教育社会地位的提升，仍需要社会各
方面共同努力、主动作为。”和震认为，社会观念应
从重视学历转向重视贡献、重视能力；应建立各行
各业平等的职业资格框架制度，人人都能在自己的
职业轨道上走到相应的高层次等级。

着力提升职业教育认可度

“职业学校、职业培训机构实施职业教育应当
注重产教融合，实行校企合作。”其中，“产教融合”
一词取代了现行法中的“产教结合”。一字之改格
外有深意。

“过去讲的‘产教结合’具有滞后性，企业的新
技术、新工艺、新规范经常不能及时反映到学校中，
企业与学校之间类似‘朋友帮忙’的关系，这种关系
是很不稳定的。”曾天山说，“融合”就是要成为一
体，企业与学校共同投入、共同制定人才方案、共同
进行人才培养，达到共建共赢。

为了深化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发挥其在校企合
作中的作用，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进一步明确诸多
举措：国家发挥企业的重要办学主体作用，推动企
业深度参与职业教育，鼓励企业举办高质量职业教
育；企业可以设置专职或者兼职实施职业教育的岗
位；企业开展职业教育的情况应当纳入企业社会责
任报告；国家鼓励行业组织、企业等参与职业教育
专业教材开发。

除此之外，新职业教育法还包含对深度参与产
教融合、校企合作的企业作出奖励、税费优惠等激
励政策。

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