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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少數民族地區要實現經濟社會的現代轉型，關鍵是當地少數民族有

能力進入現代職業體系，而達成這一目標的基礎之一是獲得良好的職業教

育。民族地區的職教近些年獲得了蓬勃發展，國家對民族地區職教的投入力

度非常大，在人才培養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民辦職教也在持續發展，

呈現出公辦職教與民辦職教齊頭並進的局面。特別是藏族地區（本文中指西藏

自治區和涉藏地區）的民辦職教領域，過去幾十年進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創新

性探索，具有很強的內生性、引領性和啟發性價值，但目前還很少受到學術

界關注，十分值得從基礎案例入手進行實踐經驗總結，並提出理論性思考。

一　中國民族地區職教的重要意義與背景

二十世紀70年代末以後，中國民族地區的職教開始逐步得到發展。進入

新世紀以後，隨着西部大開發等戰略的實施，民族地區經濟快速發展，對職

業技能人才的需求不斷增長，國家對民族地區職教的重視程度也愈來愈高。

早在2000年，國家民族事務委員會和教育部就在重慶聯合召開了全國民族地區 

職業教育經驗交流會，提出要研究職教和經濟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要積極

扶持和幫助職教發展。當年，全國民族自治地方已有各類職業學校1,959所，

在校生約104萬人1。職教為民族地區的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最基礎的人力資

源支撐。

當前，中國進入全面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新階段，民族地區職教具有的

重要意義更加凸顯。首先，通過發展高質量的職教，可以促進少數民族青年

一代的發展能力提升和人力資本增值，從而在就業市場中獲得更好的競爭位

置，有效緩解民族地區青年的就業壓力。由於過去針對少數民族的計劃生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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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更為寬鬆，相對於漢族聚居地區，民族地區人口年齡結構更年輕，青年

人口比例高，每年新增勞動力多，廣大少數民族青年往往面臨難以有效就業

的局面。隨着民族地區公職崗位的逐漸飽和，每年能吸納的大學畢業生已十

分有限，少數民族畢業生就業壓力愈來愈大，在藏族地區尤為凸顯。在此情

況下，發展高水平的職教，讓青年獲得一技之長，擁有在勞動力市場立足的

人力資本，是改善就業的根本出路。從需求端看，根據2021年西藏自治區人

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人社廳）發布的全區高校畢業生就業崗位需求計劃，是

年該區共有約6.9萬個崗位需求，其中區內外民營企業崗位需求居多數，合佔

64%2。從供給端看，西藏主要通過區內的普通高中及區外由東、中部省市開

辦的內地高中班，再到大學錄取的渠道培養人才，職教並不大受家長和學生

歡迎。儘管西藏公職單位的就業吸納能力趨於飽和，但當地大學生仍去爭搶

十分有限的崗位，形成就業擁堵；相反，能夠支持各類產業發展的專門性職

業技能人才不足，造成人才培養結構與實際需求結構不匹配，就業壓力持續

加大，形成青年人就業與地方經濟發展的雙重挑戰。歸根結底，是由於職教

的優勢尚未充分發揮出來。

其次，面向基層的職教，可以有效培養實用型技能人才，滿足民族地區

城鄉社區公共服務和產業發展領域的人才需求。民族地區基層的醫療、教育

等領域人才一直嚴重不足。以藏族地區為例，基層醫療、教育人才短缺是個

長期問題，特別是在鄉村幼兒園和小學、鄉鎮衞生院等機構最為突出。西藏

本身的社會經濟條件都較為艱苦，且內部各地市發展差異很大，目前西藏仍

有將近63%的人口居住在鄉村3。在一些偏遠閉塞的農牧區，事實上對高層

次專業人才需求並不大，相反公共事業和鄉村發展領域對一般實用型人才需

求旺盛，但培養這些人才的中等職教並不發達，效果也還不夠理想，供給嚴

重不足。這種人才培養和基層實際需求之間的脫節，影響了民族地區經濟社

會的高質量發展和鄉村振興的實現，但也給民辦職教的發展提供了巨大空間。

再次，良好的職教有助於促進少數民族青年群體的社會流動，提升其跨

越社會階層的能力，從而促進民族地區社會的良性發展和現代轉型。社會流

動是社會結構良性發展的標誌，是維繫社會穩定的根基。優良的職教，特別

是靈活多樣的民間職教，能夠瞄準當地社會的人才需求痛點，將教育和就業

更緊密結合，為少數民族青年提供更多元的職業發展機會。其中一部分青年

接受職教後，依託民族地區的特色資源積極開展創新創業、發展新型經濟，

可見良好的職教為基層青年開拓了更多就業和社會流動的渠道，也為少數民

族青年創業者發揮才能和實現人生價值提供了新的舞台。

最後，有效的職教可以增強少數民族的跨地域流動性，擴展就業半徑，

增加不同民族人員之間的互動機會，促進民族間的彼此了解和交融。實現各

民族共同走向社會主義現代化是國家提出的戰略目標，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

意識是民族工作的主線4。要實現這些目標，就需要將職教、發展實踐與各

民族交往交流交融過程深度融合，成為一體。隨着藏族地區人口受教育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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