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以】〕年将有 3亿多农村剩余劳动

力需要转移
。

这种形势对农村职

业教育形成了严峻的挑战
。

但农

村职业教育又无力应付这种挑

战
,

培养出来的学生既不能就业

(根本不具备就业能力 )
,

又不能

升学
。

于是
,

人们就叫它
“

失业教

育
” 。

这种职业教育解决不 了
“

吃

饭
”

问题
,

农民谁还会送子女上职

业学校? 这种
“
正规

”

的职业教育

在农村已经奄奄一息
,

而非正规

的职业教育
,

如科技培训却开始

火爆起来
。

在
“
星火计划

”

推动下
,

农民掀起了学习科技热
,

把这种

以科技培训为主体的职业教育纳

人了农村共同体 (肠阴
翻苗y)t 中

,

这种学用结合
、

立杆见影的职业

教育无疑是农村职业教育改革与

发展的一条出路
。

它不但能解决

农民的
“
吃饭

”

问题
,

而且还能使

农民致富
。

农民有饭吃了
,

就开始

讲贡献了
,

黄炎培等人制定的职

业教育宗旨不就实现了吗
。

但是
,

与这种现象相反的是隶属于二级

教育的职业学校还在农村地区苦

苦支撑着
,

由于不能解决
“
吃饭

”

问题
,

落得个门庭冷落不说
,

县乡

政府和民众还要支付维持它的经

费
。

正如有的校长无奈地说
:

受着

公家的律禄
,

维持不死不活的现

状实在是问心有愧呀
。

从我国现代城市的发展来看
,

职业教育的贡献集中反映在两个

方面
,

一是缓解了升人高中和大学

的压力
,

分流了 印%曰 0% 的学

生 ; 二是培养出大批的技术工人
,

在推动第二产业
、

发展第三产业上

功不可没
。

众所周知
,

70 年代以来
,

上 海的工商业一直在全国处于领

先的水平
,

上海的产品最过硬
,

上

海的经济负担着 全国 1/ 6 的税收

任务
,

用上海人的话来说
,

这应归

功于上海有一个完备的职业技术

教育体系
,

能够培养出一流的技术

工人
。

但是现在
,

上海的产业结构

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

知识经济提前

在上海登陆了
。

信息产业和高新技

术产业的推动
,

传统产业已经不能

适应这一形势了
,

这就使原来的技

术工人纷纷下岗
,

受过高等教育的

人才如潮般地流向上海
,

还没有发

育成熟的劳动力市场
,

一开张就将

低学历者 (大专以下 )或无学历的

技术人才拒之门外
,

同时
,

为高学

历人才提供了广阔的就业前景
。

当

然
,

他们深知中国的高等教育是精

英教育 ( 占适龄上 大学 群体 的

3
.

5% )
,

就是对这些精英全敞开

门
,

也恐怕难以网罗全
。

于是有人

说道
:
上海如此之大的劳动力市场

(据说有五大劳动力市场
:
人才市

场
、

人力市场
、

劳务市场
、

职业介绍

所
、

保姆市场
,

现在又出现了媒体

市场和网络市场 )
,

却是大肚子小

嘴巴
,

是为大学毕业生开的
。

从现

在的任何一家市场来看
,

都要求学

历
。

能提供好职位的也就是
“

好饭

碗
”

的是人才市场
,

这个市场对职

业教育是关闭的
,

除非是高等职业

教育
,

但上海的高等职业教育却并

没有跟上经济发展的脚步
,

个中原

因颇为复杂
。

原来
,

隶属二级教育的职业

教育都是与企事业单位联办的
,

学生基本都能解决
“

吃饭
”

问题
,

但是现在
,

上海产业结构的调整

使大部分的联办单位都解约 了
,

职业教育直接面 向了人力市场
。

学生在人力市场中即使能找到工

作
,

但很难做到
“
人事相适

” ,

大部

分人都是学非所用
,

从事非技术

性的工作占多数
。

如果不再学 习

的话
,

他们很可能就是三年或者

五年 以后的下 岗人 员
,

难怪职业

学校的学生都说
“

我们是吃青春

饭的
” 。

调查中我们还发现
,

有许

多职中学生一边上职中
,

一边还

上着高复
。

由于精力分散
,

究竟能

有多少职中毕业的学生会考上大

学 ?结果大学没考上
,

专业技术也

没学好
。

没有一技之长的职校生

是不能解决
“

吃饭
”

问题的
。

从二级教育中的职业教育与

劳动力市场的相互作用来分析
,

职业教育永远是被动地迎合劳动

力市场的变化
。

从劳动力市场获

得的最新信息
,

起码要用 1年的

时间做出反应
,

包括专业
、

课程
、

师资
、

设备等的调整
,

用 2一 3年

的时间将
“

产品
”

推向市场
,

其实

已经过时了
。

用人单位的技术变

化或革新的速度越来越快
,

职业

教育与用人单位基本是分离的
,

两者很难合拍
,

这就使职业教育

不能解决人的
“
吃饭

”
问题

。

怎样

解决这个问题? 而且还能为城市

经济发展增进生产能力 ? 我认为
,

应将二级教育中的职业教育交给

大企业或联合企业去办
,

即纳人

产业共同体中
。

实践证明
,

用创办

正规学校的方式进行这样的培训

是昂贵的
。

通常情况下
,

在职业学

校培训一名技术工人
,

就意味着

今一 5 名有发展潜力的学生将丧失

享受普通教育的机会
。

再说
,

职业

教育缺乏合格的教师
,

对市场专

业技术的需求是难以预测的
。

而

大型的公共和联营企业或私人企

业里则有能力既好又省地承担这

种培训
。

所以
,

现在应将其有限的

资源用 于发展基础教育和高等教

育
,

使我国的高等教育能从精英

走 向大众化
,

实现人人在受教育

和社会发展的机会面前平等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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