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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30日，福建航运学校的官方微信号
发表了一篇名为《我校学历招生再创新高》
的文章，其中如此写道。

这篇文章中写道，所谓的形势严峻，是
指福建省今年“初中毕业生升学高中与中职
的生源比例由原来的5.5∶4.5调整为7∶3，各
中职校招生难度远高于历年”。

9月9日至10日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提
出，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
系。中等职业教育的定位发生了变化。教
育部部长怀进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以及在

《学习时报》发表的署名文章中都指出，举办
“少而精”的中等职业教育。

“少而精”，意味着中职学校将招生渐
少。教育部数据显示，2023年，我国高中阶
段教育招生的普职比约6.8∶3.2。

从这个学期开始，福建、浙江、江苏等以
往普职分流较苛刻的地区，均大幅放宽了普
职比。进入“后普职分流”时代的中职教育，
将走向何方？

“一升一降”的分化趋势
“少而精”中的“少”，其实早已成为中职

教育的趋势。
我国高中阶段教育分为普通高中和中

职教育。从在校生人数上看，2023年，全国
高中阶段教育在校生 4102.09 万人，其中中
等职业教育（不含人社部门管理的技工学
校，下同）占比约31.7%，已不足三分之一。

从招生人数上看，2023 年，全国高中阶
段教育招生1421.84万人，普职比为6.8∶3.2，
其中普通高中招生 967.8 万人，同比增长
2.14% ，中 职 招 生 454.04 万 人 ，同 比 减 少
6.34%。

从学校数量来看，2023 年，全国高中阶
段教育学校共有学校2.25万所，其中普通高
中学校1.54万所，比上年增加355所，中职学
校7085所，比上年减少116所。

普通高中与中职教育“一升一降”的分
化趋势由此体现得格外明显。

纵向对比中职教育，也可以发现持续下
降的趋势。

从招生人数上看，《中华人民共和国职
业教育法》2022年进行修订，将“实施以初中
后为重点的不同阶段的教育分流”这一表述
改为“统筹推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协调发
展”。2023年，中职教育招生人数和在校生
人数均出现拐点，相比上年双双下降，并结
束了此前持续增长的趋势。

从学校数量上看，2023年全国中职学校
共 7085 所，比上年减少 116 所，比 2019 年减
少601所。

综合高中挤压中职招生
到了今年，中职教育“少而精”中“少”的

趋势更明显了。
在全国层面，普职比其实早已不再硬性

维持5∶5的比例，但仍有个别地区要求较为
苛刻。到了今年秋季，这些地区的普职分流
也放宽了。

福建航运学校所在的福州市，2023年的
普通高中最低投档控制线是按全市中考考
生数前 55.2%的最低中考成绩划定，也就是
说，普通高中的招生计划占全部的55.2%，即
普职比约5.5∶4.5。到了2024年，普通高中最
低投档控制线改为按全市中考考生数前70%
的最低中考成绩划定，即普职比约7∶3。

在宁波市北仑区，2023年普通高中招生
计划为2960人，普职比约5.4∶4.6。到了2024
年，普通高中招生计划增至3729人，中职招
生计划则骤减1195人，普职比约7.4∶3.6。

在江苏省无锡市，2024年普通高中招生
计划的占比达到65.03%，比上年提高了5.01
个百分点。

“中考对青少年的学业发展是非常重要
的分水岭，所以在‘普职分流’压力下，家长
的焦虑是可想而知的。”暨南大学经济与社
会研究院讲座教授韩嘉玲告诉记者。放宽
普职分流比例，被认为有助于缓解社会教育
焦虑。

中职学校的招生受到了普通高中和新
兴的综合高中的挤压。在宁波市北仑区，北
仑中学、柴桥中学、大榭中学等普通高中招
生计划大增，承担了主要的新增学位责任。
在福州市，今年开始在部分公办中职学校探
索设置综合高中班试点，学生入学后，原则
上全部注册为普通高中学籍。

上海市民办教育协会常务副会长胡卫

等人今年6月撰文指出，由于事实上存在的
普职分流变普职分层问题，进一步扩大普高
招生规模、提高普职比也难以缓解人民群众
的普职分流焦虑。而从经济发达地区的人
才需求看，对中等职业教育技术人才的需求
量很小。应积极推动普通高中、中职学校

“双向奔赴”探索发展综合高中。
中职学校则在“撤改并”政策下持续减

少。据报道，2023年，山东省合并中职学校
15 所，终止办学中职学校 13 所；2024 年，山
东省将通过“关停并转”等措施，进一步消除

“空、小、散、弱”的中职学校。
今年3月，江西省表示“省级原则上不再

举办中等职业学校”。今年6月，山西省印发
《关于同意撤销或更名部分普通中专学校的
批复》，同意16所中职学校“撤改并”。

多所江西省属中职学校招生负责人告
诉记者，当地十几所省属中职学校今年秋季
起不再招生，有的会并入高职院校，开办新
的专业，有的采取两三所学校合并的形式申
办新的高职院校。

“撤改并”并非这两年才有。2022 年教
育部等五部门印发《职业学校办学条件达标
工程实施方案》后，各地开始着力解决中职

学校办学条件普遍不达标问题，中职学校布
局调整步伐加快。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职业教育与继续
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聂伟指出，长期以来，
由于职业教育经费投入历史欠账较多，有些
地方尤其是中西部地区不少中职学校办学
条件较差，实习实训设备、教学设施、专业课
教师等关乎教育教学质量的关键条件严重
不足。

“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对教育
强国建设的新要求，中职学校办学条件达标
成为迫在眉睫必须完成的任务。”聂伟说。

升学与就业并重
虽然招生人数和学校数量持续减少，但在

近日的开学季，不少中职学校依然招生火爆。
据报道，7月中下旬，安徽省滁州市一所

中职学校“招生录取完成，比前一年多招了
240人”。江苏省太仓市一所中职学校同样
也迎来火热场景，今年招生计划不足 2000
人，实际报名却超4000人。

全国工商联教育商会监事长马学雷认
为，虽然当前职教发展形势喜人，从就业形
势来看中高职需求火爆，甚至风头盖过本
科，但普通公众对于学历的认知仍存在长期

刻板印象，本科高于专科的学历认知还是根
深蒂固的，职业院校招生困难仍旧存在。

专家指出，对于如何举办“少而精”的中
职教育，提高办学吸引力，首先需要把握“升
学与就业并重”的导向。

2024年，北京市丰台区职业教育中心学
校共有27个专业招生，其中只有乐器维修与
制作、幼儿保育（三年）两个中职专业，其余
25个专业均可以“3+2”形式与高职、本科衔
接。

位于济南市的章丘中等职业学校 2023
年毕业生的毕业率100%。其中，春季升学本
科上线 241 人，单招录取 550 人，专科录取
730人，“三二转段”录取428人，直接就业的
只有47人。

可以看出，中职教育已经成为高职甚至
本科教育的重要入口，成为学生向更高层次
升学的过渡阶段。

马学雷告诉记者，落实推动现代职业教
育高质量发展，消除对职业教育的歧视，高
等职业教育招生不再被普通本科院校“薅羊
毛”的推手型政策设计是“职教高考”。

“职教高考”与普通高考独立运行，采取
普职分类，分开计划、分开考试、分开招生的
原则。“职教高考和其他一些职业教育改革
推开后，估计2025年普通本科和职业院校的
报考生源比例会达到4∶6。”他说。

专家指出，对于如何举办“少而精”的中
职教育，提高办学吸引力，还需要根据区域
产业需求调整专业设置。

《章丘中等职业学校2023年度质量发展
报告》中写道，经过教育资源整合，学校开设
机电技术应用、数控技术应用、工业机器人
技术应用、汽车运用与维修、幼儿保育、舞蹈
表演、药剂、化学工艺等15个专业，与当地经
济结构与未来发展趋势相吻合。

聂伟指出，“撤改并”只是职业教育改革
发展的第一步。深化专业课程改革，提高中
职学校关键办学能力和人才培养水平，才是
根本之道。要瞄准有中职毕业生需要的职
业岗位开设专业，推动职业教育紧密服务于
现代化产业体系，消弭学生学业与就业、谋
业之间的隔阂。

本报综合消息

新华社南京9月23日电（记者 刘巍
巍）近期，江苏南京、苏州、无锡等地上
线与基本医保相衔接的2025版补充医疗
保险，突出普惠性，在维持基础版参保
价格不变的同时，保障水平持续提升。

苏州 23 日发布“苏惠保 2025”，包
括基础版和升级版两款，保费与去年持
平，分别为79元/人·年和150元/人·
年。与“苏惠保 2024”相比，“苏惠保
2025”在保障方面突出普惠、兼顾特
惠，提高产品获赔率和惠及面。

其中，基础款合规自费费用升级为
住院、门特全口径自费，提升保障力
度；升级版起付线降低至1.2万元，最高
给付比例维持90%不变。据介绍，“苏惠
保”推出5年来累计参保688.57万人次，

截至今年8月底，累计赔付3.44万人次，
赔付总金额2.67亿元。

南京今年推出“南京宁惠保”第五
期，基础保障版 99 元/人·年、升级保
障版 150 元/人·年，价格与去年持平，
在降门槛、提待遇、扩目录、增服务、
享优待等方面进行了优化。

如降低责任一免赔额门槛，基础版
免赔额从1.8万元降低至1.5万元，升级
版免赔额从1.5万元降低至1.45万元，旨
在让更多出险患者获得赔付；特药目录
药品数量从38种增加至45种，更多创新
药、原研药入选。

“南京宁惠保”自 2021 年上线以
来，累计为440万人次提供保障，赔付
总金额2.9亿元。

无锡推出的“医惠锡城2025”已开
放参保通道，产品分为普惠版和升级版
两个版本，其中普惠版价格 99 元/人·
年，价格和去年一样；升级版 178 元/
人·年，比去年增加20元，保障待遇有
所提升。如升级版新增门诊指定药品责
任，提供7×24小时互联网问诊，被保
险人购药直接报销 60%，免赔额 0 元，
年度累计可赔付5000元，覆盖1600多种
普通药品。

江苏近年来推动普惠型健康险发
展，提升群众医疗保障水平。不仅多地
推出城市定制版普惠型补充医疗保险，
江苏省还于2021年推出商业医疗补充险

“江苏医惠保 1 号”，截至今年 6 月底，
该产品累计赔付18.4亿元。

新华社北京9月23日电（记者 赵文
君）据全国组织机构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数据服务中心统计，我国制造业企业总
量突破600万家。

这是记者23日从市场监管总局获悉
的。数据显示，2024年1月至8月，我国制
造业企业数量呈现稳健增长态势。东部
地区产业集中度及产业链成熟度优势明
显，制造业企业总量占比最高。中部地
区承东启西、沟通南北区位优势独特，制
造业企业数量增幅最大。我国制造业企
业的规模和质量逐步提升，国家政策促
进经济结构优化升级的效果开始显现。

据统计，截至2024年8月31日，我国
制造业企业总量达到603万家，与2023年
底相比增长5.53%，其中与战略性新兴产
业有关的企业51.53万家，占制造业企业
总 量 的 8.55% ，与 2023 年 底 相 比 增 长
6.35%。

其中，东部地区制造业企业总量
387.2 万家，占我国制造业企业总量的
64.21%。广东、浙江、江苏、山东、河北等
五省制造业企业合计339.05万家，占我国
制造业企业总量的56.22%。

中部地区制造业企业总量113.39万
家，占我国制造业企业总量的 18.8%。

2024年1月至8月，中部地区新增制造业
企业 6.97 万家，与 2023 年底相比增长
6.55%，与其他地区相比增幅最大。

西部地区制造业企业总量 75.59 万
家，占我国制造业企业总量的 12.54%。
2024年1月至8月，西部地区新增制造业
企业 3.76 万家，与 2023 年底相比增长
5.23%。

东北地区制造业企业总量 26.83 万
家，占我国制造业企业总量的 4.45%。
2024年1月至8月，东北地区新增制造业
企业 0.99 万家，与 2023 年底相比增长
3.87%。

中等职业教育明确“少而精”新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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