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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现代职业教育是一种大职业教育，包括经常讲到的中职、高职学校教育和各种社会上的职

业培训。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全面部

署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决定》明确了今后一个时期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指导思想

、基本原则、目标任务和政策措施，提出&ldquo;到2020年，形成适应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

合、中职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国特色、世

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rdquo;。  

      以邓小平理论、&ldquo;三个代表&rdquo;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以立德树人

为根本，以服务发展为宗旨，以促进就业为导向，适应技术进步和生产方式变革以及社会公

共服务的需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统筹发挥好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加快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建设，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

      到2020年，形成适应发展需求、产教深度融合、中职高职衔接、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相互

沟通，体现终身教育理念，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政策频出为职业教育提供利好发展环境     时间   事件   内容       2010.8   教育部颁布《教育部关

于充分发挥行业指导作用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   明确推进建立和完善&ldquo;双证

书&rdquo;制度，实现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鼓励行业企业全面参与教育教学各个环

节。       2011.7   中组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了《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

（2010-2020）》   规划提出，我国将以实施国家高技能人才振兴计划为龙头，加大高技能人

才培训力度。       2013.4   教育部颁布《关于积极推进高校职业教育考试招生制度的指导意见》

  指出今后专科层次的高等职业学校要逐步扩大中职学校毕业生招生比例，本科学校要逐步扩

大面向高职学校和中职学校学生比例。同时要逐步扩大面向在职人员的招生比例。       2014.5   

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   不仅提出要加快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提升发展保障水平，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还强调了要激发职业教育办学活力，特别是提出

要鼓励、支持和引导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决定指出，到   2020年，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达

到2350 万人，专科层次职业教育在校生达到   1480万人，接受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学生达到一

定规模。从业人员继续教育达到 3.5亿人次。       2014.6   国务院颁布《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

规划（2014-2020年）》   提出两步走战略，2015年初步形成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框架，2020年基

本建成中国特色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现代职业教育行业深度研究与投资前景评估报

告》共十六章。首先介绍了中国现代职业教育行业市场发展环境、中国现代职业教育整体运



行态势等，接着分析了中国现代职业教育行业市场运行的现状，然后介绍了中国现代职业教

育市场竞争格局。随后，报告对中国现代职业教育做了重点企业经营状况分析，最后分析了

中国现代职业教育行业发展趋势与投资预测。您若想对现代职业教育产业有个系统的了解或

者想投资现代职业教育行业，本报告是您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采用国家统计数据，海关总署，问卷调查数据，商务部采集数据等数

据库。其中宏观经济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部分行业统计数据主要来自国家统计局及市

场调研数据，企业数据主要来自于国统计局规模企业统计数据库及证券交易所等，价格数据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监测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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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训基地建设

（五）&ldquo;双证书&rdquo;毕业

（六）发展民办教育

（七）区域化和集团化

（八）加强产学研结合

（九）扩大国际合作

二、构建职业院校的专业集群

（一）专业集群建设

（二）对接产业集群



（三）外部规模经济

（四）师资流动配置

三、建立高职与企业办学联盟

（一）松散合作向校企联盟转变

（二）共建师资和企业培训团队

（三）&ldquo;订单式&rdquo;人才培养模式

（四）校企合作联盟制度化

第三节 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改革策略

一、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历程分析

二、高等职业教育存在问题分析

三、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对策分析

四、高等职业教育改革策略分析

（一）服务经济转型，明确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方向

（二）加强政府统筹，建立教育与行业对接协作机制

（三）创新体制机制，探索充满活力的多元办学模式

（四）改革培养模式，增强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

（五）改革评聘办法，加强&ldquo;双师型&rdquo;教师队伍建设

（六）改革招考制度，探索多样化选拔机制

（七）增强服务能力，满足社会多样化发展需要

（八）完善保障机制，促进高等职业教育持续健康发展

 

第四部分 职业培训篇

第十一章 中国职业培训行业发展状况分析

第一节 职业教育培训行业分析

一、职业教育培训产业概况

二、职业教育培训业价值链分析

（一）培训内容提供商

（二）培训设施提供商

（三）培训服务提供商

（四）培训服务购买者

三、中国职业培训市场规模分析

四、大学生创业的培训教育兴起



第二节 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发展现状

一、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发展状况分析

二、职业技术培训机构发展规模

（一）职业技术培训机构数量

（二）职业技术培训教师数量

（三）职业技术培训学生数量

三、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存在的问题分析

四、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发展的对策分析

第三节 职业教育培训机构发展趋势

一、工会职业技能培训萎缩

二、职业教育与培训相结合

三、职业培训E-learning模式

（一）中国E-learning市场

（二）E-learning需求分析

（三）混合式E-learning

 

第十二章 中国职业培训行业细分市场分析

第一节 IT培训市场分析

一、IT人才供求情况

二、IT培训市场规模

三、IT培训市场集中度

四、IT培训品牌格局

五、IT培训专业细分

六、客户满意度调查

（一）教学质量因素

（二）软硬件环境

（三）培训目标明确

（四）价格敏感度

七、IT培训发展趋势

（一）连锁经营成为主流

（二）外资抢攻价格起伏

（三）国产认证层出不穷



（四）企业定制需求升温

（五）新兴职业需求热点

第二节 语言培训市场分析

一、语言培训师资实力

二、语言培训市场集中度

三、语言培训品牌竞争力

四、语言培训消费者调研

（一）品牌是决定因素

（二）实用英语占重头

（三）高端英语培训走强

（四）海外机构认可度高

（五）小语种培训兴起

五、语言培训的发展趋势

（一）培训机构品牌化

（二）培训课程个性化

（三）培训模式多元化

（四）培训服务增值化

第三节 高管培训市场分析

一、高管培训价值链

二、高管培训市场概况

三、高管培训课程需求

四、管理培训商业模式

五、高管培训市场结构

六、高管培训竞争格局

七、高管培训发展趋势

（一）行业集中度提高

（二）小而专市场细分

（三）海外机构竞争

（四）自主研发课程

（五）资格认证退出

（六）企业培训外包

（七）教练式管理培训



（八）高管培训俱乐部

第四节 中国金融行业培训市场分析

一、金融培训发展现状

二、金融培训需求分析

三、金融培训发展趋势

第五节 中国汽车驾驶培训市场分析

一、汽车驾驶员规模分析

二、汽车驾驶培训市场规模

三、汽车驾驶培训竞争格局

第六节 中国人力资源培训市场分析

一、人力资源培训存在的问题分析

二、人力资源培训在企业发展的作用

三、人力资源培训发展的对策分析

 

第十三章 中国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设情况

第一节 国外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设模式及启示

一、国外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设模式

（一）以德国为代表的&ldquo;双元制&rdquo;

（二）以澳大利亚为代表的&ldquo;TAFE&rdquo;

（三）以新加坡为代表的&ldquo;教学工厂&rdquo;

二、国外职业教育实训教学特色

（一）德国&ldquo;双元制&rdquo;实训教学特色

（二）澳大利亚&ldquo;TAFE&rdquo;实训教学特色

（三）新加坡&ldquo;教学工厂&rdquo;实训特色

三、国外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设对我国的启示

（一）政府要加强立法，约束与激励相结合

（二）大力推行工学结合、校企合作、顶岗实习的人才培养模式

（三）建立严格考核和准入制度，提高&ldquo;双师型&rdquo;教师实践教学水平

（四）探索&ldquo;双证制&rdquo;培养方式，贯彻国家职业资格标准

第二节 职业教育实训基地的绩效与评估

一、实训基地绩效考评内容

（一）实训基地的基本建设情况



（二）实训基地人员的选拔、聘任以及考评

（三）实训基地管理制度的建立与实施

（四）实训基地运行效能评价

二、实训基地建设评估的指标及标准

（一）实训基地建设评估指标

（二）实训基地建设的评估标准

三、实训基地评估体系标准制定原则

（一）特色性

（二）先进性

（三）科学性

（四）导向性

（五）可测性

（六）独立性

（七）可操作性

（八）职业素质性

第三节 高等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设分析

一、高职教育实训基地建设模式

（一）从属高职院校的学校型实训基地建设模式

（二）从属大公司大企业的企业型实训基地建设模式

（三）从属于政府的公共型实训基地建设模式

二、高职教育实训基地建设的现状

三、高等职业教育实训基地的构建

（一）建设区域集群式实训基地依据

（二）区域集群式实训基地的建构

（三）建设区域集群式实训基地策略

第四节 校企合作背景下的实训资源整合策略

一、实训基地内涵式发展中面临的问题

（一）校企合作深度不够

（二）师资水平不能满足实训基地运行要求

（三）现有实训课程体系无法实现实训基地功能需求

二、校企合作下的实训资源整合策略

（一）建立校企合作理事会



（二）完善师资队伍结构

（三）优化实训装备

（四）改革实训课程体系

（五）数字化实训中心平台建设

第五节 区域共享型实训基地管理模式与建设现状

一、区域共享型实训基地建设原则

二、区域共享型实训基地建设定位

三、区域共享型实训基地的管理模式

（一）企业化管理模式&mdash;&mdash;高职院校与企业共建的实训基地

（二）授权管理、政府监督模式&mdash;&mdash;地方政府组建的实训基地

（三）集中管理、分散使用模式&mdash;&mdash;高职院校自建的实训基地

四、区域共享型实训基地发展现状

五、区域共享型实训基地建设问题

六、区域共享型实训基地发展前景

 

第五部分 区域市场篇

第十四章 中国重点地区现代职业教育发展分析

第一节 北京市

一、现代职业教育政策环境

二、现代职业教育学生规模

三、现代职业教育师资力量

四、现代职业教育发展情况

五、现代职业教育人才规划

六、校企合作精品案例

第二节 上海市

一、现代职业教育政策环境

二、现代职业教育学生规模

三、现代职业教育师资力量

四、现代职业教育发展情况

五、现代职业教育人才规划

六、校企合作精品案例

第三节 重庆市



一、现代职业教育政策环境

二、现代职业教育学生规模

三、现代职业教育师资力量

四、现代职业教育发展情况

五、现代职业教育人才规划

六、校企合作精品案例

第四节 广东省

一、现代职业教育政策环境

二、现代职业教育学生规模

三、现代职业教育师资力量

四、现代职业教育发展情况

五、现代职业教育人才规划

六、校企合作精品案例

第五节 山东省

一、现代职业教育政策环境

二、现代职业教育学生规模

三、现代职业教育师资力量

四、现代职业教育发展情况

五、现代职业教育人才规划

六、校企合作精品案例

第六节 江苏省

一、现代职业教育政策环境

二、现代职业教育学生规模

三、现代职业教育师资力量

四、现代职业教育发展情况

五、现代职业教育人才规划

六、校企合作精品案例

第七节 湖北省

一、现代职业教育政策环境

二、现代职业教育学生规模

三、现代职业教育师资力量

四、现代职业教育发展情况



五、现代职业教育人才规划

六、校企合作精品案例

第八节 河北省

一、现代职业教育政策环境

二、现代职业教育学生规模

三、现代职业教育师资力量

四、现代职业教育发展情况

五、现代职业教育人才规划

六、校企合作精品案例

第九节 湖南省

一、现代职业教育政策环境

二、现代职业教育学生规模

三、现代职业教育师资力量

四、现代职业教育发展情况

五、现代职业教育人才规划

六、校企合作精品案例

第十节 陕西省

一、现代职业教育政策环境

二、现代职业教育学生规模

三、现代职业教育师资力量

四、现代职业教育发展情况 

五、现代职业教育人才规划

六、校企合作精品案例

 

第六部分 企业竞争篇

第十五章 中国现代职业教育机构竞争力分析

第一节 职业学校经营竞争力分析

一、上海科学职业技术学院

（一）学校简介

（二）师资力量

（三）办校规模

（四）专业结构



（五）竞争优势

二、山东凯文科技职业学院

（一）学校简介

（二）师资力量

（三）办校规模

（四）专业结构

（五）竞争优势

三、无锡职业技术学院

（一）学校简介

（二）师资力量

（三）办校规模

（四）专业结构

（五）竞争优势

四、深圳职业技术学院

（一）学校简介

（二）师资力量

（三）办校规模

（四）专业结构

（五）竞争优势

五、天津交通职业学院

（一）学校简介

（二）师资力量

（三）办校规模

（四）专业结构

（五）竞争优势

六、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

（一）学校简介

（二）师资力量

（三）办校规模

（四）专业结构

（五）竞争优势

七、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一）学校简介

（二）师资力量

（三）办校规模

（四）专业结构

（五）发展战略

八、山西财政税务专科学校

（一）学校简介

（二）师资力量

（三）办校规模

（四）专业结构

九、辽宁交通高等专科学校

（一）学校简介

（二）师资力量

（三）办校规模

（四）专业结构

（五）竞争优势

十、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

（一）学校简介

（二）师资力量

（三）办校规模

（四）专业结构

（五）办学特色

十一、山西煤炭职业技术学院

（一）学校简介

（二）师资力量

（三）办校规模

（四）专业结构

（五）竞争优势

十二、河北化工医药职业技术学院

（一）学校简介

（二）师资力量

（三）办校规模



（四）专业结构

（五）竞争优势

十三、北京金隅科技学校

（一）学校简介

（二）师资力量

（三）办校规模

（四）专业结构

（五）竞争优势

十四、天津第一轻工业学校

（一）学校简介

（二）师资力量

（三）办校规模

（四）专业结构

（五）竞争优势

十五、华冶职业技术学校

（一）学校简介

（二）师资力量

（三）办校规模

（四）专业结构

（五）竞争优势

十六、上海石化工业学校

（一）学校简介

（二）师资力量

（三）办校规模

（四）专业结构

（五）竞争优势

第二节 职业培训机构竞争力分析

一、北大青鸟APTECH

（一）学校简介

（二）师资力量

（三）办校规模

（四）课程结构



（五）竞争优势

二、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

（一）学校简介

（二）师资力量

（三）办校规模

（四）专业结构

（五）竞争优势

三、清华大学领导力培训中心

（一）学校简介

（二）师资力量

（三）办校规模

（四）专业结构

（五）竞争优势

四、新职联国际教育研究院

（一）学校简介

（二）集团规模

（三）培训项目

（四）竞争优势

（五）发展战略

五、常德职业培训教育集团

（一）学校简介

（二）师资力量

（三）培训项目

（四）竞争优势

（五）发展动态

六、广东中大职业培训学院

（一）学校简介

（二）师资力量

（三）办校规模

（四）专业结构

（五）竞争优势

七、广州新东方烹饪学校（研究内容同上）



八、山东蓝翔高级技工学校

九、北方汽车专修学校

十、中华会计网校

十一、尚德机构

 

第七部分 投资前景篇

第十六章 2016-2022年中国现代职业教育行业前景及投资分析（ZYYF）

第一节 2016-2022年现代职业教育发展规划分析

一、现代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思路

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战略

三、现代职业教育人才结构趋势

四、继续教育体系发展规划

第二节 2016-2022年现代职业教育发展前景及趋势

一、现代职业教育投资前景分析

（一）现代职业教育市场前景分析

（二）现代职业教育市场预测

二、现代职业教育现代化的方向

三、现代职业教育发展趋势分析

第三节2016-2022年现代职业教育投资机会分析

一、现代职业教育投资环境分析

（一）职业教育政策发展环境

（二）职业教育经济发展环境

二、现代职业教育投资风险分析

（一）宏观政策风险

（二）知识产权被侵犯的风险

（三）生源人数下降风险

三、现代职业教育投资规模分析

（一）教育VC/PE投资规模分析

（二）教育培训连锁行业投资规模

（三）中国教育IPO投资现状分析

四、现代职业教育投资方向分析

（一）热点投资类型分析



（二）办学模式投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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