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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百万扩招”计划对培养高技术技能型人才、缓解就业压力、加快经济转型、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本文对吉林省百万扩招背景下高职分类招生考试现状进行分析，针对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提出提高招生计划及招

生方式的合理性、完善文化素质考试与职业技能测试，进一步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为吉林省经济社会发展培训更多高技

术技能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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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百

万扩招”计划。高职院校生源在现有应往届普通高中、中职

毕业生的基础上，增加了农民工、新型职业农民、退役军人

和下岗失业人员等。针对新的生源群体，如何完善高职分类

招生考试办法，更好地落实国家提出的高质量百万扩招任

务，为国家培养高技能人才，推动高职教育快速转型、高速

发展，面临许多问题和挑战。本文通过分析吉林省当前高职

分类招生考试现状，针对高职分类招生考试工作中存在的问

题，提出相应的对策，对完善高职分类招生考试制度具有积

极的意义。

1 高职院校百万扩招的意义

高职“百万扩招”专项计划旨在解决当前特定群体的就

业难题、缓解就业压力，根本目的在于解决高技术技能型人

才短缺，为推动国家产业升级、经济发展提供人力资源保障。

1.1 培养高技术技能型人才，将劳动力资源存量转换为优质

人力资源

我国城乡有大量的适龄劳动力，绝大多数不具备高技术

技能。高职“百万扩招”专项计划面向社会各类群体，拓宽

了高职院校招生范围，从而提高广大劳动者的技能素质，为

社会培养更多高技术技能型人才，将劳动力资源存量转换为

优质人力资源。

1.2 解决就业难题，满足行业对高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迫切需

求

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发展的新阶段，人才是推动产业转型

升级的重要动力。同时由于结构性失业、劳动者技能素质无

法适应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导致就业难题。高职“百万扩招”

专项计划将农民工、新型职业农民、退役军人和下岗失业人

员等纳入到招生序列当中，通过高职院校将他们培养成适应

经济发展的高技术技能型人才。这类毕业生在高技能岗位上

就业，既可以解决剩余劳动力就业难题，又能满足行业对高

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迫切需求。

1.3 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推动职业教育发展

李克强总理在全国深化职业教育改革电视电话会议作

出重要批示：发展现代职业教育，是提升人力资源素质、稳

定和扩大就业的现实需要，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

化强国的重要举措[1]。高职院校响应百万扩招计划，不断完

善高职分类招生考试办法，为国家经济发展输送高技术技能

型人才，不断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

发展。

2 吉林省高职分类招生考试的现状

为了积极响应国家推进高职招考制度改革精神，从 2011

年起，吉林省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改革经过十年的发展，招生

数量不断增加，截至 2018 年，进入高职院校就读的考生中

60%-70%是通过高职单独招生考试和高职对口升学考试选拔

入学，而通过普通高考到高职院校就读的考生比例逐年下

降。更多的考生通过高职分类招生考试公平竞争、多样选择

专业以及多元化的录取方式进入高职院校深造，吉林省高职

分类考试招生制度改革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2.1 吉林省高职分类招生考试的途径

吉林省高职分类招生考试模式有：普通高校对口招生、

高职高专院校高职单招、中高职贯通培养、高职扩招等，考

试主要采取文化素质考试加职业技能测试的方式。

（1）高职单招

高职单招面向普通高中毕业生，考生先进行文化素质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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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考试，成绩达到职业技能测试资格线后，参加由高职院校

组织的职业技能测试。高职单招与普通高考相比，考试时间

早、考试内容相对简单、针对性强、多元化录取、录取率较

高。

（2）对口招生

对口招生的主要生源是中职（普通中专、职业中专、职

业高中、成人中专、技工学校）毕业生，文化素质统一考试，

考试科目与高职单招文化素质考试相同。职业技能测试试题

（专业综合试卷）分为财经、餐旅管理、艺术、医学、机械

电子等 10个科类。对口招生是高职分类招生考试的重要组

成部分，为中职学生提供深造机会，为社会选拔技能过硬的

优秀人才。

（3）中高职贯通培养

高职院校一些对技能要求较高、需要系统长线培养学生

的专业，通过例如中高职衔接“3+2”分段模式，两校分段

培养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高技术技能型人才。

（4）高职扩招

吉林省执行“百万扩招”计划，参加考试的农民工、新

型职业农民、退役军人和下岗失业人员等不需要参加文化素

质考试，直接参加高职院校组织的职业技能测试。

2.2 吉林省高职分类招生考试存在的问题

（1）招生计划设置不够合理。吉林省当前的高职分类

招生方式为不同学历层次的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升学机会，但

不同招生方式制定的招生计划比例分配不够均衡，不能充分

体现高职分类招生考试的优势。吉林省高职招生计划当中，

面向中职毕业生的招生计划较少，招生人数少、录取率低；

另外，部分高职院校专业结构设置不合理，专业结构设置与

吉林省产业需求匹配度不高。

（2）招生考试方式不够合理。高职院校选择适合的招

生方式才能在保证生源数量的同时把控生源质量。部分高职

院校通过中高职贯通途径招生时，在“转段”选拔中对学生

的考核流于形式，不仅不利于选拔优质生源，也违背了高职

分类招生考试改革的初衷。

（3）文化素质考试和职业技能测试比例不够协调。2019

年、2020 年吉林省高职扩招专项工作中，普通高中毕业生和

中职毕业生需要参加文化素质考试以及职业技能测试；但是

在高职单招考试模式中，文化素质分值仍占 60%以上，学生

文化素养考试不合格无法升入高职院校，这与选拔培养高技

术技能型人才的职业教育目标不相符合。同时，高职院校在

自行组织职业技能测试时，缺乏对不同生源、不同专业需求

的针对性。

3 完善高职分类招生考试的对策

（1）提升高职院校分类招生计划的合理性。中职毕业

生生源是高职分类招生考试重要的组成部分。吉林省应根据

自身实际情况对分类招生对象的意愿进行调研，对面向中职

毕业生招生比例作出规定；高职院校在制定招生计划时，要

充分研判扩招计划，根据普通高中毕业以及中职毕业生报考

情况制定更加合理的招生计划。同时，高职院校要根据生源

情况和毕业生就业情况，优化专业结构，以区域转型为目标，

逐步加强高职院校优秀专业品牌的建设[2]。

（2）提升分类招生考试方式的合理性。高职院校对不

同生源采取差异性的招生考试方式，在选择考试方式的过程

中，既要满足学生的升学需求，同时确保选拔出高质量的学

生。针对不同层次生源的招生标准不放松，招生考试要更严

格，确保考试更加公平合理，选拔出有强烈意愿提升专业技

术技能的考生。

（3）协调好文化素质考试和职业技能测试。首先，根

据专业特点有针对性的设计文化素质考试，除涵盖基本文化

科目外，可增加专业相关技能理论知识、思想品德素养等内

容，避免因注重学科知识的考核而导致专业技能强的学生无

法通过入学考试；同时，考核普通高中毕业生的实践操作能

力，增加动手能力、理解能力等方面的测试，将取得职业资

格证书作为中职毕业生加分项等。

（4）高职院校针对不同生源进行分类培养。针对不同

生源，综合分析其文化素质、技术能力，分析岗位需求设置

专业课程，制定符合生源特点的人才培养方案。教学中实施

分类培养、分层教学，创新教学手段、考核体系，探索成果

认证、学分转换，整体提高高职院校教学水平。

4 结语

综上所述，“百万扩招”计划旨在将缓解就业压力、解

决高技术技能型人才短缺，为高职招生带来了重大机遇。吉

林省要针对高职分类招生考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并给

出解决对策，提高招生计划及招生方式的合理性、完善文化

素质考试与职业技能测试，切实提高高职分类招生考试的成

效，同时高职院校多元化培养，让更多优秀的青年应用专业

技能为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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