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职业教育现代化视域下日本型

“
高专

”
教育体制探析

*

胡

　
澎*l

内容提要

：
日本是世界上职业教育发达的国家之一

，
职业教育体系

、
门

类

、
培养目标

、
教学模式等均有其独特性

，
尤其是

１９６２
年创立的五年一贯制

高等专门学校伴随日本现代化进程

，
培养了大批具有

“
工匠精神

”
的中高级

技术技能人才

，
支撑了日本制造业的发展

。“
高专

”
教育体制打通了职业教育

、

普通教育与高等教育的通道

，
并通过开设符合时代需要的专业化课程

，
凭借产

教融合

、
科教融合及国际化办学理念开创了独具特色的日本型职业教育模式

。

“
高专

”
教育体制在提升人ロ素质

、
服务

“
制造业立国

”
战略

、
促进地方经济

社会发展以及维护社会公平等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
日本型

“
高专

”
教育体

制对于中国职业教育改革

、
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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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离不开产业振兴

，
产业振兴离不开人才培养

。
一个国家经济社

会的发展和进步不仅需要高学历

、
高水平

、
具有创新能力的高精尖科技人才

，

也离不开具有科学文化和专业知识的应用型

、
技术技能型人才

。
应用型

、
技

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

，
主要依靠应用型高等学校

、
高等职业学校

、
中等职业

学校等职业教育机构以及各类职业培训机构来实现

。

日本是全球制造业强国

，
同时还是世界上职业教育高度发达的国家

。
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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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教育在日本教育体系中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

，
其实施主要集中

在高中的职业科

（
如工业科

、
商业科

、
农业科

）、
高等专门学校

、
短期大学

、

专门职业大学

、
专修学校

、
专门大学

、
职业能力开发学校等教育机构

。
其中

，

招收

１５
岁初中毕业生

、
进行五年一贯制教育的高等专门学校

（
简称

“
高专

”）

教育体制诞生于

１９６２
年

，
在长达

６１
年的历史中

，
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期

、

经济稳定增长期

、“
泡沫经济

”
期以及

“
泡沫经济

”
崩溃后的所谓

“
失去的

３０
年

”，
为日本制造业培养了一批又一批具有专业知识和实践技能的中坚技

术人员

，
支撑了日本制造业的发展

。

中国学术界对战后以来日本制造业强大的原因进行了积极探索

，
积累了较丰

富的研究成果

。
这些成果多从日本产业政策

、
产业结构转型和升级

、
技术进步与

创新

、
教育和培训

、
工匠精神等方面予以论述

①，
将日本职业教育与制造业强国

联系起来论述的研究成果仅见付卫东的一篇论文

②，
该论文探讨了日本工业高

中

、
高等学校职业教育

、
企业内职工教育的人才培养模式

，
但未能对支撑日本

产业基层的

“
高专

”
教育进行深入系统的研究

。
另外

，
学术界有多篇探讨日本

职业教育和

“
高专

”
教育体制的论文

，
多从课程体系

、
办学模式

、
师资队伍建

设

、
独立行政法人化改革

、
国际化等角度进行论述

，③
较少将

“
高专

”
作为切

入口

，
探讨这一独特的职业教育体制在日本制造业崛起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

当今

，
职业教育现代化是一个使用频率较高的词汇

，
然而学术界目前对职

业教育现代化这一概念尚无明确的定义

，
但较为普遍的认识是

，
职业教育现代

化是现代化的组成部分

，
是从传统职业教育转变为现代教育的过程

。
职业教育

现代化包含职业教育观念

、
教学体系

、
教育管理

、
办学条件以及教师队伍等各

个方面的现代化

。
实现职业教育现代化要适应当前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新要求

，

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和水平

，
培养满足社会和经济发展需求的技术技能人才

。

目前

，
中国已经成为制造业大国

，
并在全球制造业价值链中处于越来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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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３
年第

５
期

重要的地位

；
然而

，
中国还不能算是制造业强国

，
尚存大量中低水平的制造

业部门

。
从低端制造向中高端制造转型

，
急需大批既有广泛知识

、
又有专业

技能和实践经验的中高级技术人员

。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启

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

，
发展职业教育既是

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驱动力

，
也是中国式现代化强国建设的必由之路

。

要想实现中国式职业教育现代化需立足中国发展需求和本土实践

，
还需借鉴

国外职业教育的先进经验

。
日本

“
高专

”
教育体制的诞生

、
沿革

、
作用以及

面临挑战时的应对

，
对于中国职业教育现代化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

一

、
日本型

“
高专

”
教育体制的历史演进

二战后

，
日本经济在短时期内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

，１９６８
年一跃成为仅

次于美国的资本主义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又超越苏联成为世界

第二大经济体

，
这一地位一直延续至

２０１０
年才被中国超越

。
中日经济地位的

逆转一度让日本被

“
唱衰

”，
甚至有观点认为日本在

“
泡沫经济

”
崩溃后经

历了所谓

“
失去的

３０
年

”。
但不容否认的是

，
当前日本仍拥有强大的经济实

力和技术实力

， “
日本制造

”
遍布各个领域

，
工业产品种类繁多

，
电子

、
汽

车

、
半导体

、
工业机械等行业更是拥有众多国际知名企业

。“
日本制造

”
取得

的佳绩得益于政府导向

、
科技创新

，
也得益于日本现代化的职业教育体系

。

二战后

，
日本在美军占领当局主持下实施了大规模教育改革

，
颁布了

《
教育基本法

》 《
学校教育法

》，
采取了小学六年

、
初中三年

、
高中三年

、
大

学四年的

“
六三三四

”
教育体制

。
技术人员的培养主要依靠大学工学部

、
工

业短期大学

、
工业高中这三类教育机构承担

。１９５１
年

《
产业教育振兴法

》
颁

布

，
日本迎来了职业教育发展的春天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

，
作为吉田茂首相个人

客询机构

“
政令改正客询委员会

”
曾建议设立以高中三年

、
大学两年或将两

者合为五年或六年制的专修学校

，
主要开展农工商等职业教育

。
中央教育审

议会对该提案进行了多次审议

，
但最后不了了之

。１９５５
年起

，
日本经济进入

高速增长时期

。１９６０
年

，
池田勇人内阁为将国家精力从政治斗争内耗转向推

动经济快速增长

，
推出了

“
国民收入倍增计划

”，
提出以重化工业为基础的经

济增长路线

。
钢铁

、
化学

、
造船

、
机械

、
电气机械

、
纺织

、
汽车等重化工业

取得快速成长

，
日本的产业结构得以提升

，
并推动日本开始追求国民经济现

代化

。
快速发展的重化工业对于设备及技术水准要求变高

，
而掌握较高生产

—２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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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并能予以改进和提高的人才十分匮乏

。
为此

，
日本教育行业进行了相应

调整

，
如在高等教育机构增设了理工科系和专业

，
大学理工科和职业高中也

进行了扩招

，
但仅依靠大学工学部

、
工业短期大学

、
工业高中的人才教育远

不能满足制造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

。
产业界希望在大学和高中之间设立一

种新型的高等职业教育机制

，
专门培养具有专业技术和实践能力的中高级工程

技术人才

。
为回应产业界的诉求

，
在

１９６１
年第

３８
届国会上

，“
学校教育法部分

修订案

”
获得通过

。
依据

《
学校教育法

》
第

７０
条第

２
款

“
深入教授专业学艺

，

培养职业所需的能力

”，
文部省决定创立不同于大学和短期大学

、
招收初中毕业

生进行五年一贯制教育的高等专门学校教育体制

，
即

“
高专

”
教育体制

。

１９６２
年

，
函馆

、
旭川

、
平

、
群马

、
长岗

、
沼津

、
铃鹿

、
明石

、
宇部

、
高松

、

新居滨

、
佐世保

１２
市分别设立国立工业

“
高专

”
并正式招生

。
此举意味着新型

“
高专

”
教育体制在日本正式确立

。“
高专

”
诞生之后受到考生和家长的欢迎

，

入学竞争相当激烈

，
一度达到十几人报考仅录取一人的程度

。①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

是

“
高专

”
设立的高潮期

，
各县市纷纷设立国立工业

“
高专

”，１９６３
年设立了

八户

、
宫城

、
鹤冈

、
长野

、
岐阜

、
丰田

、
津山

、
阿南

、
高知

、
有明

、
大分

、
鹿

儿岛

１２
所国立

“
高专

”，１９６４
年设立了苫小牧

、
一关

、
秋田

、
茨城

、
富山

、
奈

良

、
和歌山

、
米子

、
松江

、
吴

、
久留米

、
都城

１２
所国立

“
高专

”，１９６５
年设立

了钏路

、
小山

、
东京

、
石川

、
福井

、
舞鹤

、
北九州

７
所国立

“
高专

”。
在

“
举国

体制

”
下

，
日本有

４３
所国立

“
高专

”
在短短四年里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

，
这

显示出日本政府希望培养更多有实践经验的高素质技术人员以适应经济社会发

展需求的迫切心情

。
与此同时

，“
高专

”
入学激烈竞争的状况也得到极大缓解

。

伴随日本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产业界对不同人才的需求

，“
高专

”
由单一的

工科类专业逐渐扩大到其他专业

。１９６７
年

，
应运输省

、
海运界希望培养更多

具备专业技术知识的优秀海员的要求

，
日本政府设置了富山

、
鸟羽

、
广岛

、

大岛

、
弓削等五所国立商船

“
高专

”（
学制为

５
年半

）。１９７１
年

，
为配合工业

技术革新以及信息化社会的到来

，
仙台

、
诧间

、
熊本建成了三所国立电波工

业

“
高专

”
并招生

。１９７６
年

，
依据修订后的

《
国立学校设置法

》（１９７６
年第

２６
号法律

），
日本政府在长冈和丰桥设立与

“
高专

”
直接对接的技术科学大学

，

１９７８
年

４
月开始正式招生

。“
高专

”
毕业生在考试合格后

，
可被编入这两所大学

—３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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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３
年第

５
期

的本科三年级

。
技术科学大学打开了

“
高专

”
毕业生通往普通大学的大门

。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后

，
随着家电

、
通信及计算机等为主体的电子信息产业

的发展

，“
高专

”
在工业

、
商船等专业领域之外又新设了经营信息

、
电子工学

和国际流通等学科

。
文科

、
边缘学科和新兴学科的加入

，
改变了

“
高专

”
清

一色理工科的面貌

。① １９９２
年

，
日本针对

“
高专

”
五年制毕业生设置了

“
准

学士

”
学位名称

，“
准学士

”
虽不具有

“
学士

”“
硕士

”
等国际通用学位的含

金量

，
但极大地提升了

“
高专

”
毕业生的社会地位

。

进入

２１
世纪

，“
高专

”
教育体制进行了新一轮改革

。２００３
年日本国会通过

了

《
独立行政法人国立高等专门学校机构法

》（２００３
年第

１１３
号法律

），
据此于

２００４
年成立了

“
独立行政法人国立高等专门学校机构

”（
简称

“
国立高专机

构

”），
以对全日本国立

“
高专

”
的设置

、
运营以及教学

、
学术与事务等进行统

一管理

。
与此同时

，
日本还明确规定国立

“
高专

”
的校长由文部大臣任命

，
教

员数量

、
职员编制

、
招生人数

、
所设专业科目等均由文部科学省确定

。

伴随

“
高专

”
独立行政法人化改革的不断推进

，“
高专

”
从

２００２
年开始

接受日本技术者教育认定机构

（ＪＡＢＥＥ）②
实施的日本技术人员教育认证

，
截

至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已有

２６
所

“
高专

”
的

３９
个科目通过了

ＪＡＢＥＥ
认证

。
第三方认证体

现了

“
高专

”
对专业教学和学生质量的重视

。
由于

ＪＡＢＥＥ
是国际上本科工程学历

资格互认的

《
华盛顿协议

》
签约成员

，
因此

，
凡是通过

ＪＡＢＥＥ
认定的

“
高专

”
学

生即被其他签约国

（
地区

）
视为已获得从事初级工程工作的专业资格

，
相当于拿

到了通往全世界

ＪＡＢＥＥ
签约国

（
地区

）
的技术员通行证

，
这对

“
高专

”
毕业生走

向国际社会有着重要意义

。ＪＡＢＥＥ
认证促进了国立

“
高专

”
的国际化进程

，
获得

ＪＡＢＥＥ
认证的学生还被准许获得日本国家资格技术士第一次考试的免试资格

。③

２００５
年

，
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在

《
我国高等教育蓝图

》
报告中对

“
高

专

”
提出

，“
今后应进一步保持创立初期重视体验的专门教育等特色

，
发挥培

—４２１—

①

②

③

这些新学科包括

：
札幌市立

“
高专

”
的工业设计学科

（１９９１
年

）、
宇部

“
高专

”
的经营信息学

科

（１９９２
年

）、
宫城

“
高专

”
的信息设计学科

（１９９３
年

）、
福岛

“
高专

”
的交流信息学科与富山商船

“
高专

”
的国际流通学科

（１９９６
年

）、
冲绳

“
高专

”
的媒体信息工学学科和生物资源工学学科

（２００４
年

）。

一般社团法人日本技术者教育认定机构

（ＪＡＢＥＥ）
的英文全称是

ＪａｐａｎＡｃｃｒｅｄｉｔａｔｉｏｎＢｏａｒｄｆｏｒ
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该机构设立于

１９９９
年

，２００５
年成为国际上本科工程学历资格互认协议

《
华盛顿

协议

》
的会员

，
通过与技术领域诸协会的密切合作

，
从

“
是否具有技术人员所需的知识和能力

”“
是

否达到社会需要水平

”
等方面对培养技术人员的教育项目进行审查和认定

，
以确保日本对技术人员教

育的内容和水平与国际同步

。

国立高等
専

门学校机构 「ＫＯＳＥＮ２０２２年度」、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ｋｏｓｅｎ－ｋ.ｇｏ.ｊｐ／Ｐｏｒｔａｌｓ／０／ｕｐｌｏａｄ－
ｆｉｌｅ％２０ｆｏｌｄｅｒ／００＿ｋｏｕｈｏｕ／ｋｏｓｅｎｇａｉｙｏ２０２２.ｐｄｆ［２０２３－０７－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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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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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具有应用性

、
丰富实践性和创造性技术人员的教育机构的重要作用

”①。

２００８
年

，
该审议会在

《
关于高等专门学校教育的充实

》②
报告提出了

“
从培养

中坚技术人员转向培养实践性

、
创造性技术人员

”
的发展方向

。
随后

，“
高专

”
的

人才培养目标被确定为培养

“
创造者

”（ｃｒｅａｔｏｒ）、“
创新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ｏｒ）
和

“
社

会医生

”（ｓｏｃｉａｌｄｏｃｔｏｒ）。２００９
年

，
为顺应时代变化和社会发展需要

，
四所国立

“
高专

”
被重组

，
宫城

“
高专

”
与仙台电波

“
高专

”
统合为仙台

“
高专

”，
富山

“
高专

”
与富山商船

“
高专

”
统合为富山

“
高专

”，
高松

“
高专

”
与诧间电波

“
高专

”
统合为香川

“
高专

”，
八代

“
高专

”
与熊本电波

“
高专

”
统合为熊本

“
高专

”，
设置了以信息通信技术

（ＩＴ）
和编程为中心的学科等

。

２０１２
年

，
日本开始积极向海外特别是亚洲国家宣传和输出

“
高专

”
教育体

制

，
相继在泰国

、
蒙古

、
越南设立了推广日本型

“
高专

”
教育体制的办公机构

，

并与所在国政府推进联合兴办

“
高专

”。
海外日本型

“
高专

”
为境外投资建厂的日本

企业培养了急需的技术技能人才

，
也间接支持了所在国经济

、
职业教育的发展

。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
日本共有

５７
所

“
高专

”：５１
所国立

、３
所公立和

３
所私

立

。
其中

，
国立

“
高专

”
在校生共

５
万余人

（
参见表

１），
教职员总数近

６０００

人

。③
近年来

，
为了重振日本

“
制造业大国

”
的辉煌

，
也为了让日本在以智

能化

、
互联网化和数字化为核心的第四次产业革命中赢得主导权

，
日本政府

和民间再次对

“
高专

”
寄予了厚望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
以民间企业家为中心的

“
神山丸高等专门学校

”
正式开学

，
此乃日本时隔

１９
年再次设立

“
高专

”。
滋

贺县也有计划在

２０２７
年春设立一所

“
高专

”。

表

１　
日本

“
高专

”
在校学生人数

（２０２３
年

）

区

　
分 学校数

（
所

）
在校学生人数

（
人

）

总

　
计

５７ ５３３８１

国

　
立

５１ ４８０６５

公

　
立

３ ３６３３

私

　
立

３ １６８３

　 　
资料来源

：ｅ－ｓｔａｔ政府统计の総合窓口 『高等
専

门学校の本科学生数』、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ｅ－
ｓｔａｔ.ｇｏ.ｊｐ／ｓｔａｔ－ｓｅａｒｃｈ／ｆｉｌｅｓ？ｐａｇｅ＝１＆ｔｏｕｋｅｉ＝００４００００１＆ｔｓｔａｔ＝０００００１０１１５２８［２０２３－０８－０１］。

—５２１—

①

②

③

国立高等
専

门学校机构 「高等
専

门学校５０年の步み」、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ｋｏｓｅｎ－ｋ.ｇｏ.ｊｐ／Ｐｏｒｔａｌｓ／
０／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ｌｅｔｔｅｒ／ｋｏｕｈｏｕ／５０ｎｅｎｓｈｉ＿００.ｐｄｆ［２０２３－０６－１２］。

文部科学省 「高等
専

门学校教育の充実について」、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ｅｘｔ.ｇｏ.ｊｐ／ｃｏｍｐｏｎｅｎｔ／ｂ＿
ｍｅｎｕ／ｓｈｉｎｇｉ／ｔｏｕｓｈｉｎ／＿ｉｃｓＦｉｌｅｓ／ａｆｉｅｌｄｆｉｌｅ／２００８／１２／２６／１２１７０６９＿００２.ｐｄｆ［２０２３－０６－１２］。

文部科学省 「高等
専

门学校 （高
専

）について」、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ｅｘｔ.ｇｏ.ｊｐ／ａ＿ｍｅｎｕ／ｋｏｕｔｏｕ／
ｋｏｕｓｅｎ／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２０２３－０６－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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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日本型

“
高专

”
教育体制的特征

从职业教育现代化的视角来看

，
日本型

“
高专

”
教育体制具有以下特征

。

（
一

）
普职融通

战后至今

，
在不同的历史阶段

，
日本

“
高专

”
教育体制不断回应学生

、
家

长和社会的要求

，
进行自我创新和完善

。１９６７
年

，
日本实施

“
高专

”
毕业生的

大学编入制度

，
即五年制

“
高专

”
毕业生经考试合格后可编入国立大学理工学

部本科三年级

（
东京大学和京都大学编入本科二年级

）
继续深造

。
第一批

“
高

专

”
毕业生因专业知识扎实

、
实践能力强

，
得到了被编入大学的高度评价

。
于

是

，
越来越多的国立综合大学理工学部开始对

“
高专

”
毕业生敞开大门

，
一些

大学还专为

“
高专

”
毕业生设置了

“
高专

”
校长推荐名额

。
截至

１９９１
年

，
日本

已经有

５５
所国立大学

、４
所公立大学和

５１
所私立大学接收

“
高专

”
毕业生

。①

为满足五年制

“
高专

”
毕业生继续深造的愿望

，１９９２
年

“
高专

”
又特设了

两年制专攻科

② （
私立金泽

“
高专

”
除外

），
旨在提升学生的技术开发能力和解决

问题能力

，
使之成为专业知识精深

、
视野宽阔且相当于工学学士水平的中高级技

术人员

。
两年制专攻科毕业生经独立行政法人

“
大学改革支援与学位授予机构

”

（ＮＩＡＤ－ＱＥ）
审查合格后

，
可获得与四年制大学毕业生同等的

“
学士

”
学位

（
工

学为主

）。
由此

，“
高专

”
教育体制从

“
五年一贯制

”
过渡到了

“
七年一贯制

”。

另外

，“
高专

”
毕业生考试合格后被编入本科三年级是长冈和丰桥两所技

术科学大学最重要的招生方式

。
长冈技术科学大学设有

“
高专联系室

”，
负责

推荐生和报考生的审核

、
考试以及解答考生

、
家长的客询

。“
高专

”
本科四年

级的学生和

“
专攻科

”
一年级的学生可申请到长冈技术科学大学体验学习

，

暑期还可在硕士研究生指导下开展研究活动

。
这种方式不断获得认可

， “
高

专

”
毕业生被编入技术科学大学的占比从

１９８７
年的

１０％
上升到

２０１１
年的

２５％，
每年约有

７００
名

“
高专

”
毕业生被编入长冈和丰桥两所科学技术大学

学习

。③ “
高专

”
作为独特大学编入路径与技术科学大学内部

“
本科

—
硕士

”
教

—６２１—

①

②

③

国立高等
専

门学校机构 「高等
専

门学校５０年の步み」、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ｋｏｓｅｎ－ｋ.ｇｏ.ｊｐ／Ｐｏｒｔａｌｓ／
０／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ｌｅｔｔｅｒ／ｋｏｕｈｏｕ／５０ｎｅｎｓｈｉ＿００.ｐｄｆ［２０２３－０４－２５］。

“
专攻科

”
也接收在企业活跃的社会技术人员

。

国立高等
専

门学校机构 「高等
専

门学校５０年の步み」、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ｋｏｓｅｎ－ｋ.ｇｏ.ｊｐ／Ｐｏｒｔａｌｓ／
０／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ｌｅｔｔｅｒ／ｋｏｕｈｏｕ／５０ｎｅｎｓｈｉ＿００.ｐｄｆ［２０２３－０４－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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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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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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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体制相结合

，
将日本的职业学校教育体制从中等教育延伸到硕士研究生阶段

。

“
高专

”
教育体制自创立后经过不断发展

、
变革和完善

，
从

“
五年一贯

制

”
到

“
七年一贯制

”
再到

“
专本硕博一贯制

”。
据统计

，
五年制

“
高专

”

毕业生中

，
有

６０％
选择就业

，
其他

４０％
则选择升入

“
专攻科

”
或转入大学

；

而

“
专攻科

”
毕业生中

，
又有

６０％
选择就职

，
还有

４０％
进入研究生院继续深

造

。
目前

，“
高专

”
已形成了与普通教育

、
高等教育体系相融合又自成体系的

独特教育体制

，
这一普职融通的教育体制满足了学生多样性发展需要

，
为进

入

“
高专

”
后希望继续深造的学生拓宽了学历提升空间和职业发展空间

。

（
二

）
产教融合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以来

，“
高专

”
专业课设置随世界经济发展进程

、
日本产

业界需求以及地方社会发展需求的变化不断调整

。
从机械工程

、
土木工程

、

电气工程

、
材料

、
电器电子

、
工业化学

、
化学生物

、
建筑

、
商船到经营信息

、

信息设计

、
交流信息

、
国际流通等

， “
高专

”
所涵盖的专业领域不断扩展

。

“
高专

”
对师资的要求也与普通院校不同

，３０％
的国立

“
高专

”
教师有在企

业工作的经历

，９０％
以上的

“
高专

”
教师拥有硕士或博士学位

。 “
高专

”
教

师接受企业的委托课题开展研究

，
也接受企业的客询和技术方面的委托课题

。

“
高专

”
重视实验

、
实习

，
强调实践和应用

，
因此各个

“
高专

”
均设有

实习工厂

，
配有相关实验和研究设备

，
所有学科都将实习纳入教育课程

。
据

统计

，
每年约有

８
千名学生在企业进行较长时间的实践

、
实习

，
通过到企业

实习

、
制图以及完成毕业设计

，
学生不仅可以接触到所学专业的前沿技术知

识

，
而且积累了实际操作经验

，
培养了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

。
例如

，
商船学

科五年级的学生需到

“
日本丸

” “
海王丸

”
等独立行政法人航海训练所的训

练船上进行为期一年的实习

，
这一年的实习可以锻炼学生的实践能力

，
开阔

他们的职业视野

，
培养他们的国际化思维

，
就业后能很快适应工作环境

。
此

外

，“
高专

”
还经常在全日本范围举办日常学习成果展示会

，
开展

“
机器人比

赛

”“
编程比赛

”“
设计比赛

”“
体育大会

”、
英语演讲

、
防灾演习等

，
并设有

“
研修旅行

”
和

“
海外研修

”
等

，
通过各种方式增强学生的实操能力

。

作为极具个性和特色的职业学校

，“
高专

”
虽不以研究为重心

，
但十分重

视与所在地的高等院校

、
科研机构

、
企业

、
行政机构之间进行研究合作

，
合

作方式多种多样

，
包括共同研究

、
委托研究

、
技术客询

、
技术交流等

。
企业

向

“
高专

”
提供研究经费

、
资金和奖学金捐助等

，“
高专

”
教师

、
技术职员

、

研究人员承接企业课题

，
在各自领域进行技术客询

、
共同研究

、
委托研究以

—７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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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开发研究

。
而且

，
多所

“
高专

”
设有

“
产学官共同研究

、
交流推进协议

会

”“
产学协作地域创生研究中心

”
以及

“
地区共同专门技术中心

”
等机构

，

负责推进

“
高专

”
与当地机构

、
部门之间的联系与合作

。
例如

，
东京工业

“
高专

”
和钏路工业

“
高专

”
设有

“
地区共同专门技术中心

”，
已成为

“
高

专

”
联系地方企业的窗口

；“
奈良工业高等专门学校产学协作地域创生研究中

心

”
作为奈良县及周边产学官协作的

“
据点

”，
发挥着信息交流和分享

、
企业

技术客询等作用

。
此外

，２００３
年

，
长野

“
高专

”
与相关行业协会及区域企业

开展了为期

１５
周的就业体验

，
产学研合作效果良好

，
因此获批

２００４
年文部

科学省

“
现代教育需求措施支持项目

”。

（
三

）
为日本现代化产业体系培养所需人才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有力支撑

，
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与

产业体系

、
产业发展阶段相匹配且良性互动是实现产业现代化的基础

。
日本

政府不断调整职业教育办学理念和相关体系

，
采取多种政策和举措配合不同

阶段的社会产业结构

，
力求职业教育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推动力

。“
高

专

”
教育体制自诞生以来

，
就在不断适应日本社会不同阶段的发展

，
日本产

业界对

“
高专

”
的要求和期待也不尽相同

。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

，
日本新增企业数量增多

。１９６０
年

，
池

田内阁确定了重化工业为基础的经济增长路线

，
使得产业界需要大批懂得制造

技术

、
生产技术

、
试制

、
评估检验

、
量产设计等实践性的技术人员

，
而大学理工

科培养的高级技术人员又严重不足

。
这一时期

，
尽管公立和私立大学都不同程度

扩充理工科

，
但依然不能满足产业对技术人员的需求

。“
高专

”
教育体系的产生回

应了经济高速增长期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

，
符合当时日本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中期

，
日本进入经济稳定增长期

，
日本企业对从业人员的

要求从

“
量

”
转向

“
质

”，
对高素质高水平

“
高专

”
毕业生的期待值增高

。

进入

８０
年代

，
日本的经济地位

、
国际地位进一步提升

，
提出

“
科技立国

”
战

略

，
产业结构从

“
劳动密集型

”
为中心转向以服务业

、ＩＴ
产业等

“
知识密集

型

”
为主

，
企业普遍欢迎掌握新知识和新技术的人才

。９０
年代以后

，
受国际

经济大环境影响

，
日本企业不再以

“
追赶型

”
和

“
超越型

”
作为目标

，
甚至

有企业为了缩减成本而不得不裁员

，
企业内部培训也随之减少

。
与此同时

，

日本企业界又希望能够生产更多独具创造性的产品以应对日益全球化

、
脱工

业化

、
信息化的发展大趋势

，
因此对

“
高专

”
人才的要求进一步提升

。

进入

２１
世纪

，
伴随着少子老龄化趋势以及知识型社会

、
终身学习型社会

—８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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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到来

，
日本希望在全球制造业继续发挥引领作用

，
因而期待

“
高专

”
培养

更多具有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

。“
高专

”
的人才培养目标随之发

生变化

，“
由最初

‘
培养具有即战力的中坚技术人员

’
转变为

‘
培养具有创

造力的实践性技术人员

’”。
同时

， “
高专

”
教育还希望学生具备语言能力

、

跨文化理解能力

、
领导和管理能力以及国际视野

，
积极应对地区和世界面临

的诸多课题

，
以自立

、
协作和创造性的姿态去思考和解决这些课题

，
做一名

“
全球工程师

”①。２０１９
年

，
日本文部科学省启动

“
全球工程师培养事业

”，
重

点支持旨在提高学生国际交流能力

、
使其在海外积极发挥作用的项目

。

２０２０
年开始

，
日本政府又致力于推进

“
社会

５.０（Ｓｏｃｉｅｔｙ５.０）
未来技术

人才

”
的培养事业

，
该项目由

“ＧＥＡＲ５.０”（
未来技术社会实践教育的高度

化

）
和

“ＣＯＭＰＡＳＳ５.０”（
下一代基础技术教育的课程化

）
两部分构成

。

ＧＥＡＲ５.０
由

６
所

“
高专

”
作为核心校

、２９
所

“
高专

”
作为协助校承担培养

农林水产

、
能源

、
环境

、
材料

、
护理

、
医学工程

、
防灾

、
减灾

、
防疫领域技

术人才的任务

。
该项目旨在发挥

“
高专

”
紧密结合地方社会

、
为地方社会服

务的特长

，
通过与全日本国立

“
高专

”、
企业

、
自治体

、
大学等建立广泛的合

作

，
探讨多学科

、
跨学科解决社会课题的实践性人才培养模式

。（
参见表

２）

表

２　 “ＧＥＡＲ５.０”（
未来技术社会实践教育的高度化

）

核心校 协助校 人才培养领域

冲绳

“
高专

”
鹤冈

“
高专

”、
长冈

“
高专

”、
和歌山

“
高专

”、
宇部

“
高

专

”、
新居滨

“
高专

”
防灾

、
减灾

、
防疫

熊本

“
高专

”
函馆

“
高专

”、
仙台

“
高专

”、
长野

“
高专

”、
富山

“
高专

”、

德山

“
高专

”、
新居滨

“
高专

”
护理

、
医学工程

鸟羽商船

“
高专

”
函馆

“
高专

”、
一关

“
高专

”、
和歌山

“
高专

”、
阿南

“
高专

”
农林水产

佐世保

“
高专

”
丰田

“
高专

”、
铃鹿

“
高专

”、
奈良

“
高专

”、
久留米

“
高

专

”、
大分

“
高专

”
能源

、
环境

铃鹿

“
高专

”
鹤冈

“
高专

”、
小山

“
高专

”、
吴

“
高专

”、
大分

“
高专

”
材料

奈良

“
高专

”
苫小牧

“
高专

”、
长冈

“
高专

”、
和歌山

“
高专

”、
米子

“
高

专

”、
都城

“
高专

”
能源

　 　
资料来源

：
根据国立高等专门学校机构网站资料制表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ｋｏｓｅｎ－ｋ.ｇｏ.ｊｐ［２０２３－０８－３０］。

“ＣＯＭＰＡＳＳ５.０”
面向数字化转型时代

，
将半导体

、
机器人

、
人工智能

、

—９２１—

① “
全球工程师培养事业

”
旨在把学生培养成为能在世界范围发挥积极作用的技术人员

，
即

“
全球工程师

”。
具体实施方式是

：
通过外教英文授课

、
学生海外留学和实习等国际交流项目

，
推广

“
高专

”
教育的国际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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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安全

、
物联网五大前沿科技领域定位为今后技术高度化的方向

，
由

１０
所

“
高专

”
作为

“
据点校

”
承担该五大领域技术人才的培养

，
以提升新时代职

业教育培养技术人才的能力

，
支撑日本经济的持续增长

。（
参见表

３）

表

３　 “ＣＯＭＰＡＳＳ５.０”（
下一代基础技术教育的课程化

）

项目实施

“
据点校

”
重点领域

熊本

“
高专

”

佐世保

“
高专

”
半导体

东京

“
高专

”

北九州

“
高专

”
机器人

旭川

“
高专

”

富山

“
高专

”
人工智能

、
数理数据

仙台

“
高专

”

广岛商船

“
高专

”
物联网

木更津

“
高专

”

高知工业

“
高专

”
网络安全

　 　
资料来源

：
根据国立高等专门学校机构网站资料制表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ｋｏｓｅｎ－ｋ.ｇｏ.ｊｐ［２０２３－０８－３０］。

日本政府希望在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

、
科学技术迅猛发展以及社会

、
产

业

、
地区的需求和变化的背景下

，
在

“
社会

５.０”
的基础上

，
通过

“ＧＥＡＲ

５.０”
和

“ＣＯＭＰＡＳＳ５.０”
项目

，
促使

“
高专

”
培养更多能主动解决地区和

社会课题的实践性技术人才

，
从而保证

“
高专

”
的教育质量

。

（
四

）
走向国际化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

，
日本迈上了从

“
经济大国

”
到

“
政治大国

”
的道路

，

国际化程度日益加深

。
与此同时

，
日本教育国际化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
另外

，

伴随着世界经济全球化和区域化进展

，
特别是

１９８５
年

“
广场协议

”
之后

，
一

些日本企业陆续将工厂转移到生产成本更低的海外

。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发展

，

日本企业希望进一步扩大海外市场

，
海外日资企业数量持续呈增加态势

。
据

外务省

“
海外日企数量调查

”
的数据

，
截至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１
日

，
海外日企共

有

８０９７５
家

，
其中有

５５１５７
家在亚洲

，
占全体海外日企的

６８％。①
海外日企一

般采取现地雇用外国人劳动者

，
从日本派遣技术人员担任生产线责任者和产

—０３１—

① 外务省 「海外进出日系企业
拠

点数调
査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ｏｆａ.ｇｏ.ｊｐ／ｍｏｆａｊ／ｔｏｋｏ／ｔｏｋｅｉ／ｈｏｊｉｎ／
ｉｎｄｅｘ.ｈｔｍｌ／［２０２３－０８－３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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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量管理员的运营模式

。
由于现地生产成本低

、
人员工资低

，
为维持企业

竞争能力

、
降低成本

，
海外日企希望雇用更多的当地人从事生产线管理和品

质管理的工作

。
随着海外日企对现地工程师等技术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的需

求日益旺盛

，“
高专

”
也开始探索走一条国际化办学的道路

。

独立行政法人化改革之后

，“
国立高专机构

”
与印度尼西亚

、
新加坡

、
泰

国

、
越南

、
蒙古

、
中国香港

、
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的大学建立了学术交流

关系

。
截至目前

，“
国立高专机构

”
共与

４０９
家海外教育机构签订了学术交流

协定

，①
相当部分

“
高专

”
招收了一定数量的海外学生并给予优惠政策

。

２０２２
年

，
全日本

５１
所国立

“
高专

”
接收了来自

２５
个国家和地区的

４８０
名海

外留学生

，②
其中大部分是获得日本政府奖学金的留学生

（
即国费留学生

）

或海外政府派遣的留学生

（
即政府派遣留学生

）。
国费留学生到日本后

，
在独

立行政法人日本学生支援机构

（ＪＡＳＳＯ）
东京日语教育中心接受一年预备教

育后可被编入

“
高专

”
三年级

；
在日本学校接受过

１１
年以上教育

（
高中二年

级

）
的外国学生可参加国立

“
高专

”
自费留学生选拔考试

，
合格后作为自费

留学生被编入

“
高专

”
三年级

。 “
国立高专机构

”
还经常举办说明会

，
宣传

“
日本留学生支援机构海外留学支援制度

” “
科学技术振兴机构樱花科学计

划

”
等

，
积极推广国际交流

。
具体而言

，“
国立高专机构

”
开展的国际化项目

包括

：
派遣教师前往海外教育机构接受英语培训

、
实地研修

、
对当地教师进

行指导

；
与海外教育机构共同研发课程

，
选拔优秀学生赴日本实习

，
使之成

为符合海外日企要求的高水平技术人才

；
与海外日企共同开展就业体验活动

，

培养学生的跨文化理解和交流能力

；
等等

。

２０１２
年

，
日本开始向海外输出日本型

“
高专

”
教育体制

，
相继与泰国

、

蒙古

、
越南等国家的政府相关机构合作

，
建立日本型

“
高专

”
推广办公室

，

以促进

“
高专

”
在所在国落地

。２０１９
年

５
月

，
泰国首次引进

“
日本型高等专

门学校教育制度

”，
设立了第一所

“
高专

”，
次年又开设了第二所

“
高专

”，

设置的专业课程有机械工程

、
计算机工程

、
自动化等

，
还计划开设电气电子

工程

、
农业工程等专业

。

派遣和接收留学生

、
开展海外研修

、
海外办学以及泰国

“
高专

”
模式的成

功复制

，
使得

“
高专

”
的影响力不断扩大

，“ＫＯＳＥＮ”（
高专

）
甚至被吸纳成为

—１３１—

①

②

国立高等
専

门学校机构 「ＫＯＳＥＮ２０２２年度」、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ｋｏｓｅｎ－ｋ.ｇｏ.ｊｐ／Ｐｏｒｔａｌｓ／０／ｕｐｌｏａｄ－
ｆｉｌｅ％２０ｆｏｌｄｅｒ／００＿ｋｏｕｈｏｕ／ｋｏｓｅｎｇａｉｙｏ２０２２.ｐｄｆ［２０２３－０８－１２］。

同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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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词汇

。
日本政府也越来越认识到

“
高专

”
在体现国家软实力上发挥的作用

。

对此

，
文部科学省不断增加促进

“
高专

”
开拓海外事业的预算

，２０１６
年度是

２.４
亿日元

，２０１８
年度增至

８
亿日元

，２０２０
年度再增至

９
亿日元

。①

三

、“
高专

”
教育体制在日本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自创设以来

，“
高专

”
为日本企业输送了大批实践性强的技术技能人才

，

提高了企业生产效率

、
竞争力和创新力

。
同时

，“
高专

”
学生在校期间

，
从职

业意识

、
职业能力

、
综合素质到数据收集能力和分析能力等

，
都得到了培养

和提升

，
其思维方式

、
价值观念

、
行为方式

、
生活方式均发生了较大变化

，

促进了日本人口的高质量发展

。
此外

，“
高专

”
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
维

护社会公平

、
改善民生等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

（
一

）
为日本制造业输送了高质量的技术技能人才

职业教育的理念是以社会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培养人才

。
职业教育能否满

足社会和市场需求

，
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就业率

。“
高专

”
招生对象是初中毕业

生

，
其可塑性强

，
且摆脱了高考压力

，
心态较平稳

。
这些学生在

“
高专

”
本科的

五年间接受了具有系统性和实用性的专业技术教育

，
掌握了一定程度的实际应用

技能和动手能力

，
毕业时能达到甚至超过四年制大学毕业生水平

。
而且

，“
高专

”

毕业生比普通大学工学部毕业生年轻两岁

，
求职具有优势

。１９６７
年第一届

“
高专

”

学生毕业时

，
正值经济高速增长期的用人高峰

，“
高专

”
毕业生被各大企业争相录

用

。
时至今日

，
日本

“
高专

”
五年制本科毕业生依然保持着百分百的就业率

。

“
高专

”
毕业生在就业以及未来职场上有着更广泛的市场

。
文部科学省

、

厚生劳动省每年实施的大学毕业生就职状况调查显示

，“
高专

”
毕业生求职情

况较其他理工大学

、
短期大学毕业生更具优势

。
相当数量的学生在校期间已

与用人单位签约

。
以

２０１３
年度为例

，“
高专

”
五年制本科毕业生的有效求人

倍率

②
为

１６∶９， “
专攻科

”
更达到了

３９∶１。③
一些企业招聘时还会特意为

“
高专

”
毕业生预留名额

。
尤其是地方企业

，
由于很难招到名牌大学生

，
因此

—２３１—

①

②

③

大村浩志·日野宏江 「日本型高
専

教育制度 （ＫＯＳＥＮ）の国际展开—実跷的创造的エンジニ
ァの育成—」、『留学交流』２０２０年７月号。

“
有效求人倍率

”
指的是劳动力市场需求人数与求职人数之比

。

「文部科学省·高等
専

门学校の充実に
関

する调
査

研究协力者会议 （第１回）—资料３ 高等
専

门学校の现状について—」、２０１５年５月２７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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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

“
高专

”
毕业生的招聘力度大

，“
高专

”
毕业生也多倾向于在当地企业就

职

。
从

“
高专

”
毕业生的出路来看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
高专

”
毕业生总计

９７１０

人

，
其中

３７２５
人升入大学等

（
占毕业生总数的

３８.４％），５７９４
人就业

（
占比

为

５９.３％）。①
而且

，“
高专

”
毕业生的就业内定率

（９９.１％）
较普通大学

（９５.８％）
和短期大学

（９７.８％）
更高

。②
不少

“
高专

”
毕业生进入了一流制

造业企业

、
大型综合商社

，
其中不乏上市公司

。
像长野

“
高专

”
毕业生中就

有不少被县内外知名大企业

、
中小企业以及风险企业录用

，
三菱

、
丰田

、
松

下

、
日立

、
索尼

、
本田

、
日产

、
东芝等国际知名企业的技术营业部门中也都

有

“
高专

”
毕业的人才

。
而且

，
部分企业内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

“
高专

”
毕

业生所占比例甚至高于一般大学工学部毕业生

。
可以说

，
一批批

“
高专生

”

活跃在各大企业的研发

、
生产管理

、
生产现场等

，
深受用人单位好评

。

（
二

）
服务地方社会

，
参与社会治理

在日本经济高速成长期

，
产业和人口大规模向东京

、
大阪

、
名古屋三大

都市圈集中

。
大都市的发展速度明显快于地方城市

，
产生了

“
地域格差

”③。

为了促进区域均衡发展

，
国立

“
高专

”
在选址时有意避开各县国立大学工科

院系所在城市

，８０％
的国立

“
高专

”
选择的是各县制造业集聚地

，
往往是县

政府所在市以外的工业生产较发达的城市

。
具体来看国立

“
高专

”
在全日本

的布局

，
北海道

４
所

，
东北地区

６
所

，
关东信越地区

７
所

，
东海北陆地区

８

所

，
近畿地区

４
所

，
中国地区

８
所

，
四国地区

５
所

，
九州地区

９
所

。
截至目

前

，
尚未开设

“
高专

”
的地方只有埼玉县

、
神奈川县

、
山梨县

、
滋贺县

、
佐

贺县

，
其余

４２
个都道府县至少有一所国立

“
高专

”，
有些工业发达地区甚至

拥有多所

“
高专

”。
这种依据地区工业发展设立与之相匹配的

“
高专

”
的布

局

，
能够为

“
高专生

”
提供独具魅力的就业岗位和实习场所

。

２０１６
年

“
国立高专机构

”
理事长谷口功在就任之际提倡

，“
高专

”
毕业

生不仅要成为工程师

，
还要作为

“
社会医生

”，
去发现和解决社会问题

，
致力

于社会进步

。
各地

“
高专

”
纷纷践行这一倡议

。
如

“
高专

”
建筑专业的学生

—３３１—

①

②

③

文部科学省 「文部科学统计要覧 （令和３年版）」、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ｅｘｔ.ｇｏ.ｊｐ／ｂ＿ｍｅｎｕ／ｔｏｕｋｅｉ／
００２／００２ｂ／１４１７０５９＿００００６.ｈｔｍ［２０２３－０８－２０］。

文部科学省 「令和３年度大学等卒业予定者の就职状況调
査

（４月１日现在）」、ｈｔｔｐｓ：／／
ｗｗｗ.ｍｅｘｔ.ｇｏ.ｊｐ／ｂ＿ｍｅｎｕ／ｔｏｕｋｅｉ／ｃｈｏｕｓａ０１／ｎａｉｔｅｉ／ｋｅｋｋａ／ｋ＿ｄｅｔａｉｌ／１４２２６２４＿００００３.ｈｔｍ［２０２３－０６－０９］。

“
地域格差

”
指的是各地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的民众收入水平

、
生活水平

、
消费水平

、
福利

水平等的差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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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老师带领下

，
参与修复当地受灾的历史建筑

，
并对老字号旅馆

、
店铺和空

置房进行空间改造

、
植入现代元素

，
使其重新焕发生命力

。
位于名户市的冲

绳

“
高专

”
致力于解决当地贫困问题

。
由于美军长期驻扎

，
冲绳地区形成了

基地依存型产业结构

，
制造业匮乏

，
经济以旅游业

、
服务业和零售业为主

。

因此

，
冲绳的非正式雇佣就业率

、
贫困率

、
单亲妈妈占比等均居日本首位

。

２０２３
年

４
月

，
冲绳

“
高专

”
专攻科一年级的

２７
名学生利用所学知识和技术与

名护儿童食堂

①
合作

，
开发了以麦芽粕为食材的儿童食品

，
同时与当地企业

、

教育机构等合作开发名护市观光路线和最佳拍摄点

，
吸引了大批游客来名户

市游览

、
休闲

，
拉动了地方经济

，
增加了民众收入

，
促进了当地贫困问题的

解决

。②
此外

，“
高专

”
还向学校所在地的企业

、
普通民众开放图书馆

、
体育馆

等设施

，
经常举办面向当地中小学生的理科教室

、
科学教室和公开讲座

。２０２３

年

７
月

，
福岛工业

“
高专

”
就面向当地

４０
名小学生举办了

“
橡胶动力水陆两用

模型制作

”
的讲座

，
讲师详细地讲解橡胶的性质

，
指导孩子们制作模型

，
并在

陆地和水面进行实验

。
诸如此类的公开讲座和面向中小学生的科普活动极大地

激发了中小学生对理工科的兴趣

，
发挥了

“
高专

”
服务地方社会的功能

。

概言之

，“
高专

”
与当地政府

、
企业

、
大学关系较为密切

。
地方为

“
高

专

”
的发展提供经济和物质基础

，“
高专

”
为地方提供优质的教育资源

，
接收

企业和个人捐赠用于学术研究和教学实习

；“
高专

”
重视与政府机构

、
企业

、

非营利组织

（ＮＰＯ）、
社区居民

、
大专院校等形成共同体

，
通过校企合作

、
产

教融合

、
科教融汇参与当地社会治理和社区治理

。
随着日本社会治理体系的

深化

，
多元主体

、
共同协作的治理模式逐渐成为主流

，“
高专

”
作为地区社会

治理的重要合作伙伴

，
对日本地方政府的决策也将起到一定推动作用

。

（
三

）
对中低收入家庭友好

，
维护社会公平

、
促进民生改善

现代化的核心是人的现代化

。
职业教育主要面向的是普通家庭子女

，
有

不少来自农村

、
城市贫困家庭和社会边缘群体家庭

。“
高专

”
校址所在地多为

日本高等教育升学的低洼地带

，
报考

“
高专

”
的初中生多来自中小城市

、
农

村的低收入家庭或经济不宽裕家庭

。
据日本育英会资料显示

，“
高专

”
学生家

—４３１—

①

②

名护儿童食堂设立于

２０１６
年

，
以高中生以下的少年儿童为对象

，
在名护市城公民馆等地为其

免费提供饮食

、
住所

、
学习支援

。

「沖縄高
専

が贫困问题に技術で贡献！—地域企业、教育机
関

等の连携体の协力による技術を

活用した贫困问题等课题解决への取り组み—」、ｈｔｔｐｓ：／／ｐｒｔｉｍｅｓ.ｊｐ／ｍａｉｎ／ｈｔｍｌ／ｒｄ／ｐ／００００００１６３.
００００７５４１９.ｈｔｍｌ［２０２３－０６－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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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收入低的较多

，
日本普通高中生的家庭平均年收入是

“
高专

”
生的

１.２—

１.３
倍

。①
为此

，“
高专

”
采取了一系列应对办法

。

首先

，“
高专

”
食宿管理减轻了中低收入家庭的负担

。“
高专

”
建有学生

宿舍

，
实行寄宿制度

，
直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后才有部分

“
高专

”
允许学生

走读

。
而日本普通高中或大学仅为很少部分学生提供宿舍

，
大部分学生都是走

读或在学校附近租房居住

。
国立

“
高专

”
住宿费低廉

，
双人间住宿费每月

７００

日元

，
单人间每月

８００
日元

。
另外

，“
高专

”
的伙食费

、
学杂费等也不贵

，
例如

熊本

“
高专

”
的伙食费

（
一日三餐

）
每月

２９６６７
日元

，
宿舍管理费和杂费

（
含

水电费

）
每月

５４００
日元

。②
学生宿舍的设立不仅解决了学生上下学的交通问题

，

也节省了在校外租房的费用

，
对中低收入家庭十分友好

。
同时

，
住宿制度有利

于培养学生集体生活能力和自我管理能力

，
养成谦让

、
负责任和团结协作精神

。

其次

，“
高专

”
学费对中低收入家庭比较友好

。２０２２
年日本全体就业人

员的平均工资是

４５８
万日元

，③
文部科学省规定国立

“
高专

”
的学费统一为每

年

２３.４６
万日元

，
不包括入学考试审查费

１.６５
万日元和入学费

８.４６
万日

元

。④
换言之

，
国立

“
高专

”
五年本科加两年

“
专攻科

”
的入学费

、
授课费

等合计为

１４５.５
万日元

，
国立

“
高专

”
五年本科加国立大学理工科三年学费

合计

２２５.４８
万日元

，
与公立高中三年加国立大学理工科学费合计

２４３.０８
万日

元以及公立高中三年加私立大学理工科四年学费的

５７７.１１
万日元相比

，“
高

专

”
学费相对便宜

。⑤
而且

，
针对因父母收入较低而缴纳学费困难的学生

，
国

立

“
高专

”
审核后还会给予学费

“
全额免除

”
或

“
减半

”
的优惠

。
不仅如此

，

２０２０
年

４
月日本开始实施高等教育入学支援新制度

，“
高专

”
也同样适用

。

再次

，“
高专

”
的奖学金制度对中低收入家庭有吸引力

。
针对贫困家庭

、

低收入家庭的

“
高专

”
学生

，
国立

“
高专

”
设有日本学生支援机构奖学金

（
原日本育英会奖学金

）
以及地方自治体

、
财团法人

、
企业等设立的奖学金

。

—５３１—

①

②

③

④

⑤

吉田喜一 「统计资料 による高
専

学生の状況」、 『日本工业教育协会誌』第３５卷第３号、
１９８７年７月。

参见熊本高等专门学校网站

，ｈｔｔｐｓ：／／ｋｕｍａｍｏｔｏ－ｎｃｔ.ａｃ.ｊｐ［２０２３－０８－１１］。
国税庁 「令和４年分民间給与実态统计调

査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ｎｔａ.ｇｏ.ｊｐ／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ｋｏｋｕｚｅｉｃｈｏ／ｍｉｎｋａｎ／ｇａｉｙｏｕ／２０２２.ｈｔｍ［２０２３－０８－３０］。

函馆工业高等
専

门学校 「独立行政法人国立高等
専

门学校机构における授业料その他の费用

に
関

する 规则」、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ｈａｋｏｄａｔｅ－ｃｔ.ａｃ.ｊｐ／ｗｐ－ｃｏｎｔｅｎｔ／ｕｐｌｏａｄｓ／２０２１／０６／ｊｕｇｙｏｒｙｏｋｉｓｏｋｕ＿
２０２００５１９－.ｐｄｆ［２０２３－０７－２３］。

国立高等
専

门学校机构 「高
専

の学费」、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ｋｏｓｅｎ－ｋ.ｇｏ.ｊｐ／Ｐｏｒｔａｌｓ／０／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ｌｅｔｔｅｒ／ｋｏｕｈｏｕ／ｋｏｓｅｎ－ｎａｖｉ２０１３＿１０.ｐｄｆ［２０２３－０７－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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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奖学金分两种

，
一种是无偿奖学金

，
无须返还

；
另一种是贷款型奖学金

，

需在一定期间内返还

。２０
世纪

６０、７０
年代

，“
高专

”
学生中有不少来自中低

收入家庭

，
因此申领奖学金的比例比较高

。
进入

２１
世纪

，
随着日本国民收入

差距拉大

，
大学学费持续上涨

，
申请奖学金的大学生人数不断增加

。“
高专

”

学生中申请贷款型奖学金的人数也呈增加趋势

，
拿奖学金的比例仍普遍高于

其他类型学校

。２０１０
年日本开始对高中

、“
高专

”
等学校实施入学支援制度

，

入学后即可申请每年

１１.８８
万日元的援助

。
根据家庭经济状况

，
也可以申请

减免入学费和学费

。 “
国立高专机构

”
的奖学金主要来自财团法人

、
公益法

人

、
民间企业

、
地方公共团体等提供的捐助

，
例如天野工业技术研究所奖学

金

、
公益财团法人海潮

（ｕｓｈｉｏ）
财团奖学金

、
一般财团法人上田纪念财团奖

学金等

。
这些奖学金主要面向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以及东日本大地震受灾家

庭的学生

，
奖学金额度从每年

２４
万日元到

７２
万日元不等

，
且无须偿还

。

２０２３
年

，
新成立的神山丸

“
高专

”
也接受了索尼集团

、
软银集团等

１１
家民

间企业超过

１００
亿日元的捐款并成立基金

，
基金收益作为奖学金

，
承诺对所

有在校生

“
永久性

”
免除学费

。①

另外

，
维护社会公平

，
需要提升劳动者的劳动能力

、
提高劳动者的收入

，

为个人自由发展提供充分的空间

。
经济高速增长时期

，
日本制造业的快速发

展带来了技术人员收入和待遇的改善

；
随着全球经济变化和市场竞争加剧

，
日

本长期施行的终身雇佣制度发生了较大变化

，
正式员工与临时工

、
小时工

、
合

同工

、
派遣社员等非正式雇佣劳动者之间的差距拉大

。
能否以企业正式员工身

份就业对劳动者今后发展及生活水平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年轻人关于就业的

意识

”
调查显示

，８８.４％
的毕业生希望被

“
正式雇用

”，
选择

“
正式雇用

”
的

理由多为

“
稳定且能长期持续

”“
收入多

”，
分别占

５９.０％
和

２６.９％。② “
高专

”

毕业生具有一定职业素养和竞争力

，
其就业形态多为正式雇佣

。

而且日本社会对职业院校毕业生较少有职业歧视

，
职业院校与普通大学

的应届毕业生在收入以及职务晋升上差别不大

。
从

“
高专

”
毕业生从事行业

来看

，
五年制

“
高专

”
毕业生一半以上就职于制造业

，
第二位是信息通信业

，

—６３１—

①

②

「卒业生の４割起业を目指す 『神山まるごと高
専

』１期生入学式」、ＮＨＫ、ｈｔｔｐｓ：／／ｗｗｗ.
ｎｈｋ.ｏｒ.ｊｐ／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ｌａｓｔｗｅｅｋ／９７６４５.ｈｔｍｌ［２０２３－０６－１１］。

根据

２０１７
年度内阁府实施的

“
关于儿童

、
年轻人的意识调查

”
数据分析年轻人的职业选择

、

对将来的展望

，
并探讨对年轻人的支援

。
参见

：内阁府 「特集 就労等に
関

する若者の意识」、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８.ｃａｏ.ｇｏ.ｊｐ／ｙｏｕｔｈ／ｗｈｉｔｅｐａｐｅｒ／ｈ３０ｇａｉｙｏｕ／ｓ０.ｈｔｍｌ［２０２３－０７－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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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位是建筑业

，
第四位是电气

、
煤气

、
供热

、
水道业

。
据统计

，
日本行业

收入排名

，
第一是

“
电气

、
煤气

、
供热

、
水道业

”，
男女合计平均年薪为

４１９.７
万日元

；
第二是

“
学术研究

、
专门技术服务业

”；
第三为信息通信业

。①

虽然制造业

、
建筑业等行业的工作环境较为艰苦

，
但

“
高专

”
毕业生对收入

和待遇普遍较为满意

，
没有心理和经济上的落差

。②

概言之

，“
高专

”
为中低收入家庭的子女提供了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

，
提

升了其就业竞争力

，
有助于其实现自身职业发展和成长

。
同时

，“
高专

”
对于

消除贫富差距

、
城乡差距

、
学历差距

，
减少贫困的代际传递

，
促进社会阶层

流动

、
维护社会公平以及改善民生有着重要意义

。

四

、
日本型

“
高专

”
教育体制面临的挑战与应对

当今世界处于一个科技信息飞速发展的时代

，
第四次工业革命正以前所

未有的态势席卷而来

，
改变着人类生活中的各个领域

，
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

高效

、
便利

，
也带来了风险和挑战

。

（
一

）
日本型

“
高专

”
教育体制面临的挑战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

，
随着少子老龄化程度的加剧

，
日本劳动年龄人口和

１５
岁以下青少年人口持续减少

。
受此影响

， “
高专

”
生源逐年减少

。
同时

，

“
高专

”
毕业生出现了不想加入制造业

、
不愿意去中小企业的趋势

，
越来越多

的

“
高专

”
本科毕业生选择被编入大学或升入

“
专攻科

”
继续深造

，
最终学

历是

“
高专

”
五年制本科的毕业生比例呈减少态势

。
因此

，
志愿报考

“
高

专

”
的初中毕业生人数趋于下降

。
一些

“
高专

”
的招生日益困难

。
进入

２１
世

纪后

，“
高专

”
报考人数和录取人数比例已低于

２∶１。③

一直以来

，
日本凭借其基础技术和熟练技术享誉世界

，“
日本制造

”
成为

高品质的代名词

，
但随着国际社会环境和产业结构的变化

，
世界经济进入深

度转型调整期

，
日本作为

“
制造业大国

”
的地位有所下降

，
制造业就业人数

—７３１—

①

②

③

厚生労働省 『令和 ３年赁金构造基本统计调
査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ｈｌｗ.ｇｏ.ｊｐ／ｔｏｕｋｅｉ／ｉｔｉｒａｎ／
ｒｏｕｄｏｕ／ｃｈｉｎｇｉｎ／ｋｏｕｚｏｕ／［２０２３－０８－２０］。

吉田喜一 「统计资料による高
専

学生の状況」、 『日本工业教育协会誌』第 ３５卷第３号、
１９８７年７月。

文部科学省 「高等
専

门学校教育の充実について」、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ｅｘｔ.ｇｏ.ｊｐ／ｂ＿ｍｅｎｕ／ｓｈｉｎｇｉ／
ｃｈｕｋｙｏ／ｃｈｕｋｙｏ４／０１６／ｇｉｊｉｒｏｋｕ／０８０８０６１３／００１／００２.ｈｔｍ［２０２３－０７－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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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趋于减少

，
从

２００２
年的

１２０２
万人减少到

２０１９
年的

１０６３
万人

，２０
年减少

了

１１.６％，
制造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产业人员比例也从

１９.０％
减少到

１５.８％。①

劳动力不足

，
技术工人特别是

ＩＴ
业高水平技术人才严重不足

，
已成为制约日

本制造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

１９９７
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

，
一些日本企业出于降低成本

、
提高竞争能力

、

扩大业务范围

、
获得消费市场等原因

，
陆续将制造基地转移到一些发展中国

家

。２０００
年后这一趋势加速

，
特别是

“
雷曼危机

”、
东日本大地震

、
新冠疫

情等突发事件

，
对日本经济冲击较大

，
越来越多的日本企业选择将生产基地

和业务转移至海外

。
同时

，
为更好地适应全球化趋势

，
更好地融入全球经济

体系

，
一些日本企业主动向海外转移生产基地

，
致使日本企业空心化程度不

断加深

，
企业招聘人数相应缩减

，
导致

“
高专

”
学生的实习和就业受到一定

程度的影响

。
另外

，
平成

３０
年间

，
日本劳动者工资增幅较慢

，“
高专

”
毕业

生工资待遇和社会地位有所下降

，
影响到

“
高专

”
的吸引力

。

（
二

）
日本政府

、
民间及

“
高专

”
的应对

第四次科技革命推动以人工智能

、
物联网

、
区块链等为代表的科技快速发

展

，
技术革命正深刻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

、
经济模式和社交方式

，
也给社会带

来了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

。
新形势下

，
日本型

“
高专

”
教育体制也面临新的

挑战

。
为此

，
日本政府

、
企业和

“
高专

”
都积极采取措施加以调整和应对

。

一是伴随着信息化社会

、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到来

，“
第四次产

业革命

”
被定位为日本经济增长战略的核心

。
日本政府在

《
日本复兴战略

２０１６》《
经济财政运营和改革的基本方针

（
骨太方针

）》 《
日本一亿总活跃计

划

》
等文件中提出要利用物联网

、
人工智能

、
新能源

、
大数据等尖端技术进

行技术革新

；２０１６
年内阁会议又通过了

《
第五期科学技术基本计划

（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
提出了以

“
社会

５.０”②
实现第四次产业革命的具体构想

。
在这一大

背景下

，
日本企业也不断加强技术创新和研发

，
提高自身的竞争力

。
为顺应

时代变革潮流和国家发展战略

，
日本政府和企业对

“
高专

”
教育体制满怀期

—８３１—

①

②

経済产业省 『２０２０年版ものづくり白书 （ものづくり基盘技術振兴基本法第８条に基づく年
次报告）』、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ｅｔｉ.ｇｏ.ｊｐ／ｒｅｐｏｒｔ／ｗｈｉｔｅｐａｐｅｒ／ｍｏｎｏ／２０２０／ｈｏｎｂｕｎ＿ｈｔｍｌ／ｈｏｎｂｕｎ／１０２０１１＿１.ｈｔｍｌ
［２０２３－０７－１０］。

“
超智能社会

”
指的是继狩猎采集社会

（Ｓｏｃｉｅｔｙ１.０）、
农耕社会

（Ｓｏｃｉｅｔｙ２.０）、
工业社会

（Ｓｏｃｉｅｔｙ３.０）、
信息社会

（Ｓｏｃｉｅｔｙ４.０）
之后的社会形态

。“Ｓｏｃｉｅｔｙ５.０”
的蓝图是通过物联网

、
知识

共享

、
人工智能等创造新的价值

，
克服少子老龄化

、
地方过疏化

、
贫富差距等课题

，
建立一个超越世

代

、
互相尊重

、
每个人都能发挥能力

、
充满活力的社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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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

，
希望

“
高专

”
发挥类似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对日本经济社会的贡献

，
培养

更多掌握人工智能

、
物联网

、
机器人

、
大数据等新技术领域的人才

，
以支撑

国家的

“
制造业立国

”
战略

。
为此

，
日本政府把

“
国立高专机构

”
运营费由

２０２３
年度的

６２５
亿日元增加到

２０２４
年度的

６２８
亿日元

，
增长了

０.５％，
特别

加强了对数字社会所需半导体人才培养的支持力度

。①

日本政府还对

“
高专生

”
创业充满期待

，
在

２０２２
年度补充预算中专设

６０

亿日元用于

“
高专创业公司教育环境提升事业

”②，
旨在鼓励有创业意愿的

“
高专生

”
开设工作室

、
成立创业公司

，
用所学知识和掌握的技术解决社会问

题

，
为当地发展做贡献

。２０２３
年度文部科学省开始对全日本

５７
所

“
高专

”

学生的创业进行支援

，
即通过在

“
高专

”
设置数据科学

（ＤＳ）
与人工智能

（ＡＩ）
相结合的研发实验室以及开展各种比赛

，
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

。
例如

，

一关工业

“
高专

”
研发通过走路方式诊断早期老年痴呆症的设备

；
大岛商船

“
高专

”
研发大棚栽培木耳自动采摘系统

；
香川

“
高专

”
研发基于室内图像

和呼吸传感器的健康监测系统

；
明石

“
高专

”
研发智能跑鞋

，
可通过鞋底传

感器的数据给出健康建议

；
等等

。③

二是各地纷纷采取措施应对地方人口减少导致的生源不足

。
一些私立大

学开始接收

“
高专

”
毕业生编入且不限理工科

。
例如

，
东海大学医学部从

２００５
年度开始接受

“
高专生

”
编入

。
与此同时

，
有的

“
高专

”
因为生源不

足

，
不得不进行合并或二次招生

。
例如

：２００５
年

，
札幌市立

“
高专

”
停止招

生并入札幌市立大学

；２００６
年

，
东京都立工业和都立航空

“
高专

”
合并为都

立产技

“
高专

”；２００９
年

，
宫城

、
富山

、
香川

、
熊本四县设置的八所国立

“
高专

”
合并为一县一校两个校区的仙台

“
高专

”、
富山

“
高专

”、
香川

“
高

专

”、
熊本

“
高专

”。
合并后的

“
高专

”
分别设置于东北地区

、
东海北陆地

区

、
四国地区和九州冲绳地区

。２０１１
年

，
大阪府立

“
高专

”
并入大阪府立大

学并相应削减了招生人数

。

三是

“
高专

”
加强了与区域内外产业界的合作

，
注重培养学生的创造力和

—９３１—

①

②

③

财务省 『令和 ５年度文教·科学技術予算のポイント』、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ｏｆ.ｇｏ.ｊｐ／ｐｏｌｉｃｙ／
ｂｕｄｇｅｔ／ｂｕｄｇｅｒ＿ｗｏｒｋｆｌｏｗ／ｂｕｄｇｅｔ／ｆｙ２０２３／ｓｅｉｆｕａｎ２０２３／１１.ｐｄｆ［２０２３－０７－１２］。

文部科学省 「高等
専

门学校又夕
ー

トァツプ教育环境整备」、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ｍｅｘｔ.ｇｏ.ｊｐ／
ｃｏｎｔｅｎｔ／２０２２１２０２－ｍｘｔ＿ｋｏｕｈｏｕ０２－００００１７６７２＿１.ｐｄｆ［２０２３－０８－０１］。

「文科省が新事业で
増

加
図

る、高
専

発ベンチヤー

の有望分野」、ｈｔｔｐｓ：／／ｎｅｗｓｗｉｔｃｈ.ｊｐ／ｐ／
３３８７７［２０２３－０４－１２］。



　
日本学刊

　２０２３
年第

５
期

个性

，
提升其解决问题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

。“
国立高专机构

”
提出

“ＫＯＳＥＮ

４.０”
倡议

，
希望国立

“
高专

”
围绕

“
培养引领新产业的人才

”“
为地区做出

贡献

”“
加快推进国际化

”
三个中心

，
建设特色学校

，
打造重点优势项目

。
为

响应这一倡议

，２０１８
年和

２０１９
年分别有

３７
所和

３４
所

“
高专

”
设立了重点实

施项目

。
比如石川工业

“
高专

”，２０１８
年度就申请获批了

“
与当地合作培养

具有实践能力的全球化技术人才

”
项目

，
具体目标是

：
五年制本科的低年级

学生通过参观企业和观摩演讲会了解当地企业

，
培养为当地经济和社会发展

做贡献的意识

；
高年级学生通过到当地企业和社会进行短期实习

，
完成研究

课题

；“
专攻科

”
学生通过长期实习寻找当地企业的课题和社会问题并着手解

决这些课题

。
另外

，
派遣学生赴东盟国家的日企海外分厂实习

，
增加向海外

派遣实习生

、
留学生以及海外研修生的人数

；
同时

，
将应届毕业生在当地企

业的就业率定为

４５％。

综上

，
日本政府和

“
高专

”
面对挑战进行了积极应对

，
其成效如何尚待

观察

。
今后

，
要想真正发挥

“
高专

”
在

“
制造业立国

”
中的作用

，
提升

“
高

专

”
的国际影响力

，
日本政府要采取更积极的措施

，
加强政策引导和投入

，

向

“
高专

”
提供更多资金支持

。
同时

，
还要改革职业教育体系

，
提高职业教

育质量

，
加强实践教学和创新教育

。
此外

，
还应继续推动

“
高专

”
与国际高

等教育机构

、
职业教育机构的交流与合作

。

五

、
日本型

“
高专

”
教育体制的启示

中日两国职业教育在体系

、
定位

、
目标

、
专业

、
教师等方面各有特色

。

日本职业教育体系较为多元

，
每一类型的职业学校都有其特点和优势

，
职业

教育与高等教育

、
社会需求和就业需求衔接得比较好

；
教学内容针对性强

，

注重实践操作和技能训练

，
强调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和国际视野

，
以培养具有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人才为目标

。
反观中国的职业教育

，
规模大

、
学生多

，

职业学校

１.１７
万所

，
在校生

２６８５
万人

，①
职业教育人才培养规模已占中国高

等教育的

“
半壁江山

”。
中国职业教育的特点是

：
注重理论知识的传授

；
政府

扮演重要角色

，
办学经费主要来源于财政拨款

，
公办职业学校占主体地位

；

—０４１—

① 《
我国已有职业院校

１.１７
万所

》，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

，ｈｔｔｐ：／／ｗｗｗ.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ｊｙｂ＿
ｘｗｆｂ／ｘｗ＿ｚｔ／ｍｏｅ＿３５７／ｊｙｚｔ＿２０１９ｎ／２０１９＿ｚｔ９／ｍｔｂｄ／２０１９０２／ｔ２０１９０２２１＿３７０５８５.ｈｔｍｌ［２０２３－０４－１２］。



职业教育现代化视域下日本型

“
高专

”
教育体制探析

　

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

，
强调职业道德

、
诚信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培养

。
与此

同时

，
中国职业教育尚存在一些问题

，
如

：
中高等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之间

相互衔接和贯通体系不完善

；
课程设置不能适应经济社会转型发展

、
企业技

术创新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
职业教育发展呈现区域差异

，
未能充分发挥促

进当地经济

、
区域协调发展的应有作用

；
职业院校与企业合作开发应用研究

和技术不够

；
职业院校毕业生的社会地位和工资待遇不高

，
技术人才的荣誉

感

、
幸福感

、
获得感偏低

。

据工业和信息化部统计

，２０２２
年

，
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重近

３０％，
制造业规模已连续

１３
年居世界首位

。
与此同时

，
中国正处于产业结构

从

“
劳动密集

”
向

“
知识密集

”
和

“
技术密集

”
转型的新时代

，
传统制造业

在智能化

、
数字化驱动下转型升级

，
一批新兴岗位在高科技产业如新一代信

息技术

、
电力装备

、
新材料等重点领域应运而生

。
中国制造业的进一步发展

急需高水平

、
高素质

、
应用技术技能型

、
复合型

、
创新型的制造业人才

。
为

此

，２０２２
年

１０
月

，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

： “
统筹职业教育

、
高等教育

、

继续教育协同创新

，
推进职普融通

、
产教融合

、
科教融汇

，
优化职业教育类

型定位

。”①
探索职业教育体制改革要充分考虑中国政治制度

、
政治体制以及

国情

，
并在此基础上吸收国外职业教育的先进经验

。
日本型

“
高专

”
教育体

制或可提供一些启示

。

一是舆论层面

，
通过各种渠道引导社会舆论

，
提高整个社会对职业教育

的重视程度

，
在社会上营造职业院校与普通教育的院校具有同样重要地位的

意识

。
加大对职业教育的宣传力度

，
表彰有突出成就的职业教育系统教师和

一线技术技能人才

，
不断提高技术技能人员的待遇和社会地位

。

二是政府层面

，
制定职业教育相关法律法规和实施要求

，
对实施过程进

行监管

，
推动职业教育改革创新

；
要根据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
产业布局的

特点

，
对全国职业院校进行重点领域

、
重点专业的布局和统筹

，
促进区域间

职业教育发展机会的公平性

；
深化职业教育体系改革

，
在职业教育

、
普通教

育和高等教育的融通衔接上下功夫

，
构建多元化职业教育体系

；
鼓励各地试

点建设

“
五年一贯制

”
或

“
七年一贯制

”
的职业院校

，
探讨跨体系的学分和

成绩的互认

、
互换以及转学考试等方式

，
促进普职间跨体系学习

，
逐步形成

—１４１—

① 习近平

：《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

———

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
中国政府网

，ｈｔｔｐｓ：／／ｗｗｗ.ｇｏｖ.ｃｎ／ｘｉｎｗｅｎ／２０２２－
１０／２５／ｃｏｎｔｅｎｔ＿５７２１６８５.ｈｔｍ［２０２３－０８－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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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职

—
专科

—
本科

—
专业学位研究生

”
的贯通型职业教育体系

，
实现职业教

育

、
高等教育

、
继续教育协同创新

，
赋予职业院校学生更多选择和发展空间

；

为职业院校提供必要的经费支持

，
对家庭困难的职业院校学生减免学费

，
增

设奖学金

，
发挥职业教育提升弱势群体社会地位的作用

，
维护社会公平

。

三是职业院校层面

，
紧密结合经济发展需要

、
产业升级和技术变革趋势

，

开设符合市场需求的紧缺专业

，
打造精品专业

，
创建品牌专业

；
以实用性

、

新技术为导向

，
更新和优化教育内容

，
深化课程改革

，
利用互联网

、
大数据

、

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创新教学方式

；
鼓励学生用所学知识去发现问

题

、
解决问题

，
推动职业教育从传统的

“
学历教育

”
向

“
能力教育

”
转变

；

加强职业院校与政府

、
企业

、
大专院校

、
科研机构

、
民间组织之间的联系

，

深化产教融合

、
科教融汇

、
产学研协同创新

，
发挥职业教育促进地方经济发

展的作用

。

四是国际化层面

，
提升职业教育的国际化水平

，
创新国际交流与合作机

制

。２０１３
年中国提出

“
一带一路

”
倡议后

，
越来越多的中资企业到

“
一带一

路

”
相关国家投资建厂

。
职业院校应把握

“
一带一路

”
的机遇

，
拓展职业院

校的国际交流渠道

，
探讨与国外职业院校多种形式的合作

，
如

：
派遣职业院

校的教师

、
学生赴海外教育机构和海外中资企业交流

、
实习

；
探索

“
走出去

”

办学

，
以

“
中文教学

＋
职业教育

”
的方式

，
在海外建设中国特色的职业技术

学院

，
提升中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化水平

。
通过国际交流

、
合作办学

，
展示当

代中国良好形象

，
提升国外民众对我国文化和教育的认知度

、
增进亲近感

。

综上所述

，
以

“
高专

”
为代表的日本职业教育经验对中国有一定启示和

借鉴意义

。
我们要立足中国国情

，
借鉴国外职业教育先进经验

，
不断探索和

实践

，
推动职业教育的持续发展和进步

，
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
能

工巧匠

、
大国工匠

，
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和各行各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

，

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人才和技能支撑

。

（
责任编辑

：
中

　
鹄

）

—２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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