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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目录及图表目录

职业教育（vocationaleducation）是指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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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养应用人才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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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腾飞，职
业教育蓬勃发展。尤其是进入新世纪，党中央、国务院加快推进现代职业教育发展，取得了
历史性突破。最重要的标志就是，建立起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职业教育体系框架。在学校体系
方面，培养规模持续扩大，2015年，全国有中职学校1万多所，在校生1800多万人；高职院
校1200多所，在校生1000多万人。“十二五”时期，各级各类职业学校累计为社会输送了近5
000万名毕业生，开展各类培训上亿人次，职业教育市场空间较大。
我国职业人才缺口较大，市场供需不平衡。目前很多企业对人才的需求量，集中在技能型人
才上，另有统计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专业技术人才缺口达到1826万人-2795万人。在此
背景下，中央财政从2005年开始逐年持续加大对于中等职业教育领域的投资与财政支持，
计划每年拿出100亿元用于职业教育的基础能力建设，同时，国家还计划建立健全中等职业
学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每年拿出近180亿元，用于资助中等职业学校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
2015年职业教育收入4536亿元，2016年收入规模约为4791亿元，同比增长5.62%，受政策
推动与需求提升双因素驱动，未来五年职业教育的收入保持快速增长，预计2022年收入达1
1849亿元。
职业教育体系可分为学历教育和非学历教育（职业培训）。其中职业学历教育平行于普通教
育体系中的初高中及本科教育，以培养具备实际应用能力的专业技能人才为目标，培养周期
长，体系化程度高，但受众有限（仅为职业学校在校生）。职业培训以面向个人的职业技能
培训和职业资格培训为主，同时包括面向企业的管理培训、员工内训等项目，其特点是目标
集中、周期短，标准化与定制化兼备，且受众广泛。
我国职业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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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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非学历教育迎来高增长

当前我国经济增速回落，产业用人需求趋弱。但同时高校毕业生人数稳步攀升，2010 年至
2014 年，毕业生人数由 631 万人增至 749 万人，CAGR 为 3.5%，就业压力逐年增大。另
外留学回国人员数量近年来增速较快，从 2009 年的 10.8 万人增加到 2015 年的 40.9
万人， CAGR 高达
24.8%，海归人数的高速增长进一步加剧了国内就业市场，尤其是高端人才市场
的竞争压力。
留学回国人数持续攀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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