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  

研究参考  

  

第 5 号（总 262 号）                        2024 年 12 月 23 日    

 

职业教育如何缓解就业市场难题 

——读《偶有失调的系统：劳动力市场与职业教育》有感 

 

 

内容摘要： 

职业教育作为高技能人才的重要供给渠道之一，要与劳动力

市场的需求紧密对接。国际上，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被认为是市

场需求和教育培训紧密结合的典范。然而这种互动目前面临重大

挑战。本文通过分享对德国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最新文章的阅读

心得，从劳动力市场需求和职业教育供给两端分析了德国职业教

育人才错配的问题，并探讨了职业教育应如何调整以适应市场需

求，缓解供需矛盾。德国职业教育体系面临的问题及调整策略，为

我国职业教育体系更好地适应市场需求并完善自身建设提供了有

益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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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教育如何缓解就业市场难题 

——读《偶有失调的系统：劳动力市场与职业教育》1有感 

 

国际上，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被认为是市场需求和教育培训紧密

结合的典范。在数字化、脱碳、去全球化时代，市场对岗位的要求因

技术变革而不断变化，职业教育与劳动力市场的互动面临着重大挑战。

德国联邦职业教育研究所近期发布文章《偶有失调的系统：劳动力市

场与职业教育》，一针见血地指出德国职业教育人才供需错配问题日

益严重的原因是劳动力市场要求不断提高以及职业教育吸引力降低，

并探讨了职业教育应如何调整以满足市场需求，缓解供求矛盾。德国

职业教育体系面临的问题及调整策略，为我国职业教育体系更好地适

应市场需求并完善自身建设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一、论文主要内容 

（一）德国劳动力市场对专业和技能的要求不断变化且提高，是

高技能人才市场供需差距扩大的原因之一。 

德国劳动力市场和职业研究所（IAB）报告最新数据显示，2022

年职业教育有超过 13%培训名额没有被使用，创过去 30 年纪录。同

时，无法填补培训空缺的公司数量迅猛增加至 2009 年的 2.8 倍。这

些现象表明德国职业教育体系与市场需求之间的匹配问题已经不容

忽视。作者指出，匹配问题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劳动力市场在经济转型

过程中对专业和技能要求的不断变化和提高。 

近几十年来，德国就业市场不断扩张。2000 年德国有 3980 万人

在职，2022 年这一数字上升到 4550 万，增长了 14.3%。未来受产业

升级等因素的驱动，到 2040 年可能会有 360 万工作岗位流失，但作

                                                        
1 《偶有失调的系统：劳动力市场与职业教育》（The labour market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 

systems which do not always correspond）为德国联邦职业教育与培训研究所 2024 年 9 月发布的文章，作者

是卢茨·贝尔曼（Lutz Bellmann）和罗伯特·赫尔姆里奇（Robert Helmrich）。卢茨·贝尔曼（Lutz 

Bellmann），托伦尼古拉斯-哥白尼大学教授、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名誉教授、纽伦堡就业研究所的机构与

就业研究部前主任。罗伯特·赫尔姆里奇（Robert Helmrich），联邦培训署教授、系主任，波恩大学社会学

系名誉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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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判断劳动力市场同时会创造出类似数量的新岗位，因此未来就业规

模不会出现大范围缩减。相比于旧岗位，新岗位在专业方向上将向经

济转型过程急需的职业转型，如空调系统的节能减排技工岗等，岗位

要求将向更娴熟的专业知识和更好的沟通技能转变，这两个方向均会

导致高技能人才需求的进一步扩张。目前的职业教育培训中并没有很

好地体现向这两个方向转变，因此如果不加以解决，在更长远的经济

发展周期中，新岗位新职业的供需失衡情况将会更加严重。 

（二）德国职业教育体系中企业和学生参与意愿双重降低，面临

吸引力下降的困境。 

近年来德国参与职业教育体系的人数明显减少，技术工人培养数

量在下降。文章数据显示，2022 年职业教育校外培训名额与需求人数

相比 2009 年分别下降了 6.5%和 17.9%，且培训名额自 1995 年来首

次超过需求数。校内职业教育课程的入学人数相比于 2010 年略有增

加，但没有恢复到疫情前水平。 

作者指出，职业教育体系越来越难以填补劳动力市场缺口的自身

原因在于职业教育吸引力大大降低，这体现在学生和企业两个方面。

首先在学生端，职业教育体系的吸引力降低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如缺

乏职业规划、职业规划不当以及更容易进入高等院校等。与此同时，

培训合同解除率上升、就业前景不明朗、完成培训后的收入预期受挫

以及社会对高等院校认可度更高都加剧了低参与度的问题。其次在企

业端，尽管劳动力市场需要人才接受“四 D”（数字化、去碳化、去

全球化和人口结构调整）相关战略培训，但是紧跟市场开发设计相关

培训内容耗时耗力，因此只有少数大型企业负担得起，广大中小企业

通常没有动力也没有能力这样做。同时，培训的内容及实际效果有一

定滞后性，培训的效果难以保障，组织培训的性价比不高。因此面对

劳动力市场的新需求，相比于扩大投入，企业更倾向于选择控制自身

参与规模，甚至考虑退出职业教育培训体系。 

作者认为，如果不能成功挽留学生和企业继续留在双元制职业教

育体系，目前已达到创纪录水平的培训空位和未填补的技术工人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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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量将继续上升，从而对劳动力市场和经济发展造成更加消极影响。 

（三）作者的建议 

面对目前德国职业教育发展的挑战，作者在文末提出了两条针对

性建议。一是采用模块化结构的培训课程，在减轻企业培训成本、方

便管理的同时提升培训的透明度和接受度，便于学生学习。此外，统

一的模块化课程也有利于国家管理和审核，其认证结果在欧洲层面

（欧洲资格框架和欧洲学分制）也易于流通。二是为移民群体制定技

术工人培训方案，来弥补本国劳动力供应不足。随着德国移民群体数

量扩张，移民群体已成为德国劳动力市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且目前游

离于德国培训体系之外，为这一群体开辟中期和长期的就业为导向的

二次培训机会将是务实之举。 

二、心得体会 

（一）职业教育作为与就业紧密相关的类型教育，必须跟上劳动

力市场需求变化。 

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体系多年来被誉为职业教育的理想模式，正

是因为其人才培养与劳动力市场需求的对接较为顺畅，历史上对德国

劳动力市场错配问题成功起到了润滑剂的作用。中国职业教育体系同

样面临与劳动力市场的匹配问题，在国内产业升级、技术迭代和经济

发展节奏放缓的新周期下，职业教育需要及时调整课程设置和教学内

容，以快速响应市场变化，适应产业升级和技术变革带来的新要求。

上文中提到的探索开发全国统一的模块化课程体系可能是其中一种

解决思路，模块化课程优点在于可以使学生能够根据自己的职业规划

和市场需求选择课程，方便流转认证，同时也方便政府统一管理和审

核。缺点在于，随着行业和技术的快速发展，模块化课程需要频繁更

新以保持其相关性，这会增加课程开发和维护的成本。 

（二）重视高素质技能人才的培养，加强技术技能水平在学校人

才培养过程中的重要性，同时强调对非认知能力的培养。 

当前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发展与德国有诸多相似之处。首先是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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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与产业结构发展及人口结构调整的影响，原有互联网、教育和房地

产公司招聘规模缩减，新能源汽车、半导体等先进制造业用人需求增

加，新质产业岗位不断涌现，市场需求的变化对人才的专业技能水平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职业院校应重视技术技能课程，通过增加其课时

占比、提高技能考核要求，增强实习实践质量等方式提高学生的技能

水平。同时，科技革命的快速发展增加了对工作岗位“非认知技能”

和“复杂认知技能”的需求。职业教育在重视技能训练的同时，还应

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创新能力、解决问题的

能力以及终身学习能力，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适应未来劳

动市场的需求。 

（三）多途径增强职业教育对学生和企业的吸引力。 

从学生端来看，可以通过改善校园文化氛围，提高实习实训质量，

健全职业教育贯通衔接培养等措施，增强对生源的吸引力。从企业端

来看，可以通过积极吸纳企业参与课程开发、定期进行市场调研等方

式了解行业发展趋势和人才需求变化，及时调整课程大纲，确保职业

教育的课程内容紧跟市场需求，教学内容与实际工作内容无缝对接。

可以通过产业学院、企业大学等形式，将产业发展需求转化为教育内

容，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深度融合。此外，鼓励企业为职业院校

提供线下职业指导、职业介绍、技能培训等就业支持服务，相关成本

通过税收优惠等措施进行减免，增强企业参与积极性。提升职业教育

吸引力的根本解决之策是改善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可度，为职业教育体

系培养的学生提供更好的就业前景和收入预期。 

（四）大力发展非学历职业教育，加大对灵活就业群体的职后培

训，满足其未来技能提升、职业转向需求。 

目前我国灵活就业群体约达到 2 亿人，其中快递员、外卖骑手等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约有 8400 万人，因其入职门槛低、薪资报酬相对

较高的特点，短期内吸收了大量青年劳动力，甚至部分高学历青年劳

动力。尽管灵活就业有助于暂时缓解就业压力，但长期看这一群体缺

乏技能提升、职业发展路径规划，未来将随时面临被劳动力市场淘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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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风险。职业教育除了满足学历教育，还应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

度，加强公共实训基地建设，大力发展对灵活就业群体的职后培训，

为这一群体根据个人爱好和市场需求改变职业路径提供方便，推动建

设技能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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