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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主导下职社融合路径研究 
田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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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职业院校与社区教育互融共建，在培养高素质专业化人才以及提高全民职业技能方面开创了新的道路，本文通过分析我

国职社融合中遇到的瓶颈，探索了政府主导双方共建的可行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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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社融合，是指在我国终身教育日益受到重视的背景下，职业

教育与社区教育的融合发展。发展职社融合，可以依托社区这一特

殊组织形式提高全民素养和职业技能，为国家社会稳定、经济繁荣、

技术创新带来巨大帮助。国务院 2014 年颁布的《关于加快发展现

代职业教育的决定》强调，我国职业教育需要“全面深化改革，承

担时代重担”，并将“社区化办学”作为未来职业教育发展的新模

式。由于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面向对象不同，教学方法与培养目标

区别较大，需要由政府主导推进职社教育融合。 

一、政府主导推动职社教育发展的必要性 

首先，我国职社融合教育起步晚。百年以前，欧洲的丹麦就借

助“育民强国”的教育思想通过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实现了国家“脱

贫致富”；美国和日本通过“社区学院”，将职业技能教育深入到居

民生活中，在提高全民素质、提高普通公民谋生能力、促进社会稳

定、繁荣经济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我国在 2005 年才开始出台政

策提出职业教育的社区化教育理念，起步较晚。 

其次，国家转型升级需要大量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我国民众受

“学而优则仕”观念影响深远，重普通教育而轻职业教育，导致我

国制造业、服务业转型升级的进程中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大量短缺。

2020 年我国制造业高端技术人才缺口达到 2200 万人，而《2020 年

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中指出，教育、信息安全、软件工程以及医

护相关专业的就业率呈上升趋势。政府促进职社教育融合，可以提

高紧缺岗位职业技能的覆盖率，缓解我国高素质技能型人才需求难

题。 

再次，我国人才供应与需求地两地分化严重。国家统计局数据

显示，2019 年末中国全国大陆就业人员 77471 万人，农民工总量为

29077 万人，外出农民工 17425 万人，农村蕴含着大量劳动力。2019

年末爆发的新冠疫情使很多人只能就近择业，致使城镇地区大范围

出现用工荒，2020 年人社部发布的第四季度最缺工 100 个职位人才

缺口达到 92.9 万人。深化职社融合，能够有效应对产业升级以及突

发性社会灾害下的区域性人才需求问题。 

二、政府主导职社教育融合发展中面临的挑战 

1、职社融合主体动力不足 

职业教育与社区教育融合涉及不同的主体，要确定牵头主体、

配合主体，同时构建主体间的协作模式与利益分配机制、制定适合

社区居民的培养方案、畅通居民毕业后的发展通道。而我国当前社

区教育侧重基本的居民管理职能，社会居民职业技能的提高由当地

人社部牵头负责。职业院校出于发展需求，看重社区生源，伴随着

国家高职扩招 300 万政的实施策以及对职业教育的不断重视，职业

教育生源难题得到了有效改善。职业教育作为一项需要高投资的活

动，职社双方缺乏有力的利益保障机制，融合动力不足。 

2、居民参与程度低 

我国城镇化进程不断加剧，到 2020 年末达到 60%，大量农村

人口进入城市成为常住人口，对于“终身学习”和“社区学习”认

知较浅，参与程度低。对于四川省会城市成都，邵晓枫、罗志强

（2015）对武侯区、青羊区等 5 个社区学院的学员情况调查发现，

学员中有 27.3%为 40~59 岁；70.5%的学员年龄在 60 岁以上；在职

和无业人员只占 7.5%；女性占 85.3%。其他城市参与度更低。我国

居民参与社区教育的广度和年龄覆盖范围都较小，导致职社融合缺

少最基本的受众保障。 

3、技能认证体系不完善 

社区教育是在对民众在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之外的补偿性教

育，包含社会成员教育体系和职业教育体系。我国当前社区教育的

主要教学内容为科普性教学、区域文化遗产教学、手工艺教学等，

缺乏职业专项技能培训，而且参与者以中老年人为主，国家职业技

能认证体系尚在重新构建过程中，完成社区教育的居民能否获得相

关技能认证单位的认可并且获得稳定就业缺乏制度保障。这也一定

程度上阻碍了青年人参与社区教育的积极性，使职社融合成为一种

有名无实的活动。 

三、政府主导下职社教育融合发展路径 

1、政府出台政策保障参与者权益 

职社融合共同培养人才，涉及到社区的人员管理、学员学费设

定和职业院校的师资、教学设备投入等多方面的跨主体联合，需要

由政府牵头推进双主体的协作融合。政府可以通过成立社区教育学

院，根据区域经济发展特色、地方文化特色以及居民专业诉求这三

方情况设置专业，按照学员入学年龄以及学习课时给予一定的经济

补贴；对职业院校开展职社融合的专业给予一定的政策帮助以及费

用补贴；制订多层次融合发展规划，由浅入深，让社区学院与职业

院校能够在合作过程中探寻深度融合发展的方案。 

2、加强终身学习理念的宣传 

首先，社区管理人员通过组织更加丰富的活动，让居民参与到

社区管理中，扩大居民对“社区”这一特殊单位的认识，增强互信。

其次，政府提高宣传力度，让居民产生“终身学习”的意识，扩大

社区学院职能的宣传，让居民对社区学习产生认同感，愿意通过“社

区学院”不断提高自己，丰富技能。 

3、打通职业技能认证和就业通道 

首先，针对职社融合专业，政府要对学员学业完成情况进行严

格考核，并颁发相应考核合格证书；其次，国家现在针对职业院校

学生职业技能认定推出了“1+X”证书制度，可以进一步完善职业

技能评价对象的范围，让拿到合格证书的社区学员能够参与相关考

评，获得与职业院校学生同等效用的技能等级证书，提高社区教育

的社会认可度；再次，开发与社区学院专业匹配的地方企业资源，

为社区学员提供就业推荐和跟踪回访，确保学员权益与企业权益。 

职社融合，作为一种新的教育模式，对社区管理、职业院校服

务社会以及政府调控都提出了新的要求，需要政府主导促进双方的

融合，使我国终身教育迈向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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