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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职院校实施“工士”学位的思考 
◆卫志辉 

（苏州大学教育学院  江苏苏州  215000） 

 
摘要：我国高等教育高等职业教育，至今没有设置相应的学位，这在一

定程度上制约着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与完善。“工士”学位的提出是对我

国职业教育制度的探索。国外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的实践对我国实施

“工士”学位制度，构建职业教育学位体系，完善我国高等教育学位制

度具有积极意义。设置“工士”学位是提高教育公平的需要，是完善现

代职业教育体系、推动高等教育发展以及构建学习型社会的要求。国内

学者对于职业教育的研究还很薄弱，尤其是对于高等职业教育的学位问

题上，文献的研究内容集中于建立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设置的必要性，

对国外高职学位制度的介绍以及对我国高职学位制度的模式，建议和策

略这三个方面。但是还没有学者从社会对高职学生拥有专业学位的需求

这个层面来研究是否需要设置“工士”学位。如果可以从社会或者高职

毕业生“工士”学位的认可度和需求度来审视这个问题也不失为一种独

特的角度。 

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工士”；“副学士”；社会需求 

 

 

一、我国高等教育学位制度的“缺失”。 
职业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职业教育则

是我国高等教育中的重要板块，是推动高等教育由“精英化”走
向“大众化”的决定性力量。据《2015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
计数据公报》的数据，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
2852 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 2560 所，成人高等学校 292 所，普
通高等本科院校 1219 所，高职院校 1341 所[1]。从数量上来看高
职院校占高等学校的 47.6%。规模庞大的高等职业院校，为培养
应用技术型人才，满足社会需求，做出了显著贡献。但是高等职
业教育仍然存在学制学位体系不完整的问题。高等职业教育为专
科层次，尚未纳入学位体系。我国高等教育层次结构为高等职业
教育、本科教育、硕士研究生教育、博士研究生教育，但是学位
层次却仅仅只有三个：学士学位、硕士学位、博士学位。1980
年 2 月 12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1981
年 5 月 20 日，国务院批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
施办法》，制定了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的学位授予标准，
中国学位制度从此成立，三级学位制度沿用至今。高职教育学位
的缺失不仅影响其在高等教育体系乃至整个教育体系中的地位，
也严重制约了应用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和输出。 

二、“工士”学位的必要性 
美国高等教育学家克拉克•克尔说过：“在某种意义上，学位

就是红绿灯，使得学生的车流通过高等教育的各个阶段。从副学
士到博士学位，各级学位都起着测量和奖励学习成绩的作用，它
影响着录取政策，课程内容和年轻人在大学中的学习期限”。 高
职教育学位的“缺失”在一定程度上使这个层面的学生缺少了指
路明灯，不能更好的适应社会需求。“工士”学位的设立是以“社
会需求”为发展战略，满足社会的技能型人才需求，推进现代化
建设，开发人力资源，增强职业院校毕业生的就业功能，激励学
习者的学习，促进学生的自身发展，完善学位制度，顺应历史趋
势的具体实践。 

（一）“工士”学位的实施是体现教育公平的需要 
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础，在当下证书时兴的背景下，高

职毕业生没有毕业证书，其上升的渠道会很狭窄，并且在大力发
展职业教育的时期，没有证书的高职学生在就业以及升学竞争中
具有很大劣势。专科层次的毕业生应该有获得学位的权力，高职
层次没有相应的学位证书的做法实际上形成了对高职毕业生的
制度歧视，并进而对他们造成了就业歧视。设置“工士”学位不
仅是对高职优秀毕业生的职业技术素质的一种肯定，也是他们获
得就业市场认可的有力凭证。 

（二）“工士”学位的实施符合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需要 
首先学位制度作为高等教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经

济、社会、历史、文化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的建立与完善，
既是社会所需高级人才培养事业发展的重要标志，又是保证和提
高培养质量的重要激励机制。其次如果学位制度不能随着经济、
社会以及高等教育自身的改革发展而进行创新和完善，它不仅将
失去对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导向和规范作用，甚至将成为高等教
育改革发展的障碍。 

（三）设置“工士”学位是适应高等教育国际化的需要 
高等教育现代化是教育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目前国际上

设置副学士学位的国家和地区主要有美国、英国、日本、澳大利
亚和中国香港等地区。随着世界经济一体化和高等教育国际化趋
势的进一步发展，设置“工士”学位必将成为时代和国际潮流。
占我国高等教育半壁江山的高等职业教育如果没有相应的学位
制度，在高等教育国际化的大潮流中将会被严重边缘化，这不仅
影响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也会影响我国高等教育的对外交流与
合作，甚至将会产生负面影响。 

（四）设置“工士”学位是建设学习型社会的需要 
学习型社会是以社会学习者为中心，以终身教育体系、终身

学习服务体系、学习型组织为基础，以形成终身学习文化为基本
特征，能保障和满足社会成员学习基本权利和终身学习需求，从
而有效的促进社会成员全面发展和社会价值得以充分实现，使社
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开放、创新、富有活力的新兴社会。 

三、“工士”学位设置相关研究的反思 
经过整理分析相关研究文献，笔者发现，对于职业教育尤其

是高等职业教育的研究还相对薄弱，从发表的论文数量上和质量
上，职业教育研究明显落后于其他教育研究领域。这在某种程度
上反映出研究者以及整个社会对高等职业教育的重视程度严重
不足。其次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研究的内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
面，即我国高职教育学位制度建立的必要性和可行性分析；对外
国高职教育学位制度构建的背景、发展以及特点的介绍；对我国
高职教育学位制度建设的建议、策略的探讨。再者，从研究方法
上来看，以往研究者采用的方法多是文献研究法，但是从文献掌
握的程度和质量来讲，国外对于本国高职学位制度实施具体效果
的研究较少，造成了国内研究者对于国外学位制度的了解不够深
刻。在比较国外“副学士”学位和我国“工士”学位的特点以及
其对于我国实践“工士”学位制度的借鉴意义上没有足够的研究。 

四、结语 
虽然“工士”学位的设立与否、如何设立已经在国内引起了

广泛关注，但是对于我国是否适合借鉴国外经验设立“工士”学
位，构建怎样的高等职业教育学位制度，在国内的研究还是相对
薄弱，研究方法还是相对单一，理论成果与具体实践的联系还是
相对模糊。在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道路上，还需要越来越多的
学者进行深入系统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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