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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是经济发展的推进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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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代以来，教育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随着中国经济的不

断发展，企业与产业的发展也日益多元化，大批新型产业兴起，技术制

造业尤为兴盛。迅速发展的经济社会对中国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所

以以培养技术人才为主的职业教育引起了多方关注。本文主要分为两部

分，首先简单介绍职业教育的内涵。其次，从经济发展与职业教育的双

重角度探究二者之间的关系，并着重研究职业教育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

用。希望通过本文引起社会各界对职业教育的重视与关注，促进职业教

育的发展，从而促进其推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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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适应市场需求，追赶经济社会发展的高速度，一些产业
开始迅速调整自己的经营模式，大批新兴产业的也随之崛起。当
前的经济社会现状对各行业从业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不仅要求
工作人员具备专业的操作技能，还要求其综合素质达标。职业教
育通过专业的培训，为各大产业提供了人力资源，与此同时，经
济发展也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环境。 

1.职业教育的内涵 
职业教育主要含义是指对受教育者通过学习后，获得关于某

种职业或生产劳动所必须的职业知识、技能和职业道德的教育，
其包括两种形式，一是职业学校教育，另一种则是职业培训。对
中国职业教育研究造诣最高的当属黄炎培先生。 

2.职业教育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 
2.1 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互

动的。首先应该明了的是现代经济的发展决定了职业教育的重要
作用。上文中已经提到，现代经济发展使得产业结构快速地调整，
产业的层次也在不断提升。据相关调查显示，近年来，中国的第
一产业虽然一直在稳定增长，但其总产值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
比例正在渐渐下降。与此同时，中国的第二产业却显现出巨大的
进步，以电子信息产业、生物产业和医疗卫生产业为代表的制造
业，显现出蓬勃生机，出现了低端制造业转型、中高端制造业蓄
势待发的局面。另外，第三产业迅猛发展，其生产总值在三类产
业中比重正在逐步增大。 

从上述调查中明显可以看出中国的产业结构正在快速地调
整，那么服务于各产业的人力资源也必定随之调整，劳动者的工
作产生变革，社会对劳动者的技能水平要求提高，而这种提高必
须通过教育和培训来完成。职业教育在此方面承担着首要责任。
总的来说，职业教育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作用与反作用的关
系，二者是互相影响，密不可分的。 

2.2 职业教育是经济发展的推力 
2.2.1 促进就业 
人力资源的调整免不了让部分劳动者被淘汰，大量外来务工

人员的涌入。而此类无业者和外来务工者的出现，加剧了就业矛
盾和社会分配矛盾，很容易成为经济社会中的不稳定因素，此时，
职业教育成为其寻找新的就业岗位的重要途径。由于我国人口数
量大，教育资源分配不均，而高等教育对学生的基础和学习时间
要求较高，相比起来，职业教育更为方便快捷，并且具有针对性，
能在较短时间内提高学生的某项技能水平，促进就业，正如黄炎
培先生所说，职业教育能“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 

2.2.2 提供人才资源，促进劳动力再生产 
职业教育的重要作用之一就是为经济发展提供优质人才。其

不仅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更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强劲推力，也
是增强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环节。近几年来，中国已经跻身于国
际制造业大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在世界上已经具有一定
的经济话语权，但中国并非制造强国，与一些发达国家之间存在
着一些差距。出现上述现象的主要原因就是一些从业人员的综合

素养和专业能力偏低。而职业教育可以弥补上述不足，可以培养
出更多优秀的技术人才，以满足中国社会和经济的发展需要，加
强中国在世界上的经济竞争力。 

2.2.3 促进就业多元化 
在中国，许多劳动者工作单一，在一个岗位上工作几十年的

现象比比皆是，很多人已经失去了对工作的热情，甚至厌恶自身
的工作，但是迫于生计以及就业的压力，众多劳动者选择麻木的
忍耐。职业教育的发展，可以使更多的劳动者接触到新的工作知
识，丰富自身技能，领会到其他领域的工作乐趣，促使其工作选
择多元，从而缓解工作压力，使劳动者有选择更多岗位的信心。 

2.2.4 缓解地区差异，促进经济平衡发展 
中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由于地理、人文等因素的影响，

中国东西部存在着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差异过大的情况。而职业教
育不仅可以促进城市经济的发展，还能促进一些偏远贫困地区经
济的发展，从而促进经济平衡发展。首先，针对贫困地区而言，
人才是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关键，但是此类地区由于经济发展水
平落后，生活环境艰苦，根本留不住人才，更谈不上引进人才，
所以，其发展的根本的出路还是“就地取才”，而职业教育就是
其“就地取才”的关键所在。大力推进职业教育，可以大迅速提
高贫困地区劳动者的素质，拓宽贫困地区失业和无业人员的就业
途径，有效转移贫困地区剩余的劳动力。 

针对城市经济发展而言，职业教育可以从根本上解决人的城
镇化问题，是支撑城市产业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方式，是促进
就业、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保障，也是提升城市综合实力的
重要途径。简单来说，一个城市发展的过程从另一角度讲就是实
现劳动力专业化的过程，各地方政府应当把职业教育放在更加重
要的位置，必须本着认真负责，狠抓落实的精神，精确认识、精
准谋划、积极施政、确立保障，从而加快职业教育体系建立，促
进人才培养。 

结束语 
总而言之，教育与经济是促进社会发展的两大支柱，两大支

柱之间又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是实现中国经
济现代化建设目标的重要环节。近年来，随着职业教育水平的提
高，不仅为经济发展提供了大量的技术人才，解决了就业压力，
缓解了社会矛盾，还进一步推动了中国其他方面的发展进程，在
很大程度上提升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所以，教育部门工作人员应
当更加重视职业教育，加大对职业教育的人力和物力的投入，从
而提高技术人才的综合素质，进一步促进中国经济再登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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