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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明、目录、图表目录

       职业教育（vocational education）是指使受教育者获得某种职业或生产劳动所需要的职业知

识、技能和职业道德的教育。如对职工的就业前培训、对下岗职工的再就业培训等各种职业

培训以及各种职业高中、中专、技校等职业学校教育等都属于职业教育。职业教育的目的是

培养应用人才、具有一定文化水平和专业知识技能的劳动者。与普通教育和成人教育相比较

，职业教育侧重于实践技能和实际工作能力的培养。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职业教育实现了重大突破，我国已经建立了世界上最大规模的职业

教育体系，从1978年到2012年的30多年间，职业教育已经累计为国家输送了2亿多高素质劳动

者和技能型人才。我国已经形成了基本完善的职业教育法律制度体系，目前已基本形成了以

《职业教育法》为基础，《教育法》、《劳动法》、《就业促进法》等相关法律为补充，行

政法规、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配套的法律制度体系。

      中国职业教育面临良好发展前景，原因是随着经济的转型升级，&ldquo;人口红利&rdquo;

即将耗尽，中国经济面临劳动力从过剩向短缺的&ldquo;刘易斯拐点&rdquo;，人才结构性矛盾

越来越突出，高层次技术技能型人才的数量和结构远不能满足市场需求。

      我国教育体系主要涵盖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并实行职业教育制度

和成人教育制度。根据《职业教育法》 ，职业学校教育分为初等、中等、高等职业学校教育

。职业培训包括从业前培训、转业培训、学徒培训、在岗培训、转岗培训及其他职业性培训

，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分为初级、中级、高级职业培训。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与改革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高等职业教

育快速发展，学校基础设施和教学能力显著提高，在校生人数在 2010 年达到峰值。截至 14 年

末，全国职业学历教育中，中等职业教育在校生人数为 1755.28 万人，高等教育专科在校生人

数为 1006.6 万人，合计 2761.88 万人。

      从办学主体的角度，职业教育领域包括政府办学、企业办学和社会办学，目前主要是以政

府办学为主，尤其是在职业学历教育领域，2014 年民办中等职业学校为 2343 所，仅占中等职

业学校总数的 19.62%。近年来随着教育改革的兴起，及正保远程、达内科技等职业教育培训

公司的上市，职业非学历教育的社会办学力量有所加强，且积极鼓励社会资本进入职业教育

领域政策正在逐步出台。根据教育部发展规划，国家将积极支持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未

来将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体、全社会积极参与、公办与民办共同发展的格局。

      智研数据研究中心发布的《2016-2022年中国职业教育行业深度研究与市场年度调研报告》

共十章。首先介绍了职业教育相关概念及发展环境，接着分析了中国职业教育规模及消费需

求，然后对中国职业教育市场运行态势进行了重点分析，最后分析了中国职业教育面临的机



遇及发展前景。您若想对中国职业教育有个系统的了解或者想投资该行业，本报告将是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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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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能力取向趋势

二、体系开放互通趋势

三、结构高移趋势

四、学习终身化趋势

五、技术、教育与就业协同化趋势

六、合作与交流国际化趋势

第三节 未来中国职业教育发展政策导向

一、对民办职业教育继续保持鼓励扶持的政策

二、招生规模将偏向于稳中有升的政策

三、弹性学习制度将逐渐得到完善和推广

四、面向农村的实用人才培训制度将逐步完善

五、奖学金、助学贷款政策将进一步完善

 

第十章 2016-2022年中国职业教育投资分析

第一节 投资环境

一、职业教育投资主体的判定

二、职业教育投资面临空前有利的政策环境

三、&ldquo;技工荒&rdquo;催生职业教育投资热潮

四、&ldquo;十二五&rdquo;中央财政将投入百亿加强职业教育

第二节 投资现状

一、风险投资热逐民办职业教育

二、经济&ldquo;寒冬&rdquo;下职业教育领域涌动投资&ldquo;暖流&rdquo;

三、2015年职业教育获投资最高占教育培训市场48%



四、2015年中央财政拨巨资支持中等职业教育

第三节 职业教育有效投资模式

一、实训基地共建

二、&ldquo;引企入校&rdquo;模式

三、&ldquo;引校入企&rdquo;模式

第四节 高等职业教育投资收益风险分析

一、高等职业教育投资简述

二、高等职业教育的投资风险

三、个人投资高职教育的风险表现

四、个人投资高职教育风险产生的原因

第五节 私募基金介入职业教育投资的可行性浅析

一、私募基金的主要特征

二、私募基金在中国的发展

三、职业教育是私募基金投资的理想平台

四、私募基金介入职业教育的路径选择

五、制约私募基金介入职业教育的主要因素

第六节 中国职业教育投资公平性的缺失及制度创新

一、中国中等职业教育投资状况分析

二、职业教育健康发展要求公平分配

三、职业教育投资不足的公平性阐释与观念变革

四、政府、企业与学校在职业教育制度创新中的角色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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