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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实施，以及国内市场的
日趋成熟和饱和，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将目光投向
海外，寻求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从制造业的“走出去”到
服务业的“国际化”，从产品贸易的拓展到技术创新的输
出，中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和创新链中的位置
日益重要，海外中资企业的用工需求也不断增加。

职业教育是劳动技能最大的供给方。中国职业教
育扬帆出海，需要通过制度化设计、体制化保障、机制化
运行，坚持以教促产、以产助教，以“技术”为纽带，不断
延伸教育链、服务产业链、支撑供应链、打造人才链、提
升价值链，加快形成产教良性互动、校企优势互补的产
教深度融合发展格局。

制度化设计，
在国际对比中做强中国优势

为适应国家战略发展需求和全球劳动力市场需求，
国家需要制定政策，推动职业教育标准融入国际认证和
认可体系，进一步加大职业教育国际化的统筹力度。

一是提供政策支持和资源保障。通过制定职业教
育“走出去”政策，加强教育、财政、外交、商务等部门之
间的协调统筹，明确职业教育国际化方面的目标和重
点。为职业教育国际化提供信息共享、经费投入、资源
保障、机制建设等诸多方面的支持，鼓励学校和机构参
与国际项目、设立国际合作基金和奖励机制。

二是融入国际认证和认可体系。国家可以鼓励和
支持职业学校参与国际认证和认可体系，在职业技能的
评估标准与资格认证上与国际接轨，培养国际通用的职
业人才，提高职业教育“中国方案”的国际声誉和认可
度；还可以通过制定相关政策和措施，为参与国际认证
和认可的组织机构提供支持和优惠政策。

三是密切合作关系加深交流互鉴。国家可以通过
签署合作协议和合作备忘录、开展学生和教师的交流项
目、共同开展研究合作、共同制定标准和指南等方式，积
极推动与其他国家的学校和组织交流与合作，确保合作
与交流项目的质量和效果，提升国家职业教育的水平和
国际竞争力。

体制化保障，
铸就职业教育国际化精品

探索建立“东西合作、区域联动、行业协调”模式，以
沿海省份为引领、以沿边省份为示范、联动内陆省份职
业教育“抱团出海”，实现“全国一盘棋”。

一是优化区域开放布局。首先，发挥东部发达地区
职业教育对外开放的先发优势，带动中西部内陆省份发
展。其次，发挥沿边省份对外开放的桥头堡作用，打造
区域职业教育对外开放高地，做强“国门职教”。如进一
步发挥东北地区主要面向俄罗斯、西北地区主要面向中
亚和西亚、西南地区主要面向东盟等国家开展合作的优
势，打造具有区域特色的对外开放高地，辐射内陆省份
对外开放的发展。

二是建立国家层面的境外办学平台。将“鲁班工
坊”“丝路学院”等打造为国家层面规范性的境外办学平
台，纳入“一带一路”建设重点项目，通过政府间的战略
合作和政策进一步推动建设。主要功能为培养“技能+
语言”人才，为中资企业提供技术技能人才服务；培训当
地产业发展需要的技术工人，提升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人力资源水平；开发适合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职业学校
的专业和课程标准，彰显中国职业教育影响力；推进职
业院校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教育与文化交流。

三是构建行业协会或社会组织协同院校共同“出
海”的对外合作模式。“职教出海”，单一院校的能力往往
较弱，需要充分发挥行业协会或社会组织的协调作用。
例如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协同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吉林电子信息职业技术学院等，派遣教师前往赞比
亚开展实践教学，在谦比希铜冶炼有限公司等企业开展
仪表工、液压钳工、电工、焊工等员工技能培训。

机制化运行，
助力中国式现代化稳步推进

校企协同“走出去”是职业教育国际化的重要途径，
也是“教随产出、产教同行”的落地模式。应充分发挥数

字技术在校企信息交流中的对称作用和对经济发展放
大、叠加以及倍增作用，赋能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合作，
实现全球范围内职业教育资源和标准的相互借鉴与认
同，培养具备数字化技能和国际视野的职业人才。

一是提供跨文化交流平台。校企双方可以利用数
字工具和在线社交平台，获得跨国交流和合作的机会，
共同开发教学资源，共享教学资源及教学经验，促进教
育质量的提升，丰富学习者的学习内容和学习体验；学
习者可以通过在线课程、虚拟实践环境等方式，与来自
不同国家的同行同伴进行交流和合作，共同开展技术交
流、科学研究和教学活动，了解不同文化背景下的职业
发展思路和实践工作经验，培养跨文化沟通和合作能
力。

二是提升师生的职业素养。数字技术可以帮助教
师通过国际交流和培训活动，了解不同国家的教育模式
和教学方法，拓宽自己的教育视野，增加与企业的交流
互鉴，提升教学水平和专业素养；可以帮助学生通过在
线协作工具和虚拟项目实践，获得更多的实践经验和职
业技能，提升项目管理、创新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为
他们的职业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三是应对全球就业市场。数字化赋能职业教育国
际化使得学生可以通过在线招聘平台和国际职业交流
活动等渠道，更加容易获取全球就业市场的信息和机
会，同时得到相应的支持和指导，提高国际就业竞争能
力。

在国际化浪潮下，企业“出海”从“可选题”逐步成为
“必选题”，从“卖向全球”到“扎根全球”高质量发展。职
业教育是经济发展的重要基础，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要动力，成为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重要领域。与此同
时，建设教育强国是在世界坐标系及对比中做强中国优
势、补足短板，展示中国教育自信、凝练中国教育特色和
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发展模式。中国职业学校将坚持
服务国家外交战略，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遵循产
教融合、以产定教的原则，探索职业教育境外办学以服
务中资企业人才需求，充分彰显助力大国外交的职教力
量。 （宗诚 来源：《中国教育报》

作者单位：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

“ 职 教 出 海 ”如 何 行 稳 致 远 ？

让“嘉庚精神”在深化改革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
 陈俊泳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对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作出总体部署，顺应了时代发展
新趋势、实践发展新要求，彰显了我们党将改革开放
进行到底的坚定决心和历史担当，向海内外展现了我
们党坚定不移高举改革开放旗帜的政治定力。全会
作出的重大部署、取得的重要成果，对于激励全党全
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锐意进取，以中国式现代化全
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而深远的
意义。全会提出，“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群团组
织联系服务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完善港澳台和侨
务工作机制”“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等，这些新要求
新部署，为侨联组织进一步深化改革、更好履行职能、
充分发挥作用，指明了前进方向。

新时代，改革开放事业浩浩荡荡，书写着当代世
界的中国前进轨迹，为中国式现代化注入更为强大的
推力，广大海内外侨胞反响强烈，倍感振奋、信心满
怀。全市侨联系统掀起了学习宣传党的二十届三中
全会精神的热潮，旨在引导广大侨务干部全面系统

学、深入研讨学、联系实际学，全面把握全会精神实质
和习近平总书记在全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内涵，深
刻把握全会的重大意义，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
领悟力、政治执行力，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
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
到全会精神上来。围绕“根、魂、梦”新时代侨务工作
主线，立足新形势新任务，更加充分发挥侨联组织联
系广泛的优势，更加主动地在深化改革中担当作为，
进一步凝聚侨心、汇集侨智、发挥侨力、维护侨益，引
导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紧跟新时代、展现新作
为，为厦门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贡献侨界智慧
和力量。

新征程，需要更加积极地宣传和弘扬“嘉庚精
神”。陈嘉庚先生出生在厦门，是著名的爱国华侨领
袖、企业家、教育家、慈善家、社会活动家。他一生艰
苦创业、倾资兴学、忠贞爱国，被毛泽东主席誉为“华
侨旗帜、民族光辉”。十年前，习近平总书记给厦门集
美校友总会回信，殷切“希望广大华侨华人弘扬‘嘉庚
精神’，深怀爱国之情，坚守报国之志，同祖国人民一
道不懈奋斗，共圆民族复兴之梦”。陈嘉庚先生是侨
界引以为傲的光辉旗帜，是海内外华侨华人学习的楷
模，他不仅属于厦门、属于福建、属于中国，而且跨越
国界、跨越政治，弘扬“嘉庚精神”，具有世界意义。“嘉
庚精神”的内涵体现在热爱祖国、振兴中华的忠公精
神，重义轻利、大公无私的奉献精神，诚实守信、坚忍
不拔的诚毅精神，艰苦朴素、勤勉节俭的勤俭精神，不
断探索、勇于实践的创新精神。

在当前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的进程中，恰逢今年是陈嘉庚先生诞辰150周年，我
们更要去弘扬、去传承“嘉庚精神”，要继承和弘扬他
的爱国主义精神，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
路，凝聚中华儿女力量，齐心协力为实现中国梦而努
力奋斗；要全面贯彻党和国家的侨务政策，进一步凝
聚侨心侨力侨智，进一步发挥好海外侨胞在促进国家
全面深化改革和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作用；要
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
因素，让海内外中华儿女携起手来，最大限度凝聚起
共同奋斗的力量，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早日完
成，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新任务，我们要把学习宣传贯彻全会精神与学习
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紧密结合
起来，与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群团工作、侨务工作
重要论述紧密结合起来，与深化党纪学习教育紧密结
合起来，与深化拓展“深学争优、敢为争先、实干争效”
行动、落实“快字当头提效率、机关带头转作风”专项
行动紧密结合起来，与抓好纪念陈嘉庚先生诞辰150
周年活动、以侨引侨服务“双招双引”等侨联重点工作
紧密结合起来，进一步深化侨联改革、更好履行职能、
充分发挥作用。

要按照党中央在第十一次全国归侨侨眷代表大
会上对做好新时代新征程侨联工作和对侨务干部提
出了指示要求，强化政治引领，弘扬“嘉庚精神”，把侨
界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画好侨界最大同
心圆，不断增强广大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认同感、
自豪感、归属感，为率先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侨
界新贡献。 （作者为厦门市侨联党组书记、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