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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对我国城镇化影响的实证研究 

———以职业教育为例

桂　诚，周红波

（湖南外贸职业学院，湖南 长沙 ４１００１５）

［摘　要］职业教育分为三个层次：高等、中等和初等职业教育，从总量和结构两个层面来分析其各自对城镇化的影响效应。
采用我国１９９２至２０１３年３０个省份（不包括西藏）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显示：职业教育能够促进城镇化的发
展，不同教育程度的职业教育对城镇化的影响在地区间存在差异性，高等职业教育对东中部地区城镇化影响程度最大，而中

等职业教育对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影响最大；初等职业教育对全国以及各地区的城镇化有抑制效应，但实证结果的显著性不

强。最后，提出加强职业教育信息化、新市民培训等加快我国城镇化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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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引言

城镇化是人类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人类文明发

展的必然轨迹，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意味着新市民

市民化加快，加快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推

动着人类文明向前发展。［１］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的

加剧，各国经济不断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作为国

家重点经济战略计划呼之欲出，也越来越成为国家

经济的增长点。综观宏观经济发展，历史和国际经

验一再表明，职业教育能有效促进技术进步、推动

生产方式变革，甚至达到与社会公共服务的共生互

动，表现出加快国家城镇化进程和经济社会现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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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强大助推力。同时，我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农

民是我国的主要工作群体，新市民职业教育是既关

系到我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和长远竞争力的提升，关

系都劳动力就业的教育问题；又是关系到民生的重

大经济问题；还是突破传统教育方式的教育问题，

更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惠及民生、转变生产结构

的重要支撑；因此提高新市民职业教育将是我国城

镇化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当前，我国职业教育

发展迅速，教学质量和规模都呈现出更加快速发展

的态势。职业教育作为当前我国教育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不但能提升我国的人口素质、提升劳动

者就业技能，而且还能为为促进产业结构和就业结

构优化以及社会经济持续稳定发展提供人才。特

别是近年来，我国正在积极实施城市化战略，发展

职业教育能够摆脱农村劳动力流动“非制度性障

碍”的消极影响，将直接影响到农村劳动力能否改

变生活方式，进入城镇，进而直接推动我国的城镇

化进程。然而，随着我国城市化水平的逐步提高，

职业教育也暴露出了一些与之相关的问题，如办学

水平、人才培养类型和课程设计不能满足当前城市

化水平的要求，这必将制约我国职业教育在促进我

国城市化进程中的作用。因此，为适应我国城镇化

进程，如何在我国及不同地区优化和调整职业教育

的发展方向和层次成了关键问题，这必然涉及到探

讨研究不同层次职业教育对城镇化程度的影响。

　　二　国内外相关文献综述

（一）城镇化与教育的关系研究

从目前已有文献看，国内外学者对城镇化与教

育水平之间的联系进行了较为详细地探讨研究，特

别是重点考察了高等教育水平与城镇化的相互联

系，例如Ｊ．Ｌａｓｏｎｅｎ探讨了美国城市化进程中不同
阶段教育的作用；Ｄ．Ｌ．Ｗａｌｌｉｎ研究了十九世纪英
国的教育发展水平与城市化的变迁及其相互联系；

阿克潘发现休斯敦德克萨斯州社区高等教育机构

的存在促进了该州城市化率；顾培亮等以及朱洪

涛、林光彬认为，高等教育和城市化程度的相互促

进、互为依托相互依靠；［２］董文军主张在我国城镇

化进程中构建梯度教育体系；［３］翁京华、韩玉启在

理论上探讨了高等教育与城镇化的关系及其影响

机理。［４］目前，虽然在高等教育与城市化关系的研

究中还没有系统的理论体系，但一些研究从实践经

验和实证研究的角度出发，表明高等教育与城市化

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关性，然而，这些研究大多集

中在大学入学率、经济发展和城市化速度之间的关

系上，很少有关于高等教育对城市化影响的研究文

献，在国内探讨研究高等教育规模与城市化只有郭

书君和米红的文献，他们的实证研究表明１９７８－
２００２年我国的高等教育能够促进国家城镇化
进程。［５］

（二）职业教育在城镇化中的作用研究

相关文献大多从农村职业教育或者高等职业

教育的角度研究它们对我国城镇化的现有发展问

题的对策，如许丽英认为在推进城镇化发展的过程

中，农村职业教育会出现发展问题，亟待政府引

导；［６］陈选能（２００６）认为职业教育从劳动力流动、
价值观念的改变等方面促进城镇化；［７］杨海燕认为

职业教育能促进农民市民化；［８］曹晔和汤生玲认为

城镇化进程中，中等职业教育的主体主要是农村学

生，中等职业教育需要加强其自身的管理；［９］刘征

认为高等职业教育应根据城镇化发展需要加强技

能培训；［１０］查吉德认为城镇化与职业教育水平相

互作用，职业教育需要统筹规划，注重发展质

量。［１１］这些文献的研究大都是理论分析而且比较

零散，并没有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并缺乏实证研

究，除刘颂分别用１０年北京的和全国时间序列数
据实证研究显示高等职业教育程度与城镇化之间

均存在正向相关性。［１２］

由此可见，已有相关文献的研究往往局限于定

性研究，仅有少量文献进行定量研究，而且在实证研

究上用的只是时间序列数据，未采用面板数据，也未

纳入选择变量。鉴于此，本文将使用我国省级动态

面板数据，纳入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以及经济开

放度等选择变量，从我国职业教育总体水平与职业

教育三个不同层次的实证分析，探讨了我国职业教

育水平的不同程度和三大区域城镇化率的关系。

　　三　职业教育对我国城镇化影响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说明

本文使用我国１９９２－２０１３年３０个省市（西
藏由于数据不完整而剔除）的面板数据，并将其划

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个区域。根据我国职业教

育现状，将职业教育分为三类：高等职业教育、中

等职业教育和初等职业教育三个层次，本文职业

教育程度采用职业教育在校和毕业生人数之和全

国人口总数的比重来衡量，选取城镇化率作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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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量，并且加入其他选择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

平、产业结构、经济开放度）。其中，经济发展水

平用１９９２年为基期的 ＧＤＰ缩减指数调整各名义
变量，消除价格因素的影响，然后再分别取对数作

为模型的变量；产业结构程度用第二产业和第三

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来衡量；经济

开放度用当年加权平均汇率消除影响后的外贸依

存度和外资依存度之和表示。本文的数据来源于

我国的全国统计年鉴、各地区统计年鉴以及中国

教育统计年鉴。

（二）实证分析

１．面板的单位根检验。为了保证实证结果具
有可靠性，首先对本文中的相关面板数据作单位根

检验。本文采用了 ＬＬＣ、ＩＰＳ、ＡＤＦ、ＰＰ等方法来进
行单位根检验，结果显示，在１％和５％的显著性水
平下，各统计量所得到的 Ｐ值均大于０．０５，不能拒
绝原假设，所以面板的各个截面数据有相同单位

根。然后对各截面序列的一阶差分进行单位根检

验，结果表明，在１％和５％的显著性水平下，各统
计量所得到的Ｐ值均小于０．０１，拒绝原假设，说明
各截面序列的一阶差分序列是平稳的，各变量是一

阶单整序列。

２．面板协整检验。为了保证实证结果的可靠
性，避免“伪回归”的出现，还要对面板数据进行协

整检验，本文采用Ｊｏｈａｎｓｅｎ检验方法对面板的残差
序列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在５％的显著性水平下，
检验的统计量的Ｐ值小于０．０５，拒绝原假设，说明
残差序列不存在单位根，是平稳序列，因此，各变量

序列之间存在着长期协整的关系。

３．模型形式设定检验。为了避免计量模型的
模拟结果同经济现实情况偏差甚远，在对计量模型

进行系数估计之前，要对模型形式进行设定。本文

采用协方差分析检验（Ｆ检验）来确定模型的形式
是不变参数模型、变截距模型，还是变系数模型，在

确定了模型形式之后，再根据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结果选
用何种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或固定效应）。如表１，
全国和分地区的东部、中部、西部的 Ｆ检验统计量
均大于其临界值，拒绝原假设，采用变系数模型；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结果显示在显著性为５％条件下，职
业教育在国家、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影响程度对城市

化影响的相应的Ｐ值均小于０．０５，拒绝了原来的假
设，利用固定效应模型，而西部地区所对应的 Ｐ值
则大于０．０５，接受原假设，采用随机效应模型。

表１　模型形式设定的检验结果

职业教育程

度对城镇化

的 影 响 （全

国）

统计量

Ｆ２

Ｆ１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

ｗ统计值

统计量值

６５．１６００

１．２４００

１６．４６００

１．３２００

４２．８８３８

０．００００

检验结果

拒绝Ｈ０，变系数

拒绝 Ｈ０，固 定

效应

职业教育程

度对城镇化

的 影 响 （东

部）

统计量

Ｆ２

Ｆ１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

ｗ统计值

统计量值

１８．４４００

１．５３００

５．９８００

１．６４００

１１．１３８３

０．０４８７

检验结果

拒绝Ｈ０，变系数

拒绝 Ｈ０，固 定

效应

职业教育程

度对城镇化

的 影 响 （中

部）

统计量

Ｆ２

Ｆ１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

ｗ统计值

统计量值

１１．３３００

１．５９００

３．０６００

１．６５００

２．２５６７

０．８１２６

检验结果

拒绝Ｈ０，变系数

拒绝 Ｈ０，随 机

效应

职业教育程

度对城镇化

的 影 响 （西

部）

统计量

Ｆ２

Ｆ１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

ｗ统计值

统计量值

１９．７７００

１．４３００

２．９６００

１．４６００

１１．２２９７

０．０４７０

检验结果

拒绝Ｈ０，变系数

拒绝 Ｈ０，固 定

效应

　　注：括号内为Ｆ统计量的临界值和 Ｈａｕｓｍａｎ检验的 Ｐ值，检验

结果由Ｅｖｉｅｗｓ６．０整理所得。

　　四　实证结果分析

确定了模型的形式之后，对模型进行回归分

析，本文先分析全国职业教育总水平对城镇化的影

响，再考虑结构因素的影响，采用Ｅｖｉｅｗｓ６．０计量工
具，对模型的估计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

（一）地方职业教育总体水平对城镇化程度的

影响

本文在此建立地方职业教育总水平对城镇化

影响的变系数模型，形式如下：

ｌｎＵＲｉｔ＝Ｃｉ＋β０ｉｌｎＶＥｉｔ＋β１ｉｌｎＹｉｔ＋＋β２ｉｌｎＩＳｉｔ＋
β３ｉｌｎＥＯｉｔ＋β４ｉｌｎＵＲｉｔ－１＋μｉｔ

上式中的 ｌｎＵＲ表示城镇化水平的对数值，
ｌｎＶＥ表示地方职业教育总水平的对数值，ｌｎＹ表示
经济发展水平的对数值，ｌｎＩＳ表示产业结构程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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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数值，ｌｎＥＯ表示经济开放程度的对数值，ｕｉｔ是
随机误差项。

表２　地方职业教育总水平对城镇化的影响

东部地区 β０值 中部地区 β０值 西部地区 β０值

平均值 ０．３５４０ 平均值 ０．３３５７ 平均值 ０．３０３８

北京 ０．３５５２ 山西 ０．３１６１ 四川 ０．３２５０

天津 ０．３５９７ 吉林 ０．３４８０ 重庆 ０．３２５６

河北 ０．３３０８ 黑龙江 ０．３５４４ 贵州 ０．２８６９

辽宁 ０．３６５８ 安徽 ０．３３３７ 云南 ０．２９３９

上海 ０．３８１８ 江西 ０．３２２０ 陕西 ０．３１２８

江苏 ０．３５５７ 河南 ０．３２８６ 甘肃 ０．２９５８

浙江 ０．３５４１ 湖北 ０．３４８４ 青海 ０．３００５

福建 ０．３５５２ 湖南 ０．３３４２ 宁夏 ０．３１７０

山东 ０．３５４０ － － 新疆 ０．３１３６

广东 ０．３６０９ － － 广西 ０．３０９７

海南 ０．３２１１ － － 内蒙古 ０．３２９８

　　数据来源：由统计管理局数据整理获得。

从表２可以看出，从１９９２年以来，我国地方职
业教育对城镇化具有明显的促进效应，东、中、西部

地区，职业教育水平每增加１％，城镇化率分别平均
增加０．３５４％、０．３３５７％、０．３０３８％，由此可以看出，
职业教育总水平对城镇化的促进效应呈现东、中、

西部逐渐递减。这可能是因为东部地区经济发达，

交通便利，随着东部地区科技实力水平大大提升，

该地区劳动力市场对于职业教育人才的需求高于

中西部地区，更能吸引一定技能有一定知识的职业

教育人才的更加高质有效转移，农村劳动力更加愿

意进入城镇获得更高的职业稳定性和收人；东部地

区职业教育资源往往是高于中西部地区，因而在一

定程度上更能培养出顺应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所需

要的技能型人才，有助于推动产业的结构升级，且

职业教育增加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镇的人口数

量，提高了转移的速度，进而降低了农村就业人员

的比重，增加了城镇就业人员的比重，更能提升了

城镇化水平。

（二）地方职业教育层次对城镇化的影响

根据检验结果，西部地区为随机效应变系数模

型，中部和东部采用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模型设

定如下：

ｌｎＵＲｉｔ＝αｉ＋βｉｌｎＴｉｔ＋γｉｌｎＸｉｔ＋θｉｌｎＦｉｔ＋φｉ
ｌｎＹｉｔ＋εｉｌｎＩＳｉｔ＋ηｉＥＯｉｔ＋τｉｌｎＵＲｉｔ－１＋μｉｔ

上式中的 ｌｎＴ表示高等职业教育程度的对数
值，ｌｎＸ表示中等职业教育程度的对数值，ｌｎＦ表示
初等教育程度的对数值，其他变量同上文。

表３　地方职业教育层次对城镇化的影响估计结果

变量 全国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０．３６１３ ０．３８６９ ０．３１６６ ０．３６９５

（０．０２７６） （０．０３２） （０．０３９６） （０．０３５）

０．３４５９ ０．３７６３ ０．３１２６ ０．２６７６

（０．０５０６） （０．０３３１） （０．０４６９） （０．０３２２）

０．３２８７ ０．２７２１ ０．３２３１ ０．３９６５

（０．０１５１） （０．０２７４） （０．０２１４） （０．０２２８）

－０．１８６１ －０．２００２ －０．１４７３ －０．１３１３

（０．０３） （０．０７２９） （０．０６０８） （０．０３９４）

０．２６９０ ０．２８２６ ０．２３７７ ０．２１６１

（０．０５０３） （０．１０５２） （０．０９１２） （０．０９３６）

０．１６６６ ０．１４６４ ０．１８８０ ０．１６８１

（０．０２５２） （０．０３８３） （０．０５５４） （０．０３９６）

０．２７６１ ０．４００２ ０．３９７３ ０．１３１３

（０．０３） （０．０７２９） （０．０６０８） （０．０３９４）

调整的Ｒ２ ０．９４０６ ０．８９１５ ０．８７８ ０．８９０３

Ｆ值 ６２６．９８３５ ５４３．３７９ ９８５．９５０７ ３４１．５１５６

　　注：以上“”“”与“”表示在１％、５％、１０％的显著性水平下

通过，“（）”内为标准差，实证结果由Ｅｖｉｅｗｓ６．０整理所得。

基于省级动态面板数据，文章实证结果显示：

从表３看，中国的高等、中等职业教育能够促进城
镇化的发展，其中高等职业教育对城镇化的影响超

过中等职业教育；分区域来看，不同层次的职业教

育对城镇化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性，高等职业教育

对东中部地区城镇化影响程度最大，而中等职业教

育对西部地区的城镇化影响最大；初等职业教育对

全国以及各地区的城镇化存在抑制效应，但实证结

果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选择变量经济发展水平、

产业结构程度指标以及经济开放程度均对我国以

及各地区的城镇化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

　　五　政策建议

本文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我国应大力发展职

业教育，尤其是提升高等职业教育水平；在区域影

响差异性方面，对于三大区域具体来说就是东部地

区要大力发展高等职业教育，中部地区则更应致力

于提升中等职业教育水平，当然与此同时也应促进

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据此，本文提出以下相应的

政策建议：

第一，推进职业教育信息化建设。加大政府对

职业教育服务平台的建设支持力度，拓展各地职业

院校在交流、咨询和服务平台建设，推进各职业院

校资源信息化整合，推进校园教育、教学管理数字

化，强化省重点项目管理、校企合作等平台的筹建，

为职业教育信息化服务城镇化夯实基础。首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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升职业教育信息化硬件基础。提升信息化硬件基

础需要构建和完善中国职业教育信息资源网络，该

资源网络包括各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职业院校、行

业企业、科研机构等与职业教育有关的多方利益共

同体，促进各方信息资源和服务体系的共享。其中

地方教育行政部门还要加强地方教育网站建设，如

细化到省级、市级，创新教育部门和网站等的运行

机制和管理模式，建设广泛、高效的地方职业教育

信息化网络平台。职业学院则应先全面致力提高

信息技术装备硬件水平，以标准数字化校园网建设

为基础，创新多种方式连入互联网，加快实现校园

信息网络终端设备提供公共化，如建设仿真实训基

地、远程教育培训中心和网络教室等数字化场所，

学生学习、老师办公和政府支持的多元职业教育信

息化环境。其次，开发职业教育信息化优质数字资

源。政府部门应大力引导开发精品网络课程、虚拟

仿真实训平台、名师名课影像、工作过程模拟软件

实训以及专业群落等多种形式的职业教育优质数

字化资源，同时对于开发出的优质资源进行一定的

奖励，采取主题竞赛的方式更能促进职业教育优质

数字化资源的开发。最后，切实增强职业教育电子

政务应用能力。职业教育电子政务能力即教育行

政部门将政务信息化转变为职业教育管理的政务

处理能力，在这方面要做到提前部署、积极推进和

创新应用。各层级各司其事，教育部统筹规划建设

职业教育管理信息系统，各地方部门按要求完整、

准确、实时地完成各地职业教育政务管理信息的采

集、统计和报送；同时各地方积极按照国家规定的

标准加强本地职业教育政务管理信息系统的建设

和应用，应重点包括校企合作、学生资助、实习实训

等突出职业教育特色的重要业务领域。

第二，加强新市民职业教育培训。发挥城镇化

新市民所在社区的拓展功能，引导并提高新市民自

主学习意识；此外，根据他们个性化、渐进式的学习

特点，可以采取通过网上研修、脱产进修、挂职锻炼

等形式，不断改进培训方式；引入用人单位、教育专

家和行政部门等构成的多元评价体系，对新市民培

训效果进行评估，从而切实推进新市民城镇化的进

程。加强新市民职业教育具体需要从以下方面着

手：一是实现培训对象的广覆盖。职业教育的主要

培训对象不仅仅是进入城镇工作的农民工，而应是

城乡全体劳动者，职业教育培训对象范围的扩大，

从而达到消除无技能劳动者的现象。二是培训类

型多样化。针对职业教育的特殊性，开展的培训应

重点在就业技能、岗位技能提升和创业培训三大方

面，同时兼顾短期、中期和长期培训，努力满足劳动

者内容和时间的差异化需求。三是培训等级多层

次。由于培训对象的基础参差不齐，对于不同基础

的培训对象应完善由初级到高级不同层次的职业

技能培训，明确规划好技能劳动者职业发展通道。

四是培训载体多元化。职业教育涉及的利益体众

多，在市场机制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下，充

分发挥竞争的作用，坚持公办、民办并举，积极调动

各类优质资源汇聚职业培训，争取达到最优。五是

培训管理规范化。加强信息系统和培训评估系统

建设，对培训对象、培训过程、培训质量、资金使用

进行全方位监管和多层次评估，实现职业培训标准

化、信息化、高效化。

第三，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职业教育的培训对

象是所有城乡劳动者，技能培养是城乡劳动者培养

的重点项目，同时技能水平的培养和提高更多的是

需要亲身实践，而当前的职业教育培训大部分仍是

以理论教育为主，缺乏实践的基础，更存在培养内

容与岗位要求不匹配的现象。针对传统的职业教

育模式，我们需要打破思维定势，以就业作为培训

目标，把发展经济作为更笨宗旨，着力提升新市民

技能水平，创新“校企双制、工学一体”的中国特色

技能人才培养模式。创新培养模式，重点要在以下

四个方面深化改革。一是深化校企合作。校企合

作是连接学校与企业的纽带，实现理论到实践的升

华。当前我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需求空间很大，

但是校企合作机制不完善，导致当前已有校企合作

质量不高，完善校企合作制度和管理机制，形成互

惠共赢的合作利益体，遵循市场规律，专业设置满

足市场需求，推进一体化课程教学改革，扩大校企

合作覆盖面，提升校企合作质量。二是提升职业培

训质量。在课程教学中，应以典型工作任务为载

体，根据工作过程设计课程体系，融通理论和技能

实践，以“工作中学习，学习中工作”的形式，提升职

业教育培训水平；同时积极探索职业培训新方式，

如职业培训包，即根据国家职业标准，加快开发以

职业素养和技能训练为重点的职业培训包，还集合

了培训目标、要求、方法、课程内容、效果评估等为

一体的培训规范，全方位提高培训质量。三是，进

行新型学徒制试运行。学徒制培训在国外职业教

育中发展已相当成熟，也一直是我国传统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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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的主要方式。在结合国际职业教育的成功经

验和我国传统经验的总结，在传统师徒制的基础

上，迎合现代化企业发展需求，创新建立“招工即招

生、入厂即入校、企校双师联合培养”为主要内容的

企业新型学徒制度，在国家有条件的区域先行试运

行，以点带面，引导企业加强新市民年轻技工培养。

五是建立人才预测、人才培养管理信息系统。在国

家有条件的地区创新建立人才预测、人才培训管

理、就业预警等科技前沿的公共信息服务平台，采

用国家职业教育试点运行的形式，利用多层次、多

模式和多样化的现代远程职业教育，逐步形成高度

开放共享的职业教育培训网络，构建新市民职业教

育人才培养网络模式。

第四，逐步完善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根据

我国十八大以来国家职业教育方针政策以及教育

部《职业院校管理水平提升行动计划（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年）》相关要求，我国将逐步推进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建设。笔者认为可以从一些方面着手，比如职业院

校应逐步推进一校一章程格局的形成，完善职业院

校在财务、人事、科研等方面规章制度，加大投入、

突出职业院校重点领域、突出问题的专项调研和长

效治理，强化中高职院校管理机制、政策落实等，建

立新市民从学习到工作的各个阶段，适应劳动者多

样化、差异化需求的职业培训体系。具体而言，一

是健全培训制度。完善建立职业培训公共服务体

系，重点构建职业院校、企业单位、社会机构三大利

益相关主体的培训体系；同时在各地规划经济社会

发展蓝图中将职业培训作为计划目标，加强就业创

业在整体经济发展工作中的部署，推动职业培训立

法工作，提高劳动就业率和职业培训有效率。二

是，完善培训政策。应根据市场变化和时代需求，

及时调整培训重点、培训补贴等方面的政策，完善

基层能力建设，充分发挥就业政策的引导作用，合

理的奖励和表彰政策激励职业教育的高速发展，科

学的技能鉴定政策促进职业培训的合理高效。三

是，加大职业教育投入。我国教育经费在国民支出

中的比率一直不高，对职业教育投入更是不足，促

进职业培训发展，加大投入是首要问题。加大财政

投入的同时，要加大职业培训各项补贴资金的整合

力度，提高职业培训教育专项资金在教育经费中的

比重，增强资金使用效益，使资金做到专用高效。

四是突出培训重点。职业教育不仅要抓好农村转

移劳动力、失业人员等低层次的培训，还要抓住高

校毕业生、企业高技能人才的培训，以这四大群体

为主，大力推行订单式培训、定岗培训、定向培训等

与就业紧密联系的培训方式，实时反馈，进行考核

评估，不断提高培训效果。做好新市民职业技能培

训和高校毕业生就业专项培训，重点突破，全面带

动职业教育培训的发展。

参考文献：

［１］蒋新红；；农民市民化背景下的新市民教育探讨［Ｊ］．成
人教育，２０１２（３）．

［２］阎　，顾培亮．我国城市化进程与高等教育发展［Ｊ］．
教育研究，２００３（１１）：２１－２５．

［３］董文军．城镇化与区域教育的梯度开发战略［Ｊ］．教育
研究与实验，２００９（３）：１９－２１．

［４］翁京华，韩玉启．城市化与高等教育的相关性分析［Ｊ］．
城市发展研究，２０１２（５）：１２７－１２９．

［５］郭书君，米　红．我国高等教育规模与城市化互动发展
的实证研究［Ｊ］．现代大学教育，２００５（５）：４５－４８．

［６］许丽英．城镇化进程中农村职业教育发展的问题与对
策［Ｊ］．东北师大学报，２００３（１）：１２３－１２８．

［７］陈选能．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发展职业教育的意义与策
略［Ｊ］．浙江社会科学，２００６（１）．

［８］杨海燕．城市化进程中职业教育的特殊价值———促进
转移农民的市民化［Ｊ］．职教论坛，２００７（２１）：８－１１．

［９］曹　晔，汤生玲．城镇化和工业化过程中的农村职业教
育［Ｊ］．职业技术教育，２００７（１）：６６－６９．

［１０］刘　征．农业高职教育促进农业产业化对策研究———
以湖南省为例［Ｊ］．职业技术教育，２００７（２８）：６３－６７．

［１１］查吉德．论城市化进程中的职业教育转型［Ｊ］．河北师
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２０１０（３）：５４－５８．

［１２］刘　颂，李晓康，张　辉．北京城市化进程中的高等职
业教育发展研究［Ｊ］．教育与经济，２００７（４）：３２－３６．

责任编辑：李　珂

８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