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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职发展趋势

上海中职教育的快速发展，让有着二十多年

教学经验的上海信息技术学校科研室主任王珺

萩十分感慨。她回忆道，上世纪90年代初，上海部

分中职学校就开启了“走出去”学习国外经验的

步伐，“那时候，国外的职业教育从硬件到教学理

念都很领先。而在近几年的国际交流中，法国、芬

兰等国的职业教育工作者反而向我们竖起了大拇

指。”

2012年以来，中国职业教育步入改革发展“黄

金期”。发展职业教育，已成为世界各国应对经

济、社会、人口等方面挑战的重要举措。“此次上海

中职课程输出海外，表明上海中职教育步入国际先

进水平。”未来上海的职业教育要更多地伴随企业

走出去，伴随项目走出去，将更多专业教学标准输

出海外。

就业“含金量”提高

青年技能人才在上海，尤其是一些热门专

业的技能人才，如今已经成为当之无愧的“紧俏

货”。上海市教委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17
年全上海76所全日制普通中职学校毕业生就业率

（含升学）高达98.37%，平均起薪增长至3105元。

2017年12月中旬，上海市对在第44届世界技

能大赛中获奖的选手进行“重奖”。金牌选手分别

奖励人民币50万元，晋升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授予

“上海市青年五四奖章”“上海市杰出青年岗位能

手”，直接办理上海市常住户口落户等。

“重奖”背后，是上海这座特大型城市发展的

“刚需”——职业教育要兴起，技能人才要出头。

技能人才迎来“春天”

用“春天到了”来形容一部分技术出众的青

年，一点也不为过。

2017年10月19日，多次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的上

海杨浦职业技术学校学生杨山巍捧回了一座车身

修理项目的金牌。这个20岁的年轻人，此前跟随

父母在上海一直学习到初中毕业，因为没有上海户

口，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在上海找

一所职业学校学一门技术留在上海，要么回四川

老家继续读书参加高考。

杨山巍选择了前者，他进入上海杨浦职业技

术学校汽车专业学习，并在入学第二年参加全国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得一等奖。捧回一块世界技

能大赛金牌的他，不再受制于户籍限制。他不仅拿

到了50万元的奖金，还享受到了“高技能人才直接

落户”的政策，多家知名企业向他抛来橄榄枝。

实际上，杨山巍的故事并不只是个例。据统

计，2017年上海65所中职学校总共毕业了5898名进

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他们的就业率为98.86%。而

上海全市中职毕业生中，超过85%的学生在本地直

接就业。

“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

中职学校的校长们，总是对市场需求最为敏

感的一群人。关注就业市场、关注企业需求似乎已

经内化为校长们的一项基本能力。

上海工程技术管理学校校长沈瑞华表示，过

去一段时间以来，中职生普遍面临着“就业率

高、社会认可度低”的问题，中职专业考分降低、生

源质量下降，但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调整，对高技

能、高素质人才的需求越来越旺盛。学校招进了资

质普通的学生，却要把学生培养成适应国家经济

转型的高素质人才。这道“难题”倒逼着中职学校

进行结构调整，“不能光说就业，还要提高学生就

业的含金量。”

近来，该校新设了10多个专业，以适应这种新

需求。比如大飞机制造专业、航天技术专业、舰艇

制造专业、现代农机维护专业等。每年，这所学校

会有30名毕业生进入大飞机集团工作，20多名毕业

生进入航天技术研究院工作，二十几名毕业生进

入光明集团工作。这些学生年薪基本可以达到7万
元左右，个别优秀学生还成长为舰艇研究院的领导

干部。到了每年6月，学校会举行集中招聘会。4天时

间，全校1000多名毕业生就被“全部抢完”。

职业教育的课程改革从“中国制造”走向“中

国创造”，是适应经济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

整，瞄准发达国家、瞄准世界先进水平的产业。国

际水平专业教学标准的开发与试点实施的主要目

的是，通过借鉴国际先进教育理念、经验，深化上

海职业教育课程与教学改革，推进建设具有中国

特色、世界水准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提高人才培

养质量。

记者 朱筱丽

据官方发布，2018年上海75所全日制普通中

等职业学校毕业生总数为29388人，就业率（含升

学）达98.75%，比2017年提高了0.38%。除中高、中本

贯通学生外，2018年中职校毕业生直接就业10896
人，直接就业率为46.12%，较往年有所下降。其中

约六成毕业生选择进一步深造。

六成学生继续升学

据悉，普通中专毕业生18307人，占毕业生总人

数的62.29%；职业学校毕业生8532人，占毕业生总

人数的29.03%；技工学校毕业生2549人，占毕业生

总人数的8.67%。

统计表明，除中高和中本贯通学生，中职毕

业生的直接就业率有所下降，学生升学意愿和

社会对技术技能人才的学历层次要求进一步增

强。总体上看，近几年来，中职毕业生的升学比例

逐年上升，从2013年的约四成增加至2018年的约六

成。2018年，升入高一级院校继续深造的共18122
人，其中升入本科院校占5.77%，升入高职专科院校

占91.04%，进入成人高校等其他方式占3.18%。

直接就业平均起薪3173元

直接就业人群绝大多数在沪就业，且主要集

中在第三产业。在直接就业人数中，从事第一产业

的毕业生数为47人，占直接就业学生的0.43%；从

事第二产业的为338 6人，占直接就业学生的

31.08%；从事第三产业的为7463人，占直接就业学

生的68.49%。与2017年相比，从事第二产业比例有

所下降，从事第三产业比例有所上升。

2018年中职毕业生平均起薪增长至3173
元（2017年为3105元），其中超过3001元的比例

为55.6 4%（处于30 01~50 0 0元区间的比例为

54.3%，5000元以上占1.34%），比上一年度的

50.04%增加了10.40%，2001-3000元的比例为

27.37%。

直接就业学生中，55.96%的学生认为所学专业与

就业情况比较对口，30.45%的学生认为基本对口。

为贯彻上海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部

署要求，中职专业设置持续推进布局调整，以期更

好地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2018年毕业生主要

分布在17个专业大类、132个专业，对应三大产业

和22个行业大类。毕业生人数居前五位的与2017
年一致，分别是财经商贸类、加工制造类、交通运

输类、信息技术类和医药卫生类，占毕业生总数

的70.92%。除体育与健身类就业率继续排名末尾

（84.00%）、资源环境类倒数第二（93.91%），其余专

业大类的就业率均在97%以上。

沪中职发展稳定 
技能人才迎来“春天” 

一批上海中职教育的课程

和教材走出国门，输出到

法国、荷兰等发达国家以及“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随着中职教育迎来“黄

金时代”，高技能人才也迎来了“春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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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2018年中职毕业生就业率98.75%  

六成选择继续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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