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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4_BA_AC2008_c64_461038.htm 北京中职已经连续3年减招，

中等职业教育发展规模需要理性定位。在本次政协会议上，

民进北京市委提交了一份“关于首都中等职业教育发展规模

和发展方式问题的建议”，引起了广泛关注。 现状：不少学

校“无生可招” 建议提到，从2003年起，北京就开始对全市

职业教育的布局结构调整，撤销合并中等职业学校166所，使

中等职业学校总数由原来的380所下降到214所。去年市政府

颁布了发展职业教育的相关文件，明确表示在2010年将对职

业教育投入专项经费50亿元以上。 尽管政府对发展中职教育

决心很大，但一个不容忽视的现实是，近三年来，不仅职高

、技校、中专的计划招生人数在以近1/3的幅度持续减少，实

际招生录取人数也都低于计划招生人数，尤其是职业高中，

实际录取人数连续三年都只有计划招生人数的1/2左右。一些

从事中等职业教育的学校，甚至一些名牌学校，已经面临“

无生可招”的困境。 建议分析，除了客观上的初中毕业生数

量下降外，社会对中等职业教育的不认可、中职毕业生就业

竞争能力和职业生存能力总体较差、技能型人才培养质量不

能满足受教育者和用人单位对职业教育的发展需求等，也是

导致中职招生规模锐减的一个主要原因。与之形成反差的是

，北京中职学生一次性就业率多年稳定在90%以上，专家预

测，“十一五”期间，北京市技能型人才需求增加量为100万

，平均每年需增近20万。供需失衡，已成为制约北京中职教

育发展的突出问题。 建议：考虑招收外地学生 针对目前北京



中等职业学校面临的种种困境，建议提出，政府有关部门应

根据首都生源实际情况，以及首都未来经济社会发展对技能

型人力资源的需求预测，理性定位中等职业教育发展规模，

把首都职业教育的发展目标建立在比较科学的评估之上，同

时出台必要的政策和措施来确保发展目标的实现，如适当考

虑招收外地学生，为西部省区（西藏、青海）培养一部分技

能型人才等。 昨天，在市十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市人大代

表张志萍介绍，目前的职业教育属于学历教育，且招生状况

不容乐观。他建议教育部门和劳动保障部门加强合作，中职

和高职学校可对在职职工进行培训，解决目前技工人才短缺

的问题。 回应：中高职衔接比例拟提高 市教委有关负责人表

示，针对中等职业教育吸引力不够、生源减少的问题，本市

拟提升中高职衔接比例，对首都建设急缺的工种，将适当招

收外地学生。 该负责人表示，中职教育的发展还需要社会的

理解，引导学生接受职业教育，增加中职生接受继续教育的

机会。目前，本市已在中等职业学校中实施“五年制高职招

生计划”，每年招收初中毕业生人数不超过当年普通高职(专

科)招生计划的5%。目前市教委正在研究，希望将此比例进一

步提高。北京中职校生源仍以本地学生为主，对部分首都经

济发展急缺的专业和工种，将适当招收外地生源。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