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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报告简介

华经情报网发布的《2017-2022年中国职业教育行业市场运营态势及投资前景预测报告》涵
盖行业最新数据，市场热点，政策规划，竞争情报，市场前景预测，投资策略等内容。更辅
以大量直观的图表帮助本行业企业准确把握行业发展态势、市场商机动向、正确制定企业竞
争战略和投资策略。本报告依据国家统计局、海关总署和国家信息中心等渠道发布的权威数
据，以及我中心对本行业的实地调研，结合了行业所处的环境，从理论到实践、从宏观到微
观等多个角度进行市场调研分析。

官网地址：https://www.huaon.com//detail/308397.html

报告价格：电子版: 9000元    纸介版：9000元    电子和纸介版: 9200元

订购电话: 400-700-0142 010-80392465

电子邮箱: kf@huaon.com

联 系 人: 刘老师

特别说明：本PDF目录为计算机程序生成，格式美观性可能有欠缺；实际报告排版规则、美
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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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2005 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以就业为导向，提高职
业院校办学水平和质量，提高广大农民的职业技能和转移就业能力。2014 年 6
月，教育部等六部门印发《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 年）》，鼓
励企业去办或参与举办职业院校，提出到 2020 年大中型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 学的比例达到
80%以上的目标。2015 年 11 月，习近平对《中共中央关于制定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五个规划的建议》作出说明，强调建立现代职业教 育体系。针
对目前教育方面的法律修订，预计今后政策将聚焦在民办化程度较高的职业教育领域。

职业教育包括学历教育部分和非学历教育部分。根据《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建设规划（2014-2020 年）》，至 2020 年，学历职业教育（中等职业教育、专
科职业教育）在校生将达到 3830 万人，其中中等职业教育 2350 万人，专科职业教育 1480
万人，而非学历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参与人次将达到 3.5 亿人次。
以中等职业教育人均年费用 3000 元，高等职业教育人均年费用 5000 元，非学
历职业培训人次费用 1750 元计算，2020 年职业教育市场规模将达到 2350 万 人*3000
元/年+1480 万人*5000 元/年+35000 万人次*1750/人次=7570 亿元。
这部分人群对培训的需求为人才招录培训和资格认证培训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容 量空间。
职业教育分类

2012,2015,2020 各类职业教育在校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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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报告目录：
 
第一章 职业教育行业相关概述 16
第一节 职业教育的概念及特点 16
一、职业教育的定义 16
二、职业教育的特色 16
三、职业教育是中国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20
第二节 职业教育的实质与内涵的认识 20
一、职业教育类型与层次的关系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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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供给与需求的思考 24
三、培训和教育的关系 29
四、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辨析 32
 
第二章 中国职业教育行业发展环境分析 37
第一节 宏观经济环境 37
一、2015年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状况 37
二、2016年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预测 39
第二节 行业环境 40
一、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能力日益显现 40
二、高等职业教育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力量 41
三、中国高等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多元使命 42

从需求人群规模来看，人才招录培训的主要消费人群包括非学历职业教育人群和普通高等
教育毕业生。非学历职业教育人群规模巨大，潜在需求强劲；普通高等教育毕业生是包括大
专及以上学历的人群，2001 年至 2016 年我国新增大专及以上学历毕业生人数总计已超过
8000 万人。各类人才招录培训市场潜在需求人群数量庞大，市场发展空间巨大。
2001-2016 全国高等教育毕业生人数（万人）

从就业方向来看，由于复杂的就业形势，许多高校毕业生和其他高学历
人才就业或寻求工作岗位调整时将更多的把目光放在工作条件相对优越的国家
行政和事业编制内的岗位，参加各类人才招录考试，继而为人才招录培训提供
充足的生源。
2005-2016 国家公务员招录人数

2005-2015 国家公务员参考人数和录取比例

四、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要服务新农村建设 43
五、2015年人大代表建议进一步完善职业教育体系 44
六、2015年《国家中长期教育和改革发展规划纲要》中关于职业教育摆的解读 45
第三节 就业形势分析 47
一、2015年中国总体就业状况 47
二、2015年中国就业形势分析 47
三、2015年中国就业计划指标情况 48
四、2015年中国就业完成计划指标的政策措施 49
第四节 金融危机对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启示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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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与金融危机对职业教育冲击 54
二、我国的出口贸易结构的特点 56
三、产业结构转型下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方向 58
第五节 产业结构调整背景下职业教育面临的机遇及策略 60
一、我国产业结构的现状及调整趋势 60
二、产业结构调整背景下职业教育面临的机遇分析 61
三、产业结构调整背景下职业教育发展的应对策略 64
 
第三章 国外职业教育发展分析 67
第一节 世界职业教育的发展概况及启示 67
一、世界职业教育发展历程 67
二、国外职业教育发展关键成功要素的借鉴 69
三、发达国家农村职业教育的质量保障及启示 72
四、国际经验对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的启示 78
第二节 美国 80
一、美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特点 80
二、美国职业教育范式的转换及启示 81
三、从“帕金斯法案四”看美国职业教育的改革 89
四、美国联邦职业技术教育法律的监督机制 90
第三节 德国 98
一、德国职业教育的法制体系 98
二、德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新动向 101
三、德国职业教育技能培养模式及启示 102
四、德国职业教育学习领域课程理论及其对我国的启示 106
第四节 澳大利亚 112
一、澳大利亚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发展的综述 112
二、澳大利亚职业教育发展的变化趋势 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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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澳大利亚成人职业教育的特点与启示 125
第五节 其他国家 129
一、韩国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及对中国的启示 129
二、奥地利职业教育的持色 132
三、瑞士职业教育的特点与趋向 137
四、挪威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143
五、瑞典高中职业教育改革的新动向 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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