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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 教育与文化

经济转型期 中 国 高 中 普职

敎育路 何方 ？

王姣娜

【提 要 】 改革开放以 来 , 中 国教育事业取得 了长足发展 ,
为 三十 多年 的 经济 高速增长

提供 了 必要的人力 资本 。 但是 , 随着 中 国 进入 中 高收入阶段以及人口红利 的 消失 , 现有人

力 资本的积累 水平和结构尚不 能满足 当 前产 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 的 需要 。 鉴于 中 国 普及

九年义务教育 的任务 已基本完成 , 而且义务教育之后 的 高 中 阶段又是 中 国教育体 系 中普通

教育和职业教育 ( 简称普职教育 ) 分流的 开始 ,
所 以继续提高 中 国人力 资本水平 、 调整人

力 资本结构的政策着力 点 应该 落在高 中 阶段教育上 。

一方 面 , 将义务教育延伸至十 二年 ,

真正实现 高 中 阶段教育 的普及 , 进一 步提高人力 资本 的整体水平 ； 另
一方面 , 重点发展普

通 高 中教育 ,
加大通用 性人才 的培养 , 增强 经济转型 时期人力 资本 与产 业结构相 匹 配 的

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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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政策背景下 , 若想进
一

步提升 中 国在业人
—

、 弓＾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 , 培养更多 的适应技术进

改革开放以来 , 中 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 长
步 、 产业结构升级 的高层次人才 ’ 教育政策＠

足发展 。 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普及減等教育 的
《＿力＃—

扩大招生大驗膽訂全隱魏育水平 ’

发ｗ巾前不仅可隨高人 ｎ魏育年限 ,

对经济增长做出 了显著贡献 。 有研究显示 , 自
而且能够为高等教育储备更多的后备军 , 从而

过去二十多年的时间里 , 中 国从业人 口 的平均
力胃■入

受教育年限翻 了持续的提升 , 但是 目 前仍 以麵 ,
近年来 中 国 出现 了诸多不利于教育

初 中及 以下文化程度者为主体 , 高层次人才相
胃胃— ｎ

对匮乏 ( 徐坚成 、 张爽 , 2 0 1 3 ) 。

① 中 国在跨－
来 ’ 劳动力市场上 出 现了 非熟练工人̄

了刘易斯转折点和第
一

次人 口红利消失之后 ,



必然经历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 的迅速升级 ,
而 ① 徐坚成 、 张爽 ： 《我国在业人 口受教育程度变动情况及未来

Ｍ 泣灿由
？

、
！ 办 ★ 丨

、 丨

、
工 …★

ｉ
ｔＡ＋ ｊ－Ａ －ｎ展望 》 , 蔡昉主编 ： 《 中 国人 口 与劳动问题报告 Ｎｏ ．Ｈ



目 即的人 口
ＪＳＣ教育状况将难以适应产业一构升从人 口红利到制度红利 》 , 社会科学文献出 版社 2 0 1 3 年版 ,

级 、 经济转型和持续发展的需要。 在九年义务第 2 3 1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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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姣娜 ： 经济转型期中 国高中普职教育路向何方？

熟练工人之间 的工资趋 同现象 , 表现 为大学毕高中阶段毛人学率从 1 9 9 2 年的 2 6 ％上升到 2 0 1 2

业生与普通劳动者之 间 以及普通劳动者 内部之年的 8 5 ％ , 在校生规模从 1 9 8 0 年的 1 2 7 1 ． 2 1 万

间的工资差距缩小 ( 蔡昉 、 都 阳 , 2 0 1 1 ) 。

？ 教人扩大到 2 0 1 3 年的 4 3 6 9
．
 9 万人 。

育 回报 的下 降对 教育 产生 了
一种 负 激励 ’ 尤图 ！ 高 中 阶段教育的毛入学率和在校生规模

其对农村家庭和低收入 家庭的子女影 响更大 , (
1 9 8 0 年 ？ 2 0 1 0 年

)

很多农村学生 选择 不读高 中 甚 至初 中辍学而｜

ｓｏｏｏ
；

－ － － －－ … ——

1
1 0 0％

较早地进入劳 动 力市 场 。 另 一方面 , 随 着 以 ：： 8 。％

大学毕业生为 代表 的 青 年就业难 的 劳动 力 市
3 5Ｗ

 1
：

3 0 0 0
 6 0％

场结构 问 题 日 益突 出 , 有观点认为 中 国应该 2 5 0？

ｊ
Ｔ^

限制高等 教 育扩 招规模 , 控制普通 高 中 发展 ＝ ．

ｆｆｉＴｒ

…

■

4 ｏ％

规模 , 加 大 中 等 和高 等 职 业 教 育培 养 力 度 ； Ｚ
＼＼￥｜｜ｉｌｌ

：：： ： 广
但是也有 研究指 出 , 中 国 应该进

一

步 普及高
＂

ｉｇ ｓ

ｉ 0％

＾ Ｏ＊ Ｏ＼ Ｏ Ｎ Ｃ？ Ｏ＞ Ｏ＊ Ｃ ＊ ＾ ＯＶ Ｏ＊ ｏ ｏ ｏ ｏ ｏ ｏ ｏ ｏ ｏ ｏ ｏ

中教育 乃至 高等教育 , 而且应该更加 注 重 普

通教育 的发展 、 增 加 通 用 型知识 的 教 育 , 提
—

高在产业结构 调 整和技 术进步背景下 的 受 教数据来 源 ： 1 兆 0 年？ 2 0 1 2 年数据来 自 教育部发展规划司

育者 与 劳 动 力 市 场 的 匹 配 能 力 ( 王 美 艳 ,

编 《中 国教 育 统计年 鉴 2 0 1 2 》
’
人 民教 育 出 版 社 肌 3 年版 ；

2 0 0 9
？

－Ｗ Ｂｔ 2 0 1 ？
？

)
2 0 1 3 年数据来 自 国家统计局编 《 中国统计年鉴 2 0 1 4 》 , 中国统

？ 祭防 ,。

计出版社 2 0 1 4 年版 。

在当前经济结构转 型的关键时期 , 中 国 的

教育发展 , 尤其是处于重要而特殊地位的 高 中在中 国现行 的 教育体 系 中 ’ 高 中 阶段教

阶段教育的发展 , 究竟该何去何从 ？ 高中教育 育分为高 中教育和 中 等职业 教 育两 大类 , 其

究竟该以普通教育为主还是以职业教育为主呢 ？中高 中教育包括普通 高 中 和成人 高 中 ’ 中 等

下文将阐 析高 中 阶段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发
职业教育包括 中 等专业学校 、 成人 中 专 、 职

展现状和基本特征 ； 结合 目前 屮 国 高中 阶段教 业高 中和技工学校 。
2 0 1 3 年 , 中 国普通高 中

育面临的 问题和挑战 , 对 中 国 高 中 阶段 教育 的在校学生 为 2 4 3 5 ． 9 万人 , 是 1 9 8 0 年 9 6 9
． 8

未来发展 、 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 的发展路径以万人 的 2 ． 5 1 倍 , 年 均增 长 2 ． 8 3 ％
； 成人 高

及教育供给公平等问题进行探讨 。中 在校学生为 1 1 ． 1 万人 , 为 1 9 8 0 年 7 5 ． 1 万

、人的 1 5 ％ ； 中等职业教育在校学生 为 1 9 2 3 万

二 、 高中阶段教育的发展人 , 是 1 9 8 0 年 6 7 5
． 6 万人的 2 ． 8 5 倍 , 年均

历程 、 现状与特征增 长 3 ． 2 2 ％ 。 ( 见 图 2 )

高中教育 自 1 9 2 2 年正式进入学制以后 , 始终

发展较慢 。 1 9 4 9 年 , 中国普通高 中学校 1 5 9 7 所 ,① 蔡昉 、 都阳 ： 《工资增 长 、 工资趋同 与刘 易斯转折点 》 , 《经

专任教师 1 ．
4 万人 , 在校学生仅 2 0 ． 7 万人 。

④ 改 ② 王美艳 ： 《普及高 中 和大众化高等教育 》 , 蔡防 主编 ： 《 中国

革开放以来 , 党和政府大力发展教育事业 , 并倡人 口与 劳动问题绿皮 书 Ｎｏ． 1 0
—提 升人力 资本的教 育改

导教育要适度超前发展 。 3 0 多年来 , 中国各级教￥ 》
’

甘中？ Ｂ灿 ＴＴ—日
？ 士 田 古＋队 防袖③ 蔡昉 ： 《避免

“

中等收人陷阱
”一探寻中国未来 的增 长源

育的改革发展都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 高中阶段 1 5 ：泉 》 ,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觀 年版
。

育是其中发展最为快速 的
一

个学段 。
2 0 1 3 年 , 中④ 数据来源 ： 国家统计局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 编 ： 《新 中国六

国高中学校 1 3 9 6 3 所 , 专任教师 1 6 3
．
 3 万人 ( 其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 ’ 中国统计出 版社 2 ｏ ｉｏ 年版 。 建 国初

＋古 ｒｆ ,科姑 1 0 ． ｒ
ｏ ｅ

ｒ

－

去 丨 丨ｍ 1 Ｃ 9 0 Ｈ期 , 中 国职业教育的任务 主要是对旧的教 育制 度下的 中等
中 Ｂ 通 问 ｔ 子校 1 3 3 5 2 所 , ？任教师 1 6 2 ＂ 9 万人 ；

职业学校的整顿改造 , 建设新中 国的中等技术 学校 。 因此 ’

成人高中学校 6 1 1 所 , 专任教师 0
．

4 万人 )
； 各类 1 9 5 7 年 以前的职业教育没有统计数据可査 。

中等职业学校 1 2 2 8 1 所 , 专任教师 8 6 ． 6 万人 。

？⑤ 数据来源 ： 国家统计局编 ：
《中 国统计年鉴 2 0 1？ , 中 国统

计 出版社 2 0
1 4 年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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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高中 阶段在校学生分布情况从发展历程和 目 前的趋势来看 , 中国 高 中



(
1 9 8 0 年？ 2 0 1 3 年 )

阶段教育的发展呈现出以下特征 ：

： ；

＝＝＝ ： ： ：

＾＾

 1 ． 高中阶段教育总体规模趋于稳定

： 口—｜自
2 0 0 7 年 以来 , 中国高 中 阶段教育规模从

Ｚ
：Ｉ二 二

Ｔ｜
．快速发展转 向 了 基本 稳定 的 格 局 , 年增 幅从

1

 ＪＣ Ｊ

／ ｌ ｒ



Ａ

  

 ｜

ｏ

－ 

 －

1 Ｍｏ ｉ

 1｜ 2 0 0 7 年 的 4 ． 3 ％逐年下 降至 2 0 1 1 年 为 0
． 2 ％ 。

1 0 0 0  ‘

“ — －

－－ ？  － －

2．Ｉ最近两年呈现 出 了 负增 长趋 势 , 降 幅分别 为

2 

［； 2 0 1 2 年的 1
．

9 ％ 和 2 0 1 3 年的 4
． 9 ％ , 这主要是

ＳＳ因 为人 口 年龄结构 的 变化而 导致的 。 然而在
■普通高中在校 ‘战 ( 万人 )

■ 成人商 中在校 生数 ( 万人 )

■
中等肌业教ｗ在校顿 《 万人 ) ｜《纲要 》 提 出加快普及高中 阶段教育 ( 2 0 2 0 年毛

注 ： 《 中国教育统计年鉴 》 对
“

中等职业教育
”

的统计 口入学率要达到 9 0 ％ ) 的政策背景下 , 我们有理
径 自 咖 3 年起发生变化 ’

彻 3 年 以前称为
“

中 等专业学校
”

’

由相信 ,
近几年中 国 高 中阶段的毛人学率还将

包括中 等技 术学校 、 中 等师 范 学校 、 职业高 中 和技工学校 ；

‘

2 0 0 3 年及以后称为
“

中等职业 教育
”

, 包括中等专业学 校 、 成
稳步上升 ’ 这云抵消人 口 年龄 －口构变化对同 中

人中专 、 职业高中 和技工学校 。教育规模的影响 , 使教育的总体规模基本保持

数据来源 ： 同 图 1 。稳定 。

从中 国高中阶段学生誠情 况的变化来看 , 2
’

Ｌ”
？普通高 中在校生 占比在 1 9 8 Ｇ 年代经历 了近 1 Ｇ 个浦 , 中 国 高 中 阶段觀正逐步 向着 《 纲

百分点 的 下 降后 , 在 1 9 9 0 年代缓慢爬 升 , 从
要 》 提出 的普通高 中Ｍ规模与 中等职业教育

1 9 9 0 年 的 最 低 值 4 6 ． 9％ 上 升 到 2 0 0 0 年 的
规模大致相 当 的 目标发展 , 一者的学生规模趋

4 8
． 8 ％ ； 在此之后 , 普通高 中 进人了快速扩 ？长

于协调平衡 。 2＿ 年 , 普通高 中教育和 中等职

期 , 到 2 0 0 4 年在校生 占 比达到最高值 6 0 ． 8 ％ ； ,
教育在校生的 比值为 4 9 ： 5 1 , 之后随着普通

之后在波动 中續 回落 , 近两年维持在 5 5 ％左
高 中繊的扩大 ’二者 的比值

－

度在 2 0 0 4 年前

右 。 成人高 中在校生 占 比始终较低 , 进人本世
后达到 6 1 ： 3 9

。 2 0 0 2 年和 2 0 0 5 年 , 国 家连续颁

纪后更是逐年下降 , 从 2 0 0 0 年的 1
．

3％ 下降到
布 《 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 与发展

2 0 1 3 年 的不足 0 ． 3 ％ 。 中等职业教育从 1 9 8 0 年
的决定 》 和 《 国务院关于大力 发展职业教育 的

的 3 9 ． 3 ％逐步上升 ’ 到 2 0 0 0 年基本 占到高 中 阶
决定 》 , 极大地推动 了 中等职业教 育的 发展 ’ 咼

段教育的－半 ； 在高校扩招等政策对普通高 巾
巾阶段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在校生规模的差距

发勵带动作用下 , 中等职业教育 占 比迅速 0

落 ,

一

度下降到 2 0 0 4 年的 3 8 ．
 6 ％ ； 之后又稳步

3
’ 普职教育之间资源分配不均衡

卜升 , 近年来細 4 5 ％左右 。 (細 3 )与普职教育在学生纏上趋于平衡形成反

差 , 近年来教育资源在二者之间 的分配呈现出
图 3 高中阶段在校学生构成 ( 1 9 8 0 年

？

2 0 1 3 年 )不均衡的趋 势 。
对于教育而言 , 教师资源和办

1 0 0％ｎ
—

【
一

9 0％
；

学经费是影 响教育质量的重要 因 素 。 笔者分别

： ： Ｉ：；：：：； ；：Ｉ

＂

：Ｉ； ；
；：；二｜
计算 了历年 中等职业教育与普通高 中在

“

在 校

： ：生数
”

、

“

专任教师数
”

和
“

经费支出
”

三个项

： 丨

ＺＩＩＩＩＩＩＩＩＩ二ＩＺＩ二 二目上的 比值 ( 以百分比表示 ) , 以观察它们之间

皿

ｆ


的相对变化趋势 ( 见图 4 ) 。 在 2 0 0 4 年 以前 , 相

： ｆ
：对于在校生数的 比重 , 专任教 师在 普通高 中 和

°
°
／0

 1 9 8 0  1 9 8 5 1 9 9 0 2 0 0 0  2 0 0 1 2 0 0 2 2 0 0 3 2 0 0 4 2 0 0 5 2 0 0 6 2 0 0 7
2 0 0 8 2 0 0 9 2 0

1
0  2 0 1 1 2 0 1 2 2 0 1 3中等职业教育之间 的分配基本均衡 , 经费支 出

■ 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 ■成人高中在校生 ■ ．通高 中嫩
 则明显向中等职业教育倾斜 。 但是在 2 0 0 4 年 以

数据来源 ： 同ｆｆｌ ｉ
。后 , 无论是专任教师还是经费支 出 的配置都 明

1 3 2



王姣娜 ： 经济转型期中 国高中普职教育路向何方 ？

显 向普通 高 中倾斜 , 而且这种 资源分配不均 衡 一步提高 到 9 0 ％ 。 尽 管从招 生 的总体规模上

的状况还有 逐渐扩大的趋势 。 可获取的相关年看 , 中国 的高 中 阶段教育 已经步入普 及 阶段 ,

份数据显示 , 相对于近几年 中等职业教育在 校但是 当前劳 动力 市场对高 中 教 育发 展 产 生的

生达到普通高中 8 5 ％ 以上而言 ,
2 0 1 1 年 中等职负 激励不容 忽视 。 随着普通 劳动 力 的 短 缺所

业教育的经费支出仅为普通高 中的 6 6 ％ , 2 0 1 2导致 的普通 工人工资 的快速上 涨 , 很 多农 村

年中等 职业 教 育 的专任 教 师 数仅 为 普 通 高 中家庭 或贫 困 家庭 的孩子选择 中学辍学而提早

的 5 5 ％ 。进人劳动力 市 场 。 今后 , 国 家应该继 续 加 大

图 4 中 国 中 等职业教育与普通 高中 在校生 、
对 中 西部地 区 和农村地区 的教育资金投 人力

专任教师
、
经 费支 出 比较度 , 帮助尽 可能 多 的适龄儿童完成九年 制 义

(

1 9 8 0 年 ？ 2 0 1 2 年
)务教 育 , 降 低农村青少年辍学率 。 此外 , 政

“

府还应该给予 高 中 阶段 教育 更 多 的关注 , 适

2 5时地将 高 中 教 育纳入义 务教 育之 中 , 将 中 国

2的义 务教育制 度从九年延 伸 至 十二年 。 只有

．
5借助 义 务 教育 手段 , 切 实地 降低甚至免 除家

．

／庭对子女接受 高 中 阶 段教育 的 支 出 , 才 有可

0 5

／／能真正 实现高 中 教育 的普及 , 从 而提高 中 国

。 ！？．劳动力 的 人力 资本积累 水平 , 为 经济转 型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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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二
)
重点发展普通高 中教育 , 为产业升级

数据来源 ： 教育 部发 展规 划司 编 《 中国教 育统计 年 鉴 》

入 ；^

在 目前 的教育体 系 中 , 与通用性人力资 本

三 、 经济转型与高 中阶段ｆｎ专
＂

ｆｆｌ
＇

性入力 罾本 对
＂

ｉ ｉ 5 ｚｗ 教 ；育分另 1 普
－ 通 教；

＿ 、

‘冑 育与职业教育 。 因此 , 在普 、 职教育之间 不 同

的教育发展战略和发展路径势必会对
一

国 , 尤

(

一

)
将高 中阶段教育纳入义 务教育体 系

, 其是转型 国家 的劳动力市 场乃至经济社会发 展

为经济转型提供必要的人力资本产生重要影 响 。 在 中 国 , 高 中阶段只 是普 、 职

中国在跨越 了刘易 斯转折点 和第
一次人 口教育分流的开始 。 根据 《纲要 》 规定 , 2 0 2 0 年

红利消失之后 , 原有 的依靠无 限供给 的廉价劳高 中阶段教育毛人学率要 达到 9 0 ％ , 在校生达

动力获得经 济高速增长 的传统 比较优势将难 以到 4 7 0 0 万人 , 其中 中等职业教育 2 3 5 0 万人 ； 高

为继 , 调整 产业 结构 、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 、 寻等教育毛人学率要达 到 4 0 ％ , 在校生达到 3 3 0 0

找经济持续增 长新源泉成为当前宏观经济发展万人 , 其 中 高等职业教育 1 4 8 0 万人 。 也就是

的主题 。 蔡昉 ( 2 0 1 2 ) 指 出 , 产业 升级 的 目 的说 , 高 中 阶段 的普 、 职分流 比例 约为 5 0 ： 5 0
,

是提高劳动生 产率 , 特别 是全 要素生产 率 , 在高等教育 阶段的普 、 职分流 比例 约为 5 5： 4 5 ,

劳动力需求上必然体现为对劳 动者人 力 资本 的大约每 9 个高 中阶段毕业的学生中会有 4 人接受

更高要求 。

①
已有的发达国家或成功转型的发展高等教育 。 考虑到普通高 中学生继续就读高等

中 国家的经验也表 明 , 产业转型升级必须要有教育的 比例要远高于 中等职业教育学生的现状 ,

高素质和高技能 的人才作为基础 , 尤其需要建

立至少接受过 高中 阶段教育 的劳动力和人才储① 蔡昉 ： 〈 ( 避免
“

中 等收人陷阱
”
——探 寻中国未来的增 长源

备体系 。

②Ｉ 》 , 始鮮爐離 ＊土 2 0 1 2顿。

二入 饥城 六 ＡＡ 工 ｉ 3
、

木 Ｚ；, 丨② 《中国需要怎样 的高 中阶段教 育一访中 国政府
“

友谊奖
”

中 国 问 4 ＆ ｜ Ｉ又教 3 的 毛 人 子 率 匕 达 至Ｊ获得者 、 斯坦福大学教授罗斯高 》 ,
《 中国 教育报 》 2 0 1 4 年

8 5 ％ , 根据 《纲要 》 规定 , 到 2 0 2 0 年还将进4 月 7 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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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按照 当前的教育政策进行粗略的估算 , 那发展的考虑 , 今后高 中 阶段 教育 的发展应逐

么未来我 国新增的劳动力 中将以接受职业教育渐调整为 以普通高 中 教育为主 , 加大通用性

的劳动者为主体 , 而且其中 多数是中等职业教人才的培养力 度 。 与此 同时 , 应该 重视 中 等

育毕业生 。职业教育 的发 展质量 , 均衡配置教育资 源 ；

中 国 当前 的教育政策提倡 大力 发展职业并且在职业教育 中增加通识教育的 比重 , 在

教育 , 在高 中 阶段推行普通教育与 职业教育培养学生
一技之长 的同时提高学生 的终身学

的协调发展 , 这似乎与 目 前劳动力 市场技能习能力 。

型人才短缺 的现状相吻合 。 但是产业升级和

技术进步会加速劳动力市场需求 的变化 , 适本文作者 ： 中 国社会科 学 院人 口 与 劳动 经

用性更高 、 流 动转化更灵活 的通用性人力 资济研究所 编辑 , 中 国 社会科学院研 究生

本将更能满足经济转 型 的需要 。 因 此 , 基于院人口 与 劳动经济系博士研究生

人力 资本与经济结构匹配的视角 和经济长远责任编辑 ： 马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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