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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职业教育标准体系的构建研究

潘海生 汤杰

【摘 要】标准在职业教育质量提升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 职业教育标准体系由标准内容和标准治理结构组成，前 者 分

析标准的内容要素和层级，后者探究不同利益主体在各层级标准治理中的分工 。 对比德国和美国的职业教育标准体系，

发现两国职业教育标准内容均兼顾通用性职业能力和专业性职业能力的培养，标准治理结构都强调 多元主体协同开发

多层级标准，但受到市场经济体制和技能形成体制的影响，两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标准体 系 。 当 前，我国职业教育标准

内容架构初具雏形，“国家— 学校”两级标准治理结构不能满足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需求 。 因此，积极构建两维度三层

级的现代职业教育标准体系成为必然选择，后续还应协调多部门参与职业教育标准治理，完善更新国家职业教 育标 准 内

容；细化地方职业教育标准，加强中介组织制定的标准的权威性；提升学校专业带头人能力和校企合作水平，增 强校本标

准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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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 中 共 中 央、国 务 院 印 发 的《质 量 强 国

建设纲要 》 指 出要建设高质量 教 育体 系 。 职业 教

育作为国民教育体 系 的重要 组 成 部 分 ， 其 高质量

发展是推动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的重要抓手 。 教

育标准是规范和 指 导 教 育 活动 的 准 则，同 时 也 是

评价教育质量的依据 。 [ 1 ] 在职业教 育领域 内 ，标准

更是国家对 于 职 业教育顶层制度设计的重要体

现 。 [ 2 ] 它具有通用性和权威性 ， 能稳定职业教育办

学秩序，同时也是检验职业教育 办学条件和人才

培养质量的基准 。 因此 ， 《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

方案 》 明确提出要以标准建设作为突破口 ， 发挥标

准在职业教育质量提升中的基础性作用 。 近二十

年来 ， 我国职业院校的办学条件不断完善 ， 以产教

融合、校企合作为特色的职业教 育基本办学模式

和教学模式逐步确立，这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奠定了良好 的基础 。 但相对而 言 ， 我 国职业 教 育

标准体系还处于相对薄弱的发展阶段 。 在此背景

下 ， 廓清职业教育标准体系框架 ， 从标准内容和标

准治理结 构 两 个 方面完善职业教育标准体系建

设，对于支撑职业教育高质量发 展战略具有重要

现实意义 。

一 、职业教育标准体系框架分析

职业教 育 标 准 是 标 准 在 职 业教育领域的体

现，是为了实现职业教育目标而制定的各项规范

和技术规定 ， 以此指导职业教育活动有效开展 ， 确

保职业教育办学质量 。 职业教育标准体系则由职

业教育标准内容和治理结构组成，前 者 分 析标 准

的内容要素和层 级，后者探究不同利益主体在各

层级标准治理中的分工 。

（ 一）职业教育标准的内容架构分析

1. 职业教 育“ 投 入— 产 出”二 维 度 的 标 准 内

容要素

按照职业教 育全过程育人环节，职业 教 育 标

准可以划 分 为 投 入 标 准（办 学 标 准）和 产 出 标 准

（人才培养质量标准）两个维度（见 图 1 ) 。 投入标

准是产出标准建设的基础，只有投入标准达标，产

出标准才有可能达标 。 投入标准又可以细分为硬

件标准和软件标 准 。 其 中，硬件标准包括学校设

置标准 、 学校建 设标准 、 安全 设施等 办 学标准等 ，

软件标准包括学校运行和管理标准、课程标准、教

学标准 、 教材标准 、 教师队伍建设标准等 。

图 1 职业教育“投入—产出”标准的内容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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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产出标准 （ 人才培养质量标准 ） 主要

涉及人才培养规格 的 问题，其核 心是学生经过培

养后能 胜 任 工 作 的 职 业 能 力 。 高质量发展背景

下 ， 现代职业教育面临两大服务转向 ， 即服务个体

的全面发展和服 务 经济 社会 的 发 展， 这 就 决 定 了

职业教育的产出标准具有两个维度 （ 见 图 1 ) 。 服

务个体的全面发展彰 显了职业 教育的教育属性，

落实到人才培养质量标 准 上，应重点培养学生的

通用性职业能力 。 该能力又可以细分为通识素养

和专业基础能力，主要用于解决 一般性或日常性

工作问题 ， 服务于个体的职业转换和生涯发展 ， 具

有可迁移性 。 服务经济社会的发展彰显了职业教

育的产业属性 ， 聚焦到人才培养质量标准上 ， 应重

点培养学生的专业性职业能力 。 该能力主要用于

解决具体工作情境 中 高度专业 性 的 问题 ， 具有 很

强的岗位针对性 ， 但可迁移性不强 。

2. 职业 教 育“ 宏 观— 中 观— 微 观”三 级 标 准

层级

标准具有一 定 的层 次 性 。 一般 来 说，按 照 标

准的使用范 围 可 以划 分 为三个层 级 。 其 中 ，宏观

层面的标准是国 家标 准，反映了职业教育标准的

最低国家要求 ， 它是基础性的准入标准 ； 中观层面

的标准包括地方标 准 、 行业标 准 、 团体标 准和 （ 龙

头 ） 企业标准 ， 反映了地方或行业对职业教育标准

的具体要求 ； 微观层面的标准是校本标准 ， 体现了

职业院校开展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具体规格 。

（二） 职业教育标准的治理结构分析

治理的 核 心 在 于 规 范 利 益 相关者的互动过

程，维 持 公共秩序、保 障 公共利 益 。 [ 3 ] 职业 教 育 标

准的治理结构是各利益相关者在职业教育标准制

定和管理过程 中 形 成 的 一 种 决 策权 利 结 构 。 [ 4 ] 因

此，对职业教育标准治理结构的 分析要明晰两个

问题：职业教育标准的利益相 关 者有哪些？ 以及

不同利益相关者分别负责制定和管理什么层级的

标准？

职业教育的跨界属性决定了职业教育标准利

益相关者的 多 元化 。 一般来 说 ， 职业教育标准的

利益相 关者至少包括政府 、 行业组 织 、 企业 、 职业

院校 。 其中，政府主要通过政策法规等途径对标

准进行顶层设计，以此保障职业 教育的基本办学

质量，满足国家经济发展对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的需要 ， 并推动技能型社会的 建 设 。 行业 企业 以

职业资格证书为抓手 参与职业 教育标准的制定，
以此将其用人标准和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标准相

对接 ， 增强其在职业教育办学中的话语权 ， 同时获

得一批真正满足其发展所需的技术技能人才 。 职

业院校通过优化教育教学标准来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 ， 增强办学吸引力 。

而各标准利益相关者对于标准的开发能力和

开发意愿决定了不同主体在标准治理中的分工与

职 责 ， 从 而 形 塑 了 职 业 教 育 标 准 的 治 理 结 构 （ 见 图

2 ) 。 中央政府参与职业教育标准治理的意愿和能

力最强，同时也是职业教育标准核心利益的 获得

者，主要负责制定和管理国家层面的一般性标准，

以此规范全国职业 教 育 办 学；地方政府和行业组

织参与职业教育标准治理的意愿和能力适中，也

是职业教育标准关键利益的获得者，因此 可 以 牵

头制定和管理地方或行业的具体标准，以此 指 导

区域职业教育发 展；职业 学校和企业参与职业教

育标准治理的能 力有 限，作为职业教育标准利 益

的 紧 密 相 关 者 ， 可 以 在 国 家 、 地 方 和 行 业 标 准 的 指

导下， 结合 自 身特色， 负 责 学校特色标准 的开 发 、

实施、管理与评价 。

图 2 职业教育标准的治理结构

（ 三 ） 职业教育标准体系框架

综上所述 ， 职业 教 育标 准体 系框架 由 职业 教

育标准内容 和 治 理 结 构 共 同 组 成（见 图 3 ) , 呈 现

出中 央政府 、 地方政府 、 行业组织 、 职业 学校和 企

业等主体合理分配权责 ， 通力协作构建 “ 国家 — 地

方／行业— 学校”三 级 投入标 准和“ 职业 学 校 学 生

习得通用性职业 能力和专业性职业能力”二 维产

出标准的结构特点 。

图 3 国家职业教育标准体系框架一般模型

二 、职业教育标准体系的国别比较分析

受经济体制 、 技能形成体制等因素影响 ， 国家

间职业教育标准体系具有差异性 。 基于资本主义

多样性理论 ， 研究选取德国 （ 协调市场经济和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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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技能形成体制的代表 ） 和美国 （ 自由市场经济

和自由主义技能形 成体制 的代表）的职业 教 育标

准体系对比分析，以此总结职业 教育标准体系建

设的经验，以期对构建中国特色 的职业教育标准

体系有所启示 。

（ 一）德国职业教育标准体系分析

1. 德国职业教育标准内容：培养综合职业 行

动能力

德国是双元制职业 教 育体 系 ， 作 为集 体 主 义

技能形成体制的 典 型代表，国家和企业对于职业

教育的参与度都 很 高，形成了兼顾学校职业教育

和企业培训的双元制培训模式 。 非市场性的劳动

管理制度和管制 竞 争 关 系模 式、高水平的就业和

失业保障制度、成熟的技能认证体系使得企业能

够不断积累行业专用技能和企业专用技能，促使

德国形成高技 能 社 会 。 [ 5 ] 在 集 体 主 义 技 能 形 成 体

制的影响下，德 国职业教育标准 内容重视专业性

职业能力的培养 。 同 时 ，受 到 “ 全面性职业教育 ”

理念的影响 [ 6 ] , 包括 方法能 力 和社会能力等在内

的核心能力得到重视，最终促使德国职业教育标

准彰显综合职业 行动 能 力观 。 例 如 ， 德 国 的职业

教育条例就致力于促进个体 的 综合职业 能 力（包

括专业能力 、 个人能力和社会能力 ） 的发展 。 整体

而言，综合职业行动能力整合了通用性职业能力

和专业性职业能力 ， 充分反应了职业领域 、 跨职业

领域和具体职 业 的 能 力 要 求 [ 7 ] , 在 促进 个 体 职业

生涯发展的同时，重点回应了经济产业发展对职

业教育人才培养规格的需求 。

2. 德国职业教育标准治理：重视 中介组织开

发具体的中宏观标准

为确保 教 育 职 业 标 准 能 精 准表达雇主的需

求，德国多方利益主体参与开发“ 中宏观－微观”标

准 。 中宏观标准层面 ， 由联邦政府部门 、 联邦职业

教育研究所 、 各大行业协会 、 雇主和雇员组织机构

的代表等联合开发职业 教 育 条例 （ 双 元制 中 的 企

业培训标准）和 由州文教部依据职业教育条例开

发框架 教 学 计 划（ 双 元 制 中 的 职 业 学 校 教 学 标

准）。[ 8 ] 中宏观标准有三大特色 ：其一是强制性，职

业教育条例是以法律的形式呈现职业教育标准内

容，全联邦范围 内实施职业教育培训的企业必须

参照此标准开 展 工作 。 其 二 是 具体 性，职业 教 育

条例又被称作教育职业标准，它对教育职业规格、

教育内容 （ 面向企业的教育框架计划 ） 和考试要求

进行 详细规 定 ， 整合了职业标准 、 教 育标 准和考

试标准 [ 9 ] , 具有很强的实 操 性和 指 导 性 。 其 三 是

引入行业协会等 中介 力量 参 与标 准 治 理， 这 些 中

介组织一方面参 与标准开 发，对 劳动者应具备的

能力作了更为前瞻和全面的考量；另 一方面监 督

企业实施标 准，完 成 相 应 的 培 训 计 划 。 [ 1 0 ] 微 观 层

面 ， 在 中 宏 观 标 准 的 规 范 和 引 领 下 ， 企 业 和 职 业 院

校 ， 依 据 自 身 条 件 ， 分 别 制 定 企 业 的 教 育 培 训 标准

和院校教学标准，具体开展技术技能人才的培养 。

（二） 美国职业教育标准体系分析

1. 美国职业教育标准内容：侧重培养通用性

职业能力

以美国 为 代 表 的 自 由 主 义 技能形成体制国

家，国家和企业对于职业教育和培训的参与度 都

较低 ， 形成了以普通教育为主 、 短期在职培训为辅

的技能养成体 系 。 市场 性劳动管理制度 、 自 由 竞

争关系模式、低水平的社会保护和社会组织推动

的职业资格认证体 系，在促进通用技能发展的同

时抑制了行业专用技能和企业专用技能的积累，

从而形塑了一个低技能社会 。 受到技能形成体制

的影响，美国职业教育标准的开发更聚焦个体 的

生涯发展 需 求，强 调 核 心 能 力 与 综 合 素 养 。 [ 1 1 ] 例

如， 2 0 1 2 年出台的“ 生涯技术教 育共 同核 心标准 ”

包含生涯准 备 能 力、职 业 生 涯 群 的“ 入 行 基 本 要

求 ” 和职业生涯通道的 “ 入 职 基 本 要 求 ” 三 部

分。 [ 1 2 ] 总体而 言，美 国 职 业 教 育 标 准 内 容 在 兼 顾

具体岗位能力 （ 专业性职业能力 ） 的 同 时 ， 更重视

可迁移的通用性职业 能 力，为个体的职业变迁和

生涯发展奠定基础 。

2. 美国职业教育标准治理：重视各州力量开

发一般性标准

为提高标准 的权威 性 ， 美 国 多方利 益 主 体 参

与开 发“ 宏 观－中 观－微 观 ”三 级 标 准 。 在 宏 观 层

面，由州际协同开发生涯技术教育共同核心标准，

相较于德国 ， 该标准内容并不详细具体 ， 且各州无

需强制执行此标 准 。 在标准开发主体方面，各州

及领地的职业教育管理者团队统筹标准研制，各

州推荐的工商界代表 、 教育专家 、 骨干教师等构成

的专家团队负责具体标准研制，由马尔扎诺研究

工作实验室专家组成的辅助团队收集标准的评价

和反馈意 见 。 [ 1 3 ] 在 中 观 层 面，则 是 各 州 自 主 制 定

不同职 业 路 径 的 专 业 教 学 标 准 或 课 程 标 准 。 例

如，美国加州的课程标准主要由州教育委员会 组

织开 发，行 业、企 业、社 区 成 员 等 参 与 标 准 完

善。 [ 1 4 ] 在微观 层 面，则 由 学 校 根 据 州 标 准 开 发 校

本课程标准 。

（三） 德 国和美国职业教育标准体系的对比

分析

德国和美国职业教育标准体系既有共性也存

在较大差异 。 在共 性方面，两国标准内容都关注

通用性职业能力和专业性职业能力的培养；两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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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调动政府、行业、 院校、 研 究 团 队等 多方 力量参

与到多层级标准的开发 。 在差异方面 ， 其一 ， 职业

教育标准内容的侧重点不一样 。 德国侧重于培养

专业性职业能力，而美国侧重于培养通用性职业

能力 。 其二 ， 标准层次的重心 、 详细程度和指导效

力不一样 。 德 国 的重 心在 中宏观标 准 上，且 以法

律的形式对具体教育职业标准作了详细规定，能

直接指导企业教育培训和学校职业教育的标准开

发和落实 。 相 比 之 下 ， 美国州际协同开发的宏观

标准是一般性标准 ， 标准没有法律约束 ， 不具有强

制执行的特 征 ， 向下指导力度有 限 。 美 国 各州 自

主开发标准的权 限较 大，州层面开发的专业教学

标准或课程标准相对 具体，能向 下指导学校标准

开发 ， 但由于不是法律条例 ， 执行效力依旧没有保

障 。 其三，标准治理主体不 一样 。 德 国 受 到 社 团

主义治理模式的影 响，行会工会等团体在标准治

理中发挥主 导作 用 。 相 比 之 下 ， 美国职业教育标

准的开发主体还 是州 教 育 主 管 部 门 ， 行业 企业 参

与力度有限 。

对比德国和美 国职业 教 育标 准体 系 ， 可 以 发

现 ： 首先 ， 职业教育标准内容的建构应充分考虑到

本国的经济体制 、 技能形成体制等国情 。 其次 ， 中

观层级的职业教育标准在整个标准体系中具有承

上启下的作用 ， 应重点加强建设 。 再次 ， 重大标准

应以法律条例的形式出台，加强标准的执行效力 。

最后，应鼓励政、校、行、企和科研人员等多元主体

参与标准制定和监督实施 ， 尤其可以借鉴德国 ， 加

强社会中介团体组织在中观层面标准的治理，提

升标准的质量和执行效力 。

三 、我国职业教育标准体系建设现状审视

我国的经济体制和技能形成体制与德国和美

国均有较大 差 异 。 在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体制下，

我国技能形成体制类似 于“ 国家 主义技能形成体

制 ” 。 在技能形成主体上 ， 以公共财政支持的学校

职业教育兴盛起来，企业在学校职业教育办学中

参与度较低 。 在技 能类 型 上 ， 由 于市场化企业治

理机制和市场化 社会保护制度 的介入，劳动力在

市场的流动性加 强，个体除了要具备行业专用技

能外 ， 还增加了对通用性技能的追求 。 因此 ， 我国

职业教育标准体系的构建应基于我国国情，在服

务个体通用性职业能力和专业性职业能力发展上

达到有机平衡 。 然而 从 现 实层面来看 ， 既有标 准

体系的内容和治理结构尚不足以支撑上述目标的

实现 。

（ 一）职业教育标准内容架构初具雏形

当前 ， 面向学生通 用 性职业 能 力培养 的 标 准

包括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公共基础课程教学标准、

专业基础课程教学大纲 。 面向学生专业性职业能

力培养的标准包括专业教学标准、岗位实习标准、

实训教学条件建设标 准 ， 以及代表 （ 准 ） 行业标 准

的各类证书 。 此 外，还有 部分保障性的职业教育

办学标准 ， 包括 学校设置标准 、 建 设标准 、 生均经

费标准 、 教师专业标准等 。

虽然标准体系的内容架构初具雏形，但 面对

职业 教育高质量发展 需 要 ，仍 有 亟 待 完 善 之 处 。

其一 ， 尚未构 建体 系化 的职业 能 力标 准 。 既有职

业教育标准内容建设主要侧重于投入标准，忽 略

产出标准，不同层次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规格 界

定不清 ， 其本质是对于职业能力的内涵界定 、 职业

能力广度与深度 的划 分、职业能力的表征测评等

缺乏系统的研 究 。 其 二 ， 面向职业能力培养 的标

准体系不健全 。 一方面是标准内容缺失，尤其在

职业教育层次高移 的背 景 下，与高等职业教育发

展相配套的很 多硬件和软件标准没有建立起来；

另一方面是标准更新机制尚不健全，标 准 内 容 陈

旧 。 其三，面向专业性职业能力培养的标准权威

性不足 。 由 于 培训评价组织的行业公信 力 不

强 [15 ] 、行业 龙 头 企 业 开 发 的 证 书 占 比 不 高 等 问

题 [ 1 6 ] , 代表（准）行业标准 的证 书 的含金量 受 到质

疑。

（ 二 ） 我国职业教育标准治理呈现 出 “ 国家 —
学校 ” 两级结构特征

《 国家职业教 育改革实施方案 》 指 出 “ 巩 固和

发展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联合行业制定国家教学

标准、职业院校依据标准自主制订人才培养方 案

的工作格局” 。 目前虽有部分省份探索制定地方

标准 ， 但该举措尚未形成机制并全面推广 ； 虽有部

分龙头企业尝试制定证书代表行业标准，但 高质

量证书较少 。 总体来看，由于地方或行业的 具体

标准尚不完 善 ， “ 国 家 — 学校 ” 两级标准治理结构

尚未被完全 打破 。 不 可置 否 ， 两级标准治理结构

在推进职业教育规模化发展的进程中曾发挥积极

作用，但面向高质量发展的时代需求其弊端 也 显

而易见 。

其一 ， 由于区域差异过大 ， 标准自上而下传导

力度有限 。 我 国各区域发展水平不 一 ， 产业 结 构

不一致 ， 地方企业技术标准存在差异 ， 地方职业院

校设置的专业不尽相 同，因此国家 一般性标 准 能

为职业院校制 定标 准提供 的 指 导有 限 。 其 二 ， 院

校建设能力参差 不齐，部 分职业院校自主制定的

标准质量不高。《教育部关于职业院校专业 人才

培养方案制订与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 》 指出 ， 由行

业企业专家、教育科研 人 员、一 线 教 师和 学 生（毕

业生 ） 代表组成的 “ 专业建设委员会 ” 要全程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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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 业 企 业 调 研 、 人 才 需 求 分 析 、 职 业 能 力 分 析 等 环

节 ， 负责方案的开发和修订工作 。 由此可见 ， 校本

标准的开发质量至少 受到两个 关键要素的影响，
即学校专业带头人的专业建设能力和职业院校的

校企合作水平 。 就专业 带 头 人 能 力而 言 ， 已有研

究表明专业带头人是 一个专业化极强的角色，现

有高职院校专业带头人的专业建设能力处于中等

偏上水平 [ 1 7 ] , 仍有很大 的提 升 空 间 。 专业 带 头 人

能力受限将直接影 响专业培养 目标确 定 、课程体

系设置等核心内容，降低人才培养方案的科学性 。

就职业院校校企合作 水平而 言，当前校企合作还

存 在 着 利 益 相 关 度 差 异 显 著 、 合 作 质 量 不 高 、 合 作

深度不足等问题 。 [ 1 8 ] 校 企合作水平不高 一方面导

致职业院校无法精准了解 企业的用人需求，继而

无 法 制 定 合 适 的 人 才 培 养 方 案 ； 另 一 方 面 ， 制 约 职

业教育标准 的有 效转化 。 这 是 因 为 ， 企业 最新 的

技术标准是一套 生产话语体 系，而职业教育标准

是一套教育话语体 系，从技术标准转化为教育标

准再转化为具体 的 教 育培 训 内 容 ， 需要 企业技 术

专家、职业教育专家和 一 线职业 教育工作者多次

沟通协作才能完成 。 校企合作水平不高直接导致

企业最新的生产 工 艺、技术和规范无法有效进入

教学场域 ， 限制职业教育质量持续提升 。

四 、我国职业教育标准体系建设的优化路径

为弥合 “ 国家 — 学校 ” 两级标准治理结构的不

足 ， 应充分发挥中 间 层级的 治理 力 量 ， 积 极 构 建

“ 两维度三层级 ” 的现代职业 教 育标 准体 系 （ 见 图

4) 。 以“ 国家— 地方— 学校”三 级 标 准 为 抓 手，确

保职业院 校 公 共 基础课和专业基础课的授课质

量，培养学生的通用性职业能力，服务于学生生涯

发展 ， 彰显职业教育的育人价值 ； 以 “ 国家 －（准 ） 行

业 － 学校 ” 三 级标 准 为抓手 ， 确保职业院校专业核

心课授课和学生 企业 实 习 实 训质量 ， 培养 学 生 的

专业性职业能力，服务产业升级的需要，彰显职业

教育的社会价值 。 具体 到 实施层面 ， 可 以 从 如 下

三个方面优化职业教育标准体系 。

（ 一 ） 宏观层面 ， 协调多部 门治理职业教 育标

准，完善国家职业教育标准内容

就标准开发主体而 言 ， 应 充 分利 用 国 务 院 建

立的职业教育工作协 调机制，考虑成立职业教育

标准 治理委 员会，统 筹教 育部、 人社部、 其他 行业

主管部门 、 职业教育专家 、 行指委等主体参与国家

职业教育标准的开 发和跟新，并及时用政策和法

律法规的形式将标准成果固定下来，提 升部 分 强

制性标准的权威 性，同时 总结凝练标准的研制经

验以便推广 。 就标准内容而言，应适应现代职业

教育体系中各层级职业教育的需要，完 善和 更新

职业教育标准内容 。 其一 ， 在人才培养规格层面 ，

不同层级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目标（应 掌握 的通

用性职业能力和专业性职业能力）还 需要进 一 步

细化和澄清，核 心是要基于国家资历框架构 建 一

体化的职业能力标 准体 系，并将职业能力标准作

为开发专业 教 学 标 准 的 重 要 依 据 。 [ 1 9 ] 其 二，在 办

学标准层面，中 、专、本科层次院校的设置标准、建

设标准等应该进 一 步优化更新，明确办学投入的

硬件标准 ； 同时 ， 更新中等职业学校教师和校长专

业标准，制定专科和本科层次院校教师和校长专

业标准 ， 提升职业院校办学软件标准 。 其三 ， 在教

学标准层面，结合最新版的职业分类大典和职业

教育专业目录更新优化相应的专业教学标准 、课

程标准 、 教材标准 、 岗位实习标准等内容 。

（二） 中观 层 面，细化地方职业 教 育 标 准，加

强中介组织制定的标准的权威性

一方面 ， 各省级政府应 统 筹协 调 教 育 行政 部

门 、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 、 各行业主管部门

等 ， 根据国家标准 ， 结合省域特色细化本省职业教

育系列标准 （ 包括办学标准 、 专业标准和教学标准

等） 。另 一 方 面 ，充分发 挥社会中介组织 ，例 如 行

图 4 两维度三层级的现代职业教育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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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组织 、 培训评价组织 、 龙头企业等在各类资格证

书中的制定作用 ， 将 高质量证 书视 为 （ 准 ） 行业标

准 ， 对接产教两端 ， 即向上对接职业标准 ， 向下指

导校本标准 。 为充分发挥各项证书标准的引领作

用 ， 后续还应完善如 下工作 ： 其一 ， 通过 行业 公 约

机制明确各项证 书 的 效 力 、 适用 范围及证书持有

者的 薪酬待遇 ， 提升证 书 的认可度 ； 其二 ， 政府遴

选一批具有行业公信力的培训评价组织参与证书

的开发，期间尽可能吸纳行业龙 头企业的技术标

准 ， 提升证书的权威性 ； 其三 ， 政府加 强对培训评

价组织的扶持 ， 对培训评价组织合理赋权 ， 允许其

在坚持公益属性 的 前提 下适 当盈利 ， 提 升其 工作

的积极性和 能 力 [ 2 0 ] ; 其 四，完善对培训评价组织

及其开发的证书 的监 管和评价，考核不通过的培

训评价组织及不匹配行业发展需求的证书应及时

退出市场 。

（ 三 ） 微观层面 ， 提升学校专业带头人能力和

校企合作水平，增强校本标准特色

一方面，加强对职业学校专业带头人的培训，

提升其专业建设 能 力，尤其注意将职业教育标准

研发的技术路径 纳入培 训 内 容，全面提升其标准

化工作能力 。 [ 2 1 ] 对专业 带 头人 的培训模式应由传

统的项目式培训转 为制度化 设计，应基 于专业 带

头人的工作任务 构 建 能 力模 型，开发相应的能力

标准 ， 再依据标准开发系统化的课程 ， 带头人接受

课程培训后还要接 受职业 能 力测评，以此确保培

训质量 。 [ 2 2 ] 另一方面，进 一步深化校 企合作，结合

X证书的要求，将行业企业最新的工艺、技术和规

范融入到学校标 准 中 ， 增 强校本标 准 的特 色 。 具

体而言 ， 其一 ， 将优质企业的工程师和技术员引进

校园，完善“ 双师”结构师资队伍建设，并引导其全

程参与学校人才培养 方 案 的制定 ， 优 化 课 程 、 教

学 、 教材和企业实习实训等各项标准 。 其二 ， 职业

院校主动与地方优质企业开展双边或多边技术协

作 ， 通过共建技术技能创新平台 、 专业化技术转移

机构等方式促进校企技术创新和技术技能积累，

并及时反哺优化 学校 各 项标 准 建 设 ， 确保校本标

准能动态更新，适应行业企业最新发展需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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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on , transmission , anddynamicmechanism , itisnecessary tobroadenthedialogue channels , pro-

motetheinformationdisclosuresy stem , maintaintheinformationcirculationorder , andcreateanin-

formationecologyofcooperationbetweenindustry andvocationaleducation , andpromotethedeepin-
tegrationofindustry andvocationaleducationtoavoidtherisksassociatedwithinformationasymme-
tr y.

Keywords: vocationaleducation ; integrationofindustry andeducation ; informationconnection ; infor-
mationasymmetr y ; information correction （责任编辑 任令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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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ontheConstructionofVocationalEducationStandard
SystemintheContextofHigh-QualityDevelopment

PanHaisheng , TangJie

Abstract: Standardsplay afundamentalroleinthe qualit y improvementofvocationaleducation. Voca-

tionaleducationstandardsy stemconsistsofstandardcontentandstandardgovernance structure , the

formeranalyzesthecontentelementsandlevelsofstandards , andthelatterexploresthedivisionofla-
bor amongdifferentstakeholdersinthegovernance ofstandardsateachlevel. Comparing the voca-
tionaleducationstandardsy stemofGermany andtheUnitedStates , it isfoundthatthecontentof vo-
cationaleducationstandardsofbothcountriestakesintoaccountthecultivationofgeneralvocational
competenceandprofessionalvocational competence , andthestandardgovernance structureemphasizes

thecol laborativedevelopmentofmulti-levelstandardsby mult ipleactors , butduetotheinfluenceof

themarketeconomicsy stemandtheski l l formationsy stem , thetwocountrieshavedeveloped their

own distinctivestandardsy stems. Atpresent , thecontentstructureofChina’svocational education

standardsis beginning to take shape , and the two-level standard governance structure of“ state-

school”cannotmeettheneedsofhigh-qualit y developmentofvocational education. Therefore , ithas
becomeaninevitablechoicetoactively constructamodernvocationaleducationstandardsy stem with
twodimensionsandthreelevels , andsubseq uentl y coordinatetheparticipationofmultiplesectorsin

thegovernance ofvocationaleducationstandards , improve andupdatethecontentofnationalvocation-

aleducationstandards ; refinelocalvocationaleducationstandards , andstrengthentheauthority of

standardsformulatedby intermediar y organizations ; andenhancethe competenceofschoolprofession-

alleadersandthelevelofcooperationbetweenschoolsandenterprises , soastostrengthenthe charac-
teristicsofschool-based standards.
Keywords: high-qualit y development ; vocationaleducationstandard ; standardsystem ; standardgov-
ernance ; vocational competence （责任编辑 任令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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