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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的显著特征：

    ——人才培养目标定位于动手操作能力较强且能有效满足产业经济发展需
要的技术技能人才；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可谓其典型的人才培养模式。

    

    企业不仅是技术技能人才的最终使用主体，更是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主体；    

     ——只有在企业的深度参与下，职业院校才能切实培养满足企业需要的
技术技能人才，才能从根本上破解人才供需的结构性矛盾。

    以学徒制为典型特征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人才培养模式渐趋成为诸多国
家重要的办学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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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现代学徒制产生的历史渊源

    -—9-13世纪，法国的“行会学徒制”开启了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的尝试。

    ——1562年，英国政府发布《工匠、徒弟法》，明确将学徒制确立为一种
正式的教育制度。

    ——1891年，德国公布的《劳工法》便明确规定，企业雇主需送14-18岁
学徒到补习学校学习，否则将受到政府的罚款。

    但第一次工业革命催生下的机器大生产，对技术技能人才的数量和质量需
求与日俱增，传统的学徒制难以满足现实需求，渐趋被职业学校取代。

    直到二战以后，学徒制一直处于低迷的发展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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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

    各国最迫切的任务是培养大批专业技术技能人才以恢复发展生产。

    ——但不论是职业学校还是传统的学徒制都难以满足如此大规模且实用的
技术技能人才。

荷兰：

    ——1954年，成立了“荷兰行业职业教育协会”，专门负责职业学校与行
业企业的有效对接。

德国：   

    ——1969年，颁布实施《职业教育法》，标志着德国最终完成了对传统学
徒制的改造，从而确立了具有现代学徒制特性的双元制，被视为二战后德国经
济腾飞的“秘密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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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

    ——1993年开始启动“现代学徒制”计划；

    ——1994年，正式在14个行业实施；

    ——1995年，在全英54个行业推广。

瑞士：

    ——瑞士约有2/3的学生在完成义务教育后进入职业教育体系，其中4/5的
学生参加现代学徒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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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现代学徒制的经济价值

瑞士：

    ——依靠高素质的能工巧匠创造产品的高附加值，提高国际竞争力。95%
的原料和能源以及65%的消费品靠进口，经过加工，70%-90%的产品被增值高达
几倍甚至几十倍。

德国：

    ——500人以上的大企业参与率高达91%。学生数量仅占大学生总量1/3应
用技术大学，却培养出2/3的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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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国别 个数 利润排名 500强排名 公司名称 利润 企业性质

德国 2 21 8 大众公司 14,571.90 制造
41 17 戴姆勒股份公司 9,235.30 制造

瑞士 3
18 70 雀巢公司 15,797.80 制造
35 167 诺华公司 10,210 制造
36 189 瑞士罗氏公司 10,198.20 制造

荷兰 1 20 3 荷兰皇家壳牌石油公司 14,874 能源

中国 13

1 18 中国工商银行 44,763.90 金融
3 29 中国建设银行 36,976.60 金融
5 36 中国农业银行 29,126.40 金融
6 45 中国银行 27,525.10 金融
15 4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16,359.50 能源
17 87 国家开发银行 15,921.50 金融
17 190 交通银行 10,687.40 金融
34 55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公司 10,451.20 通讯
37 7 国家电网公司 9,796.20 能源
45 235 招商银行 9,074.30 金融
47 336 和记黄埔有限公司 8,660.20 零售
48 72 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 8,592.60 能源
50 472 台积电 8,392.20 制造

7家
53.85%

3家
2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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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兰：

——1923年制定《学徒制培训法》；

——侧重培养电子、光学设备、冶金、机械制造等高端制造人才；

    ——2014年，芬兰全国总人口是526万人。

    ——2000-2014年以来，我国培养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人数共计524万人；
与芬兰全国总人口接近。

    ——“十一五”以来，我国累计培养的职业院校毕业生和本科院校毕业生
共计1100万人；是芬兰全国总人口的2倍。

   而我国人均GDP仅仅为芬兰的1/7。

诺基亚集团（Nokia）公司：成立于1865年，早期从事造
纸、化工、橡胶行业，60年代开始进入电信市场，取得
快速发展。1998年生产出第1亿部移动电话，成为世界最
大移动电话生产商。2003年，诺基亚1100在全球已累计
销售2亿台；2010年第二季度，在移动终端市场的份额约
为35.0%，全球约有9亿人使用诺基亚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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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瑞士、芬兰、荷兰发展经验证明：

    ——现代学徒制是培养技术技能人才、推动产业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

    ——我国大力发展现代学徒制具有可行性。

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

    ——我国大力发展现代学徒制具有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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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改革开放以来，推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一直是我国职业教育改革发
展的重点；

    ——但“学校热而企业冷”的矛盾一直是困扰校企合作有效开展的瓶颈。

    

    国务院：

    ——《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2014）

    教育部：

    ——《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的意见》（2014）

    收效甚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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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学徒”身份尴尬——难以满足企业人才需求

    德国、瑞士等国家的学徒兼具“学生”和“学徒”两种身份。

    ——在职业学校学习期间为“学生”，系统接收相关专业课程与理论的学
习，并在专门的双师型教师指导下进行实习实践；享受学校相关的优惠政策。

    ——在企业实践期间为“学徒”，通过顶岗的方式深入系统接受企业在专
业技术技能方面的训练；同时与企业签订用工合同，享受企业员工相关的福利
待遇；考核合格之后，可以顺利成为企业正式员工而不是进入到就业市场。

    ——双重身份的“学徒制”有效破解了“就业难”与“招工荒”的矛盾。

我国现代学徒制实施的困境



02
    而我国所谓的“学徒”却只有一个身份，即学生。

    ——不论是在学校理论学习期间还是在企业顶岗实践期间，“学徒”只能
以学生或实习生的身份出现，不与企业签订用工合同，不能享受企业员工福利
待遇；

    ——毕业之后大多直接进入到就业市场择业而不是理所当然地成为企业正
式员工。

     ——这便导致企业因缺乏优秀人才的优先录用权而难以招到理想的人才。    

    参与校企合作却难以有效解决企业的人才短缺问题，无疑会大大挫伤企业
参与的主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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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学徒能力层次较低——与企业需求错位

    ——德国、瑞士、法国等国家的学徒制既包括中等教育的学徒制，还包括
高等教育的学徒制，如硕士、博士层次。从而为这些国家产业经济的发展培养
了大批高端制造、研发和创新人才。

    ——我国目前参与学徒制的学校多为中高职院校，本科尤其是硕士、博士
层次的大学较少。从而难以为企业发展培养基础能力扎实、创新创造能力突出
的高层次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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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法律制度缺失——难以为学徒制提供坚实后盾

    从制度经济学角度讲，制度是指人际交往中的规则及社会组织的结构和机
制；完善的制度是规范人和组织行为的重要保障。

    ——德国、瑞士、英国的企业主动参与学徒制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国
家建构了比较完善的制度体系，确保其享有责权利对等的合法权益。

    ——德国《手工业条例》（1965）、《联邦劳动促进法》（1969）、《企
业宪法》（1972年印）、《联邦青年劳动保护法》（1976）；

    ——英国颁布了《工业训练》（1962）、《产业训练法》（1964）、《高
等教育法》（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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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关于校企合作尤其是学徒实习的相关法律、制度还不够完善：

    ——1996年颁布《职业教育法》，提出“行业组织和企业、事业组织应当
依法履行实施职业教育的义务……企业可以单独举办或者联合举办职业学校、
职业培训机构，也可以委托学校、职业培训机构对本单位的职工和准备录用的
人员实施职业教育。”

    ——但在校企合作中，企业采取什么样的合作方式，应该享有什么样的权
益并未明确规定。

   ——这便导致作为理性经济人的企业因看不到预期收益而不轻易参与学徒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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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德国、瑞士、英国的现代学徒制中：

    ——政府在经费、政策等方面给与了大力支持；

    ——行业协会在人才需求预测、人才培养质量考核监督以及培训方面也给
与了一定的帮助；

    ——企业不仅参与专业课程设置和人才培养计划的制定，还参与招生、技
能考核等工作。

   总之，通过多个主体共同参与的方式确保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质量、层次、
类型与产业需求无缝对接。

    ——而我国的现代学徒制在很多程度上是职业学院自身的独角戏，行业、
企业很难深入参与到招生、培养等核心环节；

    ——实习经费缺乏法律保障，实习安全事故赔偿的标准无法可依。

 这一系列法律制度的缺失难以为现代学徒制的顺利尽快提供坚实的后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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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现代学徒制“五位一体”关系模型

    ——强调了政府的引导和政策支持：

    建构完善的制度保障体系，确保各行为主体责权利对等。如确保企业能优
先录用理想的学徒工，能享受税收减免、学徒专项经费支持等优惠政策。

    ——强调了校企的深度合作：

    确保人才培养的质量能有效满足企业需求。招生标准与数量、专业课程的
开设、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设施设备的组成、双师型教师的配备等方面均需
要校企双方共同开发和研究，集中双方优势资源，实现配置效率最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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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调了行业的积极参与：

    确保人才供需无缝对接。积极发挥行业在人才需求预测方面的优势，为学
徒制招生规模、开设专业等提供借鉴；积极发挥行业在职业技能鉴定、行业理
念培养等方面专业优势，提高学徒工的整体素养。

    ——强调了学生的“学徒”身份：

    确保企业留得住理想的人才和学生找得到理想的工作。破除企业因担心留
不住人才而不敢轻易参与学徒制的顾虑。

    ——强调了职业资格认证：

    确保进入企业顶岗生产的学徒必须具有一定的专业技能水准。消除企业担
心学徒工影响生产质量而不参与学徒制办学的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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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现代学徒制“多元立交”关系模型

    一是指学徒制培养主体的多元立交：

    ——现代学徒制培养主体不仅仅局限于中职、
高职院校和企业，本科、硕士、博士层次的大学，
企业、行业、职业资格认证考核机构均应该成为未
来学徒制人才培养的核心主体。

    ——职业资格认证考核机构也在现代学徒制中
发挥积极作用，即企业员工进入高一级学校学习或
成为高级学徒的前提是必须获得相应的职业资格证
书，确保学徒具有一定的动手操作能力以满足企业
顶岗生产的需要，以此激发企业参与的积极性和主
动性。

我国现代学徒制建构的路径选择

与运行机制



    二是指人才培养层次的多元立交：

    ——现代学徒制不仅培养中职、高职层次的技
术技能人才，而且培养本科尤其是硕士和博士层次
的高端人才。

    ——中高职院校毕业生通过一定的资格考核可
以进入到本科、硕士乃至博士层次的学徒制学校继
续学习专业技术技能。

    ——以此打破中职与高职、高职与大学之间的
天花板，搭建立交桥；通过培养高端层次技术技能
人才，助推产业经济转型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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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合作博弈运行机制
    博弈论又称对策论，是研究公式化了的激励结构间的相互作用或具有斗
争、竞争性质现象的数学理论和方法。
    ——根据是否可以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博弈论分为合作博弈和非合
作博弈。
    ——合作博弈是指博弈主体通过彼此之间的互助与协作，各个主体自身
利益都有所增加，或者至少是一方利益增加而其他主体利益不受损害的一种
博弈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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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人假设：
    ——人是有理性的且总在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
    ——在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过程中，政府、行业、企业、学校、职业资
格认证考核机构这五个主体都是理性经济人；
    ——通过培养满足产业需要的技术技能性、研发创新型现代学徒以实现
各自效用最大化。
    ——五个主体便会就培养方式、资源配置等进行沟通与协商，或者以合
作协议的方式约定彼此之间的义务和权利，以确保人才培养活动的有序和有
效进行。
    可见，“五位一体、多元立交”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过程，实质就是政
府、行业、企业、学校、职业资格认证考核机构这五个主体合作博弈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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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帕累托最优运行机制
    帕累托最优也称为帕累托效率，是资源配置的一种理想或最佳状态，即
在不减少一方福利的情况下，就不可能增加另外一方的福利。
    ——在资源闲置的情况下，一些人可以生产更多并从中受益，但又不会
损害另外一些人的利益。在市场失效的情况下，一项正确的措施可以消减福
利损失而使整个社会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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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想提高现代学徒人才培养质量，作为局中人的政府、行业、企业、
学校、职业资格认证考核机构都要提供自身优势资源以形成明显合力。
    ——各个主体究竟如何配置人力、物力以及财力资源，这便涉及到配置
效率问题。
    ——配置效率越高，则越接近帕累托最优状态，各种资源利用效率也就
越高，人才培养质量和效率则越达到理想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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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达到该目标，各个主体在资源配置过程中也会根据自身实力和
意愿不断调整或改进配置方式和资源类型，从而不断提高配置效率和人才培
养质量。
    ——从本质上说，“五位一体、多元立交”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过程也
是在帕累托最优机制引导下的帕累托改进过程。
   通过五个主体一致努力，积极有效推进现代学徒制有效开展，最大限度
培养大批高端制造、高端研发、高端创造人才，彰显改革红利、人口技能红
利，进而助推产业经济转型升级，加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03 我国现代学徒制建构的路径选择与运行机制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