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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2013 年“ 一 带 一 路 ” 倡 议 发 起 以 来，

中国及 60 余个“一带一路”国家和独立关贸

区都为构建全球互联互通的伙伴关系积极努

力，推动了经贸、人文、教育多维度的共同繁

荣进程。与此同时，以云计算、大数据、物联

网等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通信技术蓬勃发展，

数字经济正逐步转变为带动全球产业转型升级

的核心力量。立足于经济全球化下，实现“一

带一路”倡议的福利最大化成为待讨论的议

题，但谈及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维度的具体

落实策略，不难发现职业教育的人才输出是制

约各国发展的关键要素之一。因此，在经济全

球化的背景下，正确解读“一带一路”倡议给

相关国家的职业教育带来的全新机遇，全面剖

析“一带一路”国家职业教育发展桎梏的深层

机理，能帮助“一带一路”国家树立科学的职

业教育发展理念，以便更好地迎接挑战、实现

变革 [1]。

一、经济全球化下“一带一路”国家
职业教育面临的机遇

（一）数字经济、职业教育与“一带一路”

倡议的契合效应

“一带一路”倡议发端于中国，贯通至亚洲

中部、西部、南部、东南部等国家，西至欧洲

部分地区，沿线涉及 60 余个国家和独立关贸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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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占据了全球 40% 的土地、

60% 的人口和 30% 的经济体量，“一带一路”倡

议是涵盖经济、社会、文化的互联互通，而教

育则是实现“一带一路”共建的根基，是沿线

国家实现政策沟通、设备联通、贸易畅通、资

金融通的重要支撑 [2]。关于教育与经济的相互关

系，亚当·斯密早在其 1776 年发表的《国民财

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指出，教育是

一种投资性支出，会对国家经济增长起到促进

作用 [3]。从短期来看，作为教育的重要分支，职

业教育能及时地为各行各业培养高素质技术技

能 人 才 ， 以 实 现 类 似 “ 一 带 一 路 ” 倡 议

顺利推进。事实上，职业教育对国家发展的重

要性，已由美国、日本、德国的发展现实印证，

也佐证了韩国、新加坡的崛起，这些国家有一个

共同点，即成熟的职业教育。从长期来看，职

业教育能实现国家长期的人力资本积累，保证

国家高素质科技型人才、操作型人力资源的长

期补给，夯实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根基。“一带

一路”倡议的发起，对沿线国家的职业教育革

新提出新要求，以适应国际化战略的发展要求；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职业教育的突破式升级，

又会反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初衷，带动

“一带一路”国家经济、社会、文化、教育的里

程碑式进步 [4]。

伴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全球互

联网通信技术实现了快速发展，数字成为国家

现代经济发展的必备要素，数字经济逐步转变

为拉动国家经济与产业发展的重要力量。然而，

经济全球化下，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用人

单位不断提高对劳动者综合素养的要求。具体

到“一带一路”国家，无论是当地信息化基础

设施的合作建设、国际化产能合作、院校合作

办学、跨境商务合作等，都对当地的各层次人

才储备提出新要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

能正向促进国家的经济增长，因此数字经济基

础设施的建设十分重要，数字化人才培养力度

也要提升。可见，如果职业教育不能满足战略

推进要求，“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将会面临巨大

的劳动力缺口，进而无法实现“一带一路”倡

议的福利落地，更无法带动国家高质量发展。

因此，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再次助推“一带一路”

国家职业教育的发展进程；而职业教育的大力发

展，将会为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建设落后的国家

提供数字化人才，为信息通信基础较为先进的

国家提供跨国商务合作的人才，进而促进教育

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5]。

（二）职业教育对“一带一路”国家产业结

构升级的支撑效应

早在 1940 年，英国经济学家科林·克拉克

便说明，物质资源、劳动力资源和人力资本等

生产要素完成动态性再分配的过程，就完成了

产业结构的转化。人力资本作为经济增长的核

心要素，关乎着产业结构转化效率 [6]。因此，一

个国家的人才要在数量、结构和类型上与其当

前产业结构相匹配，方能实现经济稳健增长。

“一带一路”倡议向东牵起亚太经济圈、向西联

结欧洲经济圈，推动了沿线国家贸易畅通的共

同建设进程，沿线各国贸易合作和投资都不断

深化。从影响经贸合作的关键基础来看，人力

资本促进进出口贸易结构不断优化的路径之一

便是优化产业结构。职业教育作为“一带一路”

国家产业结构升级的人力资本来源，对国家产

业结构升级、劳动就业稳定、经济高质量发展

有显著作用。同时，职业教育正因为实践性强

的特性，能良好契合产业升级的基础需求，能

带动地区乃至国家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输出

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践经验。

以中国为例，在“一带一路”倡议下，中

国基于“引进来”“走出去”的核心思想，积极

广泛地与沿线国家展开经济贸易、文化教育等

各方面合作，不断深化国家间的产业合作，正

是对习近平总书记“产业是发展的根基”指示

的积极反馈 [7]。目前，“丝路电商”正成为“一

带一路”沿线国家经贸合作的新模式。跨境电

商的发展如火如荼，当前中国已和 17 个国家建

立了双边电子商务合作机制。经济全球化下，

是“丝路国家”抓住红利、实现赶超的关键时期，

为产业的基础设施建设、劳动力资源的质量提

升带来了新的着眼点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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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职业教育对“一带一路”国家国际化

品牌的造就效应

“一带一路”倡议的出现，不仅为沿线国家

产业升级提供了新的发展机遇，更为职业教育的

品牌化建设提供了和洽的实现契机，为国家自身

的品牌建设也提供了新的发力点。同时，经济全

球化为“一带一路”国家职业教育的国际化品牌

建设提供了创新思路。尽管“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职业教育发展水同不同，但都具备较为系统

的教育体系基础。然而，“一带一路”倡议对各

国产业结构升级发展的新要求，并没有完美契合

到人才培养体系中来。考虑到该倡议的长期性，

职业教育服务“一带一路”需要品牌化建设，“一

带一路”相关资源反哺职业教育的体系需要系统

性规划。因此，“一带一路”国家职业教育要充

分利用资源供给打造职业教育的国际化品牌，“一

带一路”国家要充分借助职业教育发展完成产业

转型升级、经济社会稳步发展，进而打造国家品

牌，提升国家的软硬双重实力。

职业教育的品牌效应，将会实现外资的“引

进来”；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也会实现外资的

“引进来”。与此同时，职业教育对产业升级的正

面效应，也会提升本国产业、产品的竞争力，进

而实现“走出去”，打造国家品牌。可见，职业

教育的发展与自身品牌的协同效应、与国家品牌

的协同效应，构建了国家职业教育发展的良性循

环，形成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内生动力 [9]。

二、经济全球化下“一带一路”国家
职业教育现存的问题

（一）“一带一路”倡议深化与职业教育的

劳动供给不契合

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沿线国家产能合

作的不断丰富、国家对内对外项目产业布局的

不断扩张，都会产生大量的边际产业、新兴产

业，如基础设施建设、各类产业园区建设等，

进而创造出大量的工作岗位，加速国家的工业

化、城市化进程。一个国家通信基础设施的修

建，会直接增加对从事通信基建和运维的区域

人才需求；同时，通信基础设施的建设会加快国

家内部和国际贸易活动，进而拉动国家各产业

的发展和用人需求，催生经济全球化下的大量

发展成果。有学者借助东南亚和南亚地区参与

“一带一路”建设的国家数据展开研究，发现“一

带一路”及相关投资项目的实施显著提高了沿

线国家的人员流动性水平，国家的对外经济合

作往往会对劳动力市场产生深刻影响。

世界银行和国际劳工组织的调查数据显示，

“一带一路”沿线的大部分国家，其适龄劳动力

数量远超世界平均值，彰显出充沛的数量优势；

同时，“一带一路”国家大多为发展中国家，加

之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南亚、南亚等地区的转

移也标志着这些地区劳动力成本的低廉。另外，

位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国家，其公民受教育程

度普遍不高，从经济学人智库的识字率数据来

看，近 20% 的“一带一路”国家，15 岁以上人

口识字率低于全球平均水平；同时，“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缺乏中高技能的劳动力，只有俄罗斯、

中东欧国家的高技能人才数量占比正常，东南

亚、南亚等地区的中高技能人才缺口较大，无

法满足国际产能合作的人才需求。“一带一路”

国家的劳动力技能过低的现状，说明了其无法

适应产能合作项目岗位的工作需要，更难以满

足经济全球化下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新诉求，导

致“一带一路”倡议的落实渠道不畅通。

（二）职业教育对“一带一路”国家发展效

应的内涵未理清

2019 年 4 月，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

高峰论坛上的合作成果展示充分彰显了共建“一

带一路”所创造的发展机遇，吸引了 150 个国家

和地区的人员前来参会学习。自 2013 年习近平

总书记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重大倡议以来，以中国为首

的沿线国家推出系列重大产业支撑项目，致力于

提高落后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不断拓展国

际经济技术合作新空间 [10]。职业教育是在基础教

育之上，对国家各类行业各类岗位的未来从业人

员和现存从业人员，进行知识、技能和态度的职

前教育和职后培训，在完成适龄劳动力科学就业

的同时，推动国家的产业升级和生产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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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培养应用型技术技能人才的关键阵地，

职业教育更是保障“一带一路”倡议在沿线各国

落实的重要一环。然而，“一带一路”国家在应

对当地项目落地、地区产业升级、国家软硬实力

提升之时，其系统性规划和建设均未体现出职业

教育的重要性。事实上，“一带一路”国家中高

等教育质量原本在全球范围内处于中下游水平，

其职业教育体系的系统性和成熟度也是参差不

齐。不少国家仍然将职业教育视为基础教育的补

充，尚未引起对职业教育的重视，更没有意识到

本土职业教育的人才供给对“一带一路”建设中

技能技术人才缺口的补充作用。在“一带一路”

国际产能合作项目中，跨国人才无法实现良好的

协同效应；在“一带一路”经贸合作中，商贸合

作沟通无法完成全链路的畅通合作；在“一带一

路”数字经济化合作中，缺乏相应的人才完成基

础设施建设和基本项目对接。因此，“一带一路”

国家要充分理清职业教育对其经济社会发展的积

极效应，重视职业教育与本土劳动力市场的联系，

保证职业教育的投入回报比 [11]。

（三）经济全球化下“一带一路”国家职业

教育顶层设计不足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到来，“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的生产服务领域的革新进程加快、变革深

度加大，各行各业的生产经营活动不断翻新，要

求业内工作者同步调整知识、技能、素养储备，

对国家职业教育的社会服务能力不断提出要求。

“一带一路”国家职业教育系统性和前瞻性的设

计不足，具体来看，政府相关部门没有对职业教

育的重要性作出时代研判，相应的政策支持不够

完善；职业教育的学术研究者和教育从业者没有

展开对职业教育的深入研究，对职业教育的发展

规律和重要性不够重视；各行各业的管理者没有

深入洞察职业教育的人才输出对行业发展的重要

作用，未提出切实可行的职业教育的现实革新建

议。总之，“一带一路”国家的政府层、教育层、

行业层缺乏多方协力、多措并举 , 亟待联动整合。

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融合深化，

基于本土产业发展基础和资源禀赋已经形成了

初步的产业规划布局。然而，“一带一路”沿线

国家在专业设置和教学内容上，并没有完成科

学合理的顶层设计，无法与当地龙头或朝阳产

业完成联动配合，导致职业教育服务国家生产

转型的功能难以有效发挥，职业教育的发展总

是滞后于社会生产力的攀升需求，尚未形成“一

带一路”倡议下的特色职业教育，“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尚存很大的发展空间。

（四）国家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全球

化下职业教育工具不配套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信息化发展总体水

平一般。国际电信联盟定期发布的《Measuring 

digital development Facts and Figures 2021》数据显

示，63% 的世界人口使用互联网，较 2019 年提

升了 19%，亚非及太平洋地区等联合国认定的最

不发达国家的互联网普及率平均增加了 20%，信

息化发展中低水平国家，甚至部分地区通信工具

和互联网接入才开始普及。中亚、东南亚、南亚、

西亚、北非地区的部分国家信息化基础和应用相

对落后，未来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巨大。信

息化水平表现优异的中东欧地区，其高等教育入

学率较高，保证了这些地区信息化建设的人才供

给。因此，立足于经济全球化下，国家信息化基

础设施建设、信息化产业相关配套需求的满足，

都需要人力资本的涌入。

人力资源的供给与社会需求密切相关。经

济全球化下，数字化相关产业的发展、传统产

业的数字化纵深需求、跨境电子商务的发展等，

要求职业教育对数字智能相关技能展开培养，要

求职业教育所培养的人才能带动当地信息化基

础设施产业的发展，实现当地数字经济的振兴。

作为职业教育环节的育人工具，部分“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的信息化水平有待提升，以保证

职业教育的育人效果；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

家的建设力量，大部分沿线国家需要搭建系统

性的职业教育体系，而当前只有新加坡、俄罗

斯以及中东欧国家具备。因此，“一带一路”国

家要大力发展职业教育，以实现区域数字经济

的人才供给，从而完成数字经济配套设施的稳

步建设，进而充分实现职业教育的社会服务能

力，实现经济与教育的配套循环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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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济全球化下“一带一路”国家
职业教育应对挑战的路径

（一）优化顶层设计，构建长期系统的职业

教育发展机制

政府及教育相关部门对职业教育的顶层设

计，是关乎职业教育未来发展动向和职业教育社

会服务能力的重要一环。因此，着力优化职业教

育的顶层设计，推动职业教育发展结构的科学设

计，对发挥职业教育在“一带一路”国家的积极

效应有显著意义。首先，“一带一路”国家要打

破忽视职业教育的传统观念，将政府、高校、劳

动力市场等关联组织集中起来，系统性地构建灵

活高效的职业教育发展体系，输出相应的配套政

策范本等。第二，“一带一路”国家要组建专家

队伍，涵盖政府机构、职业学校、教育专家、行

业专家在内的职业教育发展变革委员会，完成周

期性的统筹规划，不断更新完善本土职业教育的

管理制度、教育模式、交流渠道、人才输送等各

方面的信息疏导传递。第三，“一带一路”国家

要打通基础教育、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之间的资

源屏障，争取集聚与经济全球化下职业教育的必

须资源，同时打通多层次的交流合作渠道，实现

职业教育的完善进步。第四，要建立具有国际化

视野的管理制度和政策体系，努力推进“一带一

路”国家对教育资历的关联互认制度，努力将国

际化职能培养理念融入到学校治理和人才培养当

中来，为国际化的人才交流合作提供政策保障。

如此系统性的顶层设计，方能保证职业教育服务

“一带一路”倡议的有效性，进而促进“一带一路”

资源反哺职业教育，保证相应资源供给的最大化

利用。

（二）搭建合作平台，形成深刻全面的职业

教育跨国合作网络

纵观“一带一路”倡议的沿线国家，其职

业教育的发展水平高低不齐，但正由于“一带

一路”倡议的不断深化，发挥好人类命运共同

体在教育层面的广泛合作和经验传播变得不再

遥不可及。2019 年，我国教育部印发《推进共

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再次说明了国家间

政策、设施、贸易、资金等各方融合畅通均需

要人才培养的补给，同时也是“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吸取中国职业教育经验的良好信号。事

实上，“一带一路”倡议涉及到经济、社会、文

化、政治等多维度的人才支撑，具有双边乃至

多边培养背景的国际化技能技术人才，对“一

带一路”倡议的具体落地至关重要。因此，首先，

“一带一路”国家要借助“一带一路”倡议搭建

合作培养机制，实现国家间的协同培养，学习别

国职业教育的优秀经验，培养具备双边技能和

文化背景的跨国人才，培养具备国际大局观和

项目实际操作能力的中高技能人才。第二，“一

带一路”国家要以产业发展、经济增长为立足

点，积极搭建教育专家和行业人才的引进平台，

吸纳境外优秀人才，拓宽本土职业教育的视野。

第三，“一带一路”国家可以联合设立冠名奖学

金及具有奖学金性质的助学金，同时积极鼓励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学生前往别国完成跨境

进修、中长期项目交流学习。第四，“一带一路”

国家可以充分借助区域性、行业性高校联盟和

论坛的积极效应，充分开展各大职业教育院校

在人才培养和学科研究等方面的交流合作。总

之，“一带一路”国家要充分认识到经济全球化

下，本国产业发展、经济社会进步的需求，可

借助现有的跨国经贸合作、教育交流平台优势，

积极展开人才引进与经验学习活动，努力形成

“一带一路”国家的职业教育跨国合作网络 [13]。

（三）打通交流渠道，寻求均衡稳定的职业

教育发展路径

尽管各国职业教育发展水平不同，但是职业

教育发展中都会面临发展不均衡的现象，各国对

职业教育内涵理解的不到位，导致了职业教育的

失衡发展。不同国家之间的职业教育交流与合作，

对职业教育均衡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借助

不同交流平台，打通交流渠道，是实现职业教育

均衡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以中国为例，当前部

分集中在一线城市的高职院校，有能力开展国际

化教育，但是缺乏长期畅通的沟通交流机制，致

使合作停留在语言培训、短期交流互访、学生游

学的层面。人文交流的渠道不通畅、模式不新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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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次不高等问题，导致专业知识和教育管理理念

没有被有效引进。因此，首先，“一带一路”国

家要积极组织国家间的人文交流，充分了解彼此

的文化底蕴、产业特色、城市化特征等，同时形

成本国在“一带一路”地区的国家品牌和形象。

第二，“一带一路”国家的文旅互动频繁，也会

为周边国家彼此的人才流动创造良好氛围、打通

教育层面的交流通路，减少跨文化交流互动的障

碍与成本。第三，“一带一路”国家间的人文交

流互动，会为境外人才提供了解本国文化的渠道，

不知不觉中发出“本国声音”，释放“本国魅力”，

进而提升本国的国际声誉。在此基础上，“一带

一路”国家职业教育的交流学习氛围更为开放，

经验和人才的“走出去”及“引进来”会更为通

畅，保障了其他环节的交流合作的开放度和便利

度的提高。

（四）完善配套设施，打造科学合理的职业

教育培养工具

经济全球化下，面临生产力的提升，职业教

育对信息化技术技能人才、跨境商贸合作人才、

传统产业变革辅助型人才的供给提出了需求。然

而，“一带一路”国家职业教育的软硬件设备并

不充分，无论是计算机等教学设备、还是信息化

相关教学教案都需要更新迭代。因此，首先，“一

带一路”国家，尤其是信息化水平较低的国家，

要积极整合现有的交流合作资源，完善当地的信

息化基础设施建设，优化院校信息化教学设备。

第二，“一带一路”国家要充分借助信息化工具，

整合符合时代需求的教学内容，以更为新颖的教

学模式展现教学内容。第三，“一带一路”国家

可以充分搭建信息化教学通路，搭建优质的职业

教育资源库，至少实现国际职业教育资源的云端

交流融合。逐步完善本土信息化基础设施，争取

更新迭代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设备，搭建起职业

教育国际交流培养的云端资源平台，打通职业教

育国际化交流教学的云端培养机制，充分调动起

“一带一路”国家对职业教育的持续热情，对推

进经济全球化下的产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切实

保障教育政策的具体落实，从而实现“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职业教育的跨越式进步 [14]。

（五）鼓励产教融合，实现高效畅通的职业

教育成效检验

“一带一路”国家对职业教育重视度不高的原

因，在于缺乏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支撑要素的现

实洞察。因此，要想深层次推进“一带一路”倡议，

应让职业教育的顶层设计者发现人才培养过程中

的诟病，让职业教育的施教者深刻了解到有效的

教育活动对国家发展进步的重大意义，让职业教

育的受教育者意识到自己对经济全球化下“一带

一路”倡议发挥积极效应的重大作用。产教融合

的教学模式，便能很好地揭示国家各个产业的人

才需求。当政府部门、施教者、受教育者直面产

业升级对人才技术技能的新要求时，便能进一步

完善人才培养的动态机制。首先，职业教育的顶

层设计者要梳理出经济全球化下“一带一路”倡

议落地的攻坚产业群，实现职业教育的对口支援，

在缓解矛盾的同时发掘出产业发展的痛点，进而

完善职业教育中的薄弱环节。第二，职业院校间

可以建立区域合作实习实训基地，普惠至更多学

生的同时实现区域性的成效检验，进而将区域性

经验输送至规划管理部门。第三，可以在产教融

合中实施现代学徒制，借助高度融合的学校教育

和社会教育，满足“一带一路”国家职业教育变

革的现实需求，学校和企业共同完成学生的培养，

学生能实现专业知识和实操技能的同步学习。

总之，经济全球化为“一带一路”倡议在沿

线国家的落实再次赋能，对“一带一路”国家的

国际竞争力提升有着重要意义。在这个特殊的历

史时期，跨国产能合作和经贸活动的繁荣，造成

了中高技能技术劳动力的缺口，职业教育发展的

需求不言而喻。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国家职

业教育的社会服务能力却并不强，国家间的文化

和宗教差异、国家自身职业教育的国际化程度不

高、国家自身职业教育的信息化程度不高、国家

政策制定者对“一带一路”倡议下职业教育的顶

层设计不足等，都一一揭示着职业教育当前的难

题 [15]。因此，“一带一路”国家面对经济全球化

下职业教育的发展机遇和挑战，只有不断优化教

育制度的顶层设计、创造跨国教育合作平台、打

通跨国人才交流渠道、完善教育配套设施、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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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产教融合的办学形式，才能实现各自职业教

育的特色化发展、跨越式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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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Under Economic Global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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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margi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plan of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has created a cross-generational demand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At 

present,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reates opportunities for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erms of long-term development space, industry fit mechanism and brand building needs. At the same 

time, vocational education faces many challenges, such as incomplete information-based education 

facilities, lack of top-level design fo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nd low social service capacity for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need to 

deeply analyze the profound connot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to national development, complete the top-level 

desig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fully build a platform network for international exchange and cooperation, and 

scientifically plan specific training model of integration between industry and education, which is expected to 

ensure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be promoted smoothly in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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