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后的教育会怎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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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对象是孩子，但最操心的是家长、政府和市场。孩子是未来，

所以教育是投资——现在投入，五到十年以后才有回报。今天的经济和社

会，是过去几十年教育的结果。 

在教育体系中，政府是体系的设定者和操盘手，市场只是辅助，家长

却有最终的选择权：体制内还是体制外？出国还是国内？课外辅导还是兴

趣培养？政府在设立教育体系时，通常包含三个目的：一是意识形态的把

控；二是建立与产业政策相配套的人才结构；三是进行经济调节，例如降

低失业率、促进阶层流动、人口增长等。 

所以，要想知道我们的教育会怎样发展，我们就得分析和预测政府的

设计，以及家长和市场的应对。这里我们不谈意识形态，产业政策和经济

发展对教育的影响是主线。 

家长在教育上的目的是多方面的，但最核心的是培养孩子成材。成材

通常要求一个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既具备书本知识，又习得实际能力。

由于家长们往往不知道也不擅长培养孩子的实际能力，就只好专注于可预

测、可量化的教育结果：升学。升学的最终目的实际并非学业本身，而是

希望在就业中获得竞争优势。由于名牌大学的学生找到好工作的概率大，

于是大家就都想进好大学；由于都想进好大学，大家就得进好高中，然后

是好中学，好小学，好幼儿园，以此类推。升学教育是一个链条，一环扣

一环，为了不拉下，家长就必须全力以赴，孩子也就不会轻松。 

根据北大财政所与西南财大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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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中国教育财政家庭调查结果》，“双减”政策出台前，全国中小

学生学科类校外培训参与率为 37.8%，参与率最高的地区超过 60%；上学

期间每周平均参加课外培训 5.4 小时；时间最长的省份超过每周 7 小时。

在义务教育阶段，家庭在校外的教育支出，达到家庭教育总支出的三分之

一左右。 

高考制度，由于其对人才考察的片面性，往往遭到人们的诟病。但从

目前中国教育的价值取向来看，公平性是首要原则。高考仍然是当前人才

选拔最为公平的手段。补习可以看成是一件针对高考为核心的教育体系的

套利行为：其目的并非为培养能力，而更是希望在高考这个零和博弈中获

得优势。 

这种补习套利，在中国古已有之。以古代科举制度为例，唐、宋、明、

清四朝的科举状元 371 人中，来自南方的状元占比 70%，远高于北方的

30%；而彼时南方的经济繁荣程度远高于北方；清朝 112 个状元中，仅来

自苏南浙北地区的状元就高达 52%；唐朝一朝 74 个状元中，出自显贵家

族的子弟有 69 人，寒门子弟仅有 5 人。古时没有遍布各地的普及型教培行

业，能请得起高价私塾的家庭自然有绝对的优势。随着教培行业的消失，

一个我们不得不担心的问题是会不会引起更大的社会不公、两极分化？ 

中国下一步的经济发展离不开产业升级，而产业升级又离不开教育的

配合。从整体上来看，中国的产业规划与德国类似，即注重工业和制造业，

相对弱化服务业。2020 年德国制造业对 GDP 的贡献约为 20%，其中中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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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含量的产业占制造业比重为 60%。德国的典型先进制造产业包括汽车

制造、航空航天装备制造、化学工业、电气电子制造业、机械设备制造、

高端医疗设备制造等。而中国从改革开放至今，几个大的阶段的产业政策，

基本都是以发展工业和制造业为重心，不断迭代升级的。从 2012 年至今，

政府陆续提出了一系列“制造业升级”的政策，如“调结构”、“去产能”、

“中国制造 2025”、“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

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三大转变”。 

在“中国制造 2025”中，特别提出了欲重点发展的十大产业领域，包

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天装备、海洋工

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电力装备、

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这些产业大都属于先进

制造业的范畴。 

教育如何来配合聚焦先进制造的产业政策？德国的教育体系是一个很

好的借鉴。简单地讲，德国的人才培养体系是非常清楚地认识到“应用型”

人才和“学术型”在本质上的区别，以及二者在先进制造工业体系中的重

要性。不仅搞发明创造的科学家重要，把发明创造转化为产品的工程师、

技术员同样缺一不可，而且需求量巨大。研究型大学是培养学术型人才最

好的场所，而企业却是培养应用型人才最为关键的要素。 

德国培养应用型人才的教育体制叫“双元制”，即由企业和学校双重

主体联合培养适应企业技术需求的应用型人才。德国的教育体系，默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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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禀赋天生有所不同，人应该各尽其职。因此德国的学生，通常在小学毕

业后，就会陆续据其禀赋和意愿被分流到应用型和学术型两种继续深造的

道路。完成初中阶段的学业后，会有相当一部分的学生流向“双元制”的

教育体系，进行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学习。 

德国“双元制”的一大特点是企业在双元结构下具有主导地位。企业

开放学徒培训岗位，目的就是为企业培养定向人才；而学校是为企业的人

才培养需求服务的。以双元制申请流程为例，适龄青年如果想接受双元制

教育，必须首先寻找愿意提供培训的企业，获得培训位置后，与企业签订

合同，之后再到相应的职业学校登记入学。“双元制”学习期间，学生通

常会花 70%的时间在企业进行实践性的学习，30%的时间在学校进行理论

性学习。学生接受“双元制”教育期间的学费，由企业以发放实习工资的

形式负担 70%左右，学校（政府）和个人承担剩余的 30%左右。在这样的

体制下，学生完成学制并通过由德国行业协会组织的全国统一考试后，就

可以成为企业的正式员工。 

中国目前的教育体系，形式上与德国类似，也分为普通教育和职业教

育两套并行体系；中国教育体系中的中专和大专教育，可以类比成德国的

中级和高级职教。但与德国相比，中国能够满足先进制造业发展需求的技

术人才却十分稀缺。德国劳动力中，获得职业教育学历的人才比例一共为

60%，其中接受过双元制教育的职业人才比例高达 50%；德国大学本科学

历获得者占劳动力比例为 13%。而在中国 2020 年新增的劳动力人口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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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中专和大专教育的人才总比例不足 50%，本科学历获得者却高达 27%。

中国的本科教育以“学术性”教育为主，问题是，中国究竟需不需要这么

多的本科“学术型”学生？根据《2019 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2018 届

本科毕业生 “受雇工作”的比例仅为 73.6%，低于高职高专毕业生 10 个

百分点左右。而 2020 年《美团骑手就业报告》显示，2020 年上半年 295

万美团骑手中，本科生占骑手总量的比例竞达到了 24.7%，这说明很多大

学毕业生选择转行做送外卖这样几乎无门槛的工作，这是对教育资源和人

才资源极大的浪费。 

所以，如果我们想提高人才培养的效率，把这些“学无所用”的大学

本科生转化为“大有作为”的先进制造人才，德国的“双元制”是一个很

好的借鉴。但向德国模式学习，并非易事，必须做到以下三点： 

第一，职业教育应该从政府为主导转化为企业为主导。从德国的双元

制我们可以看到，应用型人才培养的最终目的是人才为企业所“用”，因

此德国的职教机制中涉及的主体既包含政府和学校，也包含企业和社会；

在这几个角色的关系中，企业担任着主导的角色，企业提出用人需求并提

供培训，学校、政府和社会为其提供匹配的服务。这是一种“以企业需求

为中心”的人才培养制度。相对地，中国的职业教育是以政府开办的职业

学校为主体而进行的，企业等社会力量在职业教育中的参与十分有限。学

校教育与产业需求割裂，学校的社会化程度低下，导致中国的职业教育质

量低下成为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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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在学术型教育和应用型教育之间应该有自由公平的转化机制。

中国目前的“学术”与“应用“分流机制，主要是通过中考和高考等单一

的考试方式决定，缺乏互通的桥梁机制。换句话说，一旦学生进入职业教

育轨道，未来就很难通过努力转换到学术教育体系。这种对学生的发展道

路“一锤定音”的分流方式，会让家长和学生尽其所能利用”考试套利

“去避免走上职业教育的道路。而德国的学生在“应用”和“学术”教育

体系之间是有切换通道的，学生在分流后也并非必须“一条路走到黑“，

在选择上具有一定的灵活性。有了这种灵活的转化机制，学生和家长就不

会产生道路“锁死”的恐惧，而能从实际出发，最大程度上做到因材施教。 

第三，“双元制”的有效运转，不仅有赖企业和学校的合作，还特别

依靠政府和行会提供的支持和监督。德国的双元制体系，得益于一整套由

政府和行业商会共同履责的管理监督机制：联邦政府下的教育部门主要负

责立法、资助、制定政策；州职业教育委员会与下属地区委员会参与职业

学校的管理与协调；地区行业协会则组织实施监督双元教育落地的种种事

宜。德国的各行业协会在监督企业实施教育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

们监管的内容包括“认定教育企业资质”、“审查管理教育合同”、“组

织实施结业考试”、“调节仲裁教育纠纷“等一系列具体事务。中国的职

业教育法体系尚不完善，政府监督不到位，对于试行“校企合作”的企业

和学校行为都不具备真正的约束力，常有学生利益受到蒙骗侵害的现象。

职业教育的成功在于学生能够获得高质量的教育培训，成为就业市场真正

需要的人才。因此建立一套保护学生利益的法律、法规、监督体系，是发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4283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