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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人口红利
如何转化为人才红
利？如何助力高职毕
业生更好地就业？记者
专访了全国政协常委周
汉民和上海社会科学院
法学研究所青少年法律与
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姚建
龙。周汉民先生从学校教
育制度出发，提出学校要
优化培养理念，增强职业
教育适应性，助力学生从
技能的掌握者成长为钻研
者。姚建龙先生则从社会
观念出发，提出普及劳动
平等概念的必要性。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增强职业教育适应
性，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周汉民分析说，在当下工
业革命和产业革命风起云涌
之际，高等职业教育需要进行
大刀阔斧的改革。“我们绝不
能简单地把这个时代描述为
人工智能时代。我认为，人工
智能只是科技革命和产业革
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显著表
现形式之一。”

社会需要大量的人才。
作为一名迄今还在带教博士
生的教育工作者，周汉民呼吁
教育体制改革刻不容缓。他
认为，首先，无论是高职还是
高校，必须加强基础学科教
育，以应对人工智能提供的千
变万化的新机遇。其次，学生
入校的第一天起，就应当建立
明确的个人发展规划，而非临
近毕业才临时抱佛脚找一家
实习单位。

那么如何做好职业规划
呢？周汉民发出了三大灵魂
拷问，分别是“如何学以致用”

“学这点够了吗”“如何将教学
和实践紧密结合”。

曾遍访全国众多高等院
校的他看到，已经有个别走在
前面的学生在忙不迭地开展
交叉学科研究。“现在各地建
有许多大学城，本身就提供了
地利。学生可以在大学城区
域内就近就读自己喜欢的跨
学科专业。既然现在都讲‘大
循环’，不如大学城内部先循
环起来，让学生可以跨专业、
跨校选修专业。”

最近，周汉民赴外地考察
了一所刚刚专升本的大学，校
内有多达2.5万名学生，就业
率却达到了惊人的百分百。

“大家可能要问何以至此？很
简单，学校的专业设置要紧跟
社会需求。要知道，一方面一
些专业就业率低；另一方面，
还有很多的专业岗位缺人，比
如绿色能源、零碳工厂等领域
的新兴岗位。”

也因此，周汉民亮出了
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学校

的课程设置、课时安排、教育
方向面临改革。“建议优化培
养理念，全面增强职业教育适
应性，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持续
赋能。”他指出，关键是解决好

“学什么”“怎样学”的重要问
题。职业教育，要从重视与专
业知识、技能和工具相关的

“硬技能”转变为基础原理性
知识教育、创新能力培养、全
面素质提升和个性化发展等

“软素养”。特别是随着数字
技术的飞速发展，“去技能化”
和“技术升级”两种趋势日益
明显，前者意味着常规性体力
和脑力劳动日益减少，后者则
更强调劳动者解决问题的方
法论、高阶思维和自我更新能
力。因而，职业教育要紧密关
注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需求
变化，动态调整专业设置和教
学内容，开展重点领域职业教
育专业课程改革试点，充分纳
入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提
升关键核心领域技术技能人
才培养质量。

他建议，加快课堂改革，
职业教育的场所也不应局限
于教室、工厂等固定场所，可
以引导学生借助数字平台，通
过虚拟现实、数字孪生等新一
代信息技术，获取丰富的数字
化学习资源、前沿科技知识、
实践范例以及虚拟实训场景、
企业工作场景，并形成个性化
的职业教育数字画像和学习
地图，利用大数据手段，分析
产业人才数据和学习进展数
据，充分激发学生的创新活力
和动力，向高素质劳动者、高
技能人才目标稳步迈进。

要从“技能掌握者”
成长为“技能钻研者”

周汉民建议，要充分发挥
职业教育在应用型科研领域
的优势，将新质生产力的时代

特质融入职业教育办学全流
程，将科技创新能力培养作为
重要培养目标，将科学技术与
教育融合交汇，使学生从具有
岗位能力的“技能掌握者”成
长为具备工匠精神的“技能钻
研者”。

他指出，要立足地方经济
发展与自身办学特色，优化科
研组织模式，依托产教联合
体、现代职业教育科教融汇共
同体等形式，强化与政府、行
业、企业、科研院所、兄弟院校
的协作，充分整合各类科技资
源，搭建集科研攻关、技术研
发、成果转化、人才培养于一
体的创新平台。更好发挥“同
时具备理论教学和实践教学
能力的教师”的“双师型”作
用，鼓励师生共同开展各类科
研项目和技术创新，更加注重
生产技术革新、工艺流程改
造、科技成果应用、产品开发
设计等方面，通过技术研发、
产业创新来提升学生的综合
素质，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供
强劲动能。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
职业教育的基本办学模式，也
是突出的办学优势，要进一步
巩固深化，构建职业教育与产
业发展的良性互动机制。”具
体而言，他建议，要围绕建设
现代产业体系，结合产业基
础、资源分布和职业教育水平
等，因地制宜发展先进制造、
新能源、新材料、生物技术、人
工智能等产业需要的一批新
兴专业，统筹人才培养与产业
发展，做到“学科跟着产业走，
专业围着需求转”，整体谋划，
一体推进。

周汉民建议，通过市域产
教联合体、多行业产教融合共
同体等载体建设，将社会资
源、产业资源、教育资源等有
效聚合在一起，鼓励行业企业

全面参与教育教学各个环节，
促进专业与产业、企业、岗位
对接，以企业典型生产实践项
目为案例，引导学生在真实职
业环境中学习应用知识和实
践技能，塑造个人技能特质，
提高快速适应能力和可持续
发展能力。加快提升人才自
主培养质量，推动校企联盟建
设，建立联合研究项目、联合
教学模式，建设开放共享型实
训基地，大力推广现代学徒
制，特别是面向未来产业和高
科技产业，以高质量技术技能
人才、前瞻性专业、高水平科
研成果带动新质生产力向更
深层次推进。

劳动平等，需要解决
职业认识的观念差异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
究所青少年法律与政策研究
中心研究员姚建龙分析说：

“‘十五五’规划中提到如何吸
引青年人才，我认为在现阶段
对青年人才的认识应当更加
多元。一个城市的消费力、创
新力、青年是否能聚集，都是
城市活力的标志。超大城市
要让青年近悦远来，就要倡导
青年友好，营造适合各类有为
青年成长、成才、生活和发展
的生态与环境。”

“高职学生就业看似是简
单的就业问题，其实底层逻
辑是社会分层。为何有的高
职专业明明就业率很高，但仍
然有学生不愿意学以致用？
其背后还存在需要解决的职
业认知的观念差异。”姚建龙
认为，经济发展需要各个产业
链上的人才，只有社会公众劳
动平等的观念更加普及，青年
就业的结构性矛盾才能得到
根本解决。这是需要有关部
门对相关政策进行系统性构
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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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正在学习修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