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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凉山州概况
凉山彝族自治州是我国最大的彝族聚居区，位

于四川省的西南，全州辖1市16县，面积约6万平方

公里，现有人口400多万，境内有汉、彝、藏、蒙古、纳

西等10多个世居民族。州内物质资源极其丰富，拥

有大量的矿产、经济作物、畜牧产品和珍禽异兽。

然而因为生活条件较艰苦，难以吸引人才，当地人

又缺乏先进的职业技能培训，缺乏开发利用这些资

源的专门人才，这极大地阻碍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快

速发展。长期以来，该地区的第二、三产业发展相

对落后，职业技术教育难以找到用武之地，该地区

对职业技术教育的需求层次较低，就业人口的就业

素质较低，然而，正是由于少数民族就业人口就业

素质较低，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提高劳动者就业素

质的需求就变得更为迫切。根据当地自然资源的

优势，针对市场需求，培养专门人才的职业技术教

育对该地区经济有直接的推动作用，可以改变该地

区区域经济落后与人才缺乏的恶性循环。

2 职业技术教育的特点
和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技术教育具有自身鲜明

的特点。《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指出：“职业

教育是现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工业化、社会

化和现代化的重要支柱”。它的“培养目标应以培

养社会大量需要的具有一定专业技能的熟练劳动

者和各种实用人才为主”。这就规定了，职业技术

教育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它具有所有教育的共

同特征，即它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另一方面，它

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这是其他教育所不具有的特

点，即职业技术教育是直接为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

所服务的，包括直接为行业建设服务，直接为人的

就业服务，它与市场特别是劳动力市场的联系最为

直接、密切。这些特殊的属性，决定了职业技术教

育的不可替代性。其特殊性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2.1 鲜明的生产性

职业技术教育的生产性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

面，职业技术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是由社会生产力决

定的。职业技术教育是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

的基础上产生的，同时，生产力的发展也要求职业

技术教育需要不断调整其教学内容、教学方式等各

个方面与其相适应。另一方面，职业技术教育的发

展是直接为社会生产力服务的。与普通教育相比，

职业技术教育鲜明的生产性主要体现在，它通过向

受教育者传授特定教育内容，使他们能很快提高生

产技能和操作水平，在提高劳动生产率和促进社会

经济增长上发挥巨大作用，直接促进社会生产力的

提高和社会经济的发展。

2.2 时代性

由于职业技术教育的水平必然受社会生产力

发展水平的制约，受特定社会生产力关系的制约，

因此，职业技术教育带有历史的和时代的特征。在

人类社会的漫长发展中，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时代，

人们所从事的是劳动力密集型劳动，职业技术教育

只能以人人相传或父子祖传的形式在自觉和不自

觉中世代相袭，这就使职业技术教育的效率和其所

形成的社会效益是原始的、低下的。而在生产力高

度发达的今天，人们的劳动也由劳动密集型产业向

知识密集型产业的转变，这就要求职业技术教育要

适应这一变化，运用一切现代化教育理论和现代化

手段，提高职业技术教育效率，要求职业技术教育

在培养目标、课程开发及专业设置等方面及时做出

积极的反应，培养出适应现代社会生产力要求的，

具有现代知识结构的专门人才。这些都使职业教

育具备鲜明的时代特色。

2.3 地方性和行业性

一方面，职业技术教育主要是针对地方和行业

的具体特点来培养人才，因此，它能够为地方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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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提供人才支持和技术支持，以此带动地方和行业

发展，特别是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职

业技术教育的发展，又需要依靠地方和行业的优势

和条件，需要地方和企业能够为职业技术教育的开

展提供例如办学资金、设备以及实践场地等条件，

需要地方和企业与学校沟通，完善专业结构及教学

内容的设置等等。再一方面，职业教育的地方性与

行业性，还体现在地域和行业的差异性上。不同地

方和行业对人才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不同地区有不

同的资源状况，产业结构、开发方向和生产力发展

水平，职业技术教育必须主动适应这些差异性，突

出地方和行业的特点。

3 职业技术教育在凉山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
用

从职业技术教育的特点可以看到它在社会发

展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而

自然资源又非常丰富的凉山地区，职业技术教育更

是凸显了其在促进当地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

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3.1 职业技术教育为凉山经济发展提供人才，充分

开发当地特色资源

人才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民族地

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离不开多层次、多专业的人

才，除了少数的高新技术人才之外，大量高素质的

劳动者和初中级专门人才必须要靠民族地区自己

来培养。在各类教育中，唯有职业技术教育才能适

应这种需求，因为民族地区的职业技术教育立足当

地社会实际情况，能够根据当地的资源优势、社会

发展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人才培养，为当地、周边

地区甚至更远的地区发展经济提供技术支持和人

力支持。

凉山州经济发展相对落后，而要发展经济就需

要一批高级人才及大量的专门人才的支撑。但现

实情况却是当地就业人口中缺乏大量的专业技术

人员，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

效途径。

凉山州拥有十分丰富的矿产资源，目前，已发

现矿产100多种，矿产地1800多处，有探明资源储

量的能源、金属、非金属矿产地470多处，主要矿种

中黑色、有色金属和稀土有较大规模储量，居全省

首位，钒钛磁铁矿资源已探明储量17.9亿吨。同

时，该州还有储量31亿吨的盐矿和丰富的石灰石、

白云石等资源，这些都是凉山州的特色自然资源。

通过职业技术教育培养专门的人才合理有效开发

利用这些自然资源，才能充分实现这些资源的经济

价值。

凉山州不仅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还拥有独天

得厚的气候优势，灿烂的阳光，四季如春的气候、独

具特色的彝族文化、摩梭文化等自然资源和人文资

源。要充分发掘和利用这些资源，实现这些资源的

经济价值，同样也需要通过职业技术教育培养大量

高素质的专门人才来开发和有效利用这些资源。

3.2 职业技术教育可提高当地人口素质

职业技术教育是提高劳动者技术水平、增强劳

动适应能力的重要途径。首先，在凉山州有很大比

例人口居住在偏远的农牧地区，他们接受正规教育

的时间短，文化水平较低，劳动者技术和技能缺乏，

这些已经成为制约当地劳动者就业和再就业的重

要因素。如何提高劳动者的文化和技术素质, 增强

劳动者的就业能力和适应能力，拓宽就业门路和就

业领域，成为劳动者就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

通过职业技术教育可以有效地提高劳动者的就业

素质。其次，在凉山州，由于地理位置偏远，当地人

口与非民族地区人口的交流相对较少，导致当地人

口的就业观念落后，这些落后的观念严重制约着农

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城镇下岗、失业职工再就业工

作的开展。职业技术教育担负着劳动者专业知识

更新和新技术培训的任务, 通过培训使劳动者具有

不断更新专业，提高自身素质的观念，具有适应变

换新职业的能力，从而使劳动者顺利地从一个地区

转移到另一个地区，从一个部门转换到另一个生产

部门。再次，职业技术教育有助于全社会劳动者文

化知识水平和教育程度的整体提高。职业技术教

育也是我国国民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地

人口在接受职业技术教育的过程中，一方面提高了

自身的职业技能，另一方面也在不断提高自身的科

学文化水平和受教育水平。通过职业技术教育可

使当地人口的综合素质得到提高。

3.3 职业技术教育促进就业，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和普通教育相比，职业技术教育所具有的独特

性之一便是其培养的人才是直接为社会各行业服

务的，具有很强的针对性，能够有效地提高当地人

口的就业素质。凉山州地理位置较为偏远，长期以

来，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落后，人口素质与非民族地

区相比还存在一定差距，很多边远地区人口由于受

教育水平低，没有一定的劳动技能，难以就业，这在

一定程度上给社会稳定带来一定影响，而职业技术

教育在维护当地社会稳定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

用。首先，当地人口通过职业技术教育可以提高其

就业的能力。人口就业能力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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减少了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其次，他们在接受职

业技术教育的过程中，也提高了自身的文化素质、

道德水平。当地人口就业素质及综合素质的提高

能够有效地促进当地社会的稳定。再次，通过职业

技术教育促进了当地人口的就业，人们安居乐业

了，社会自然也就稳定了。

3.4 职业技术教育促进当地新农村建设

在中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

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而农村现代化

建设是中国现代建设的关键，也是难点。推进农村

现代化建设首先必须加快农业生产的现代化。要

加快农业生产现代化速度，就必须让广大农民掌握

从事机械化生产及现代化农业生产的技能。

凉山州很多地区还是农牧地区，一些较偏远的

农村地区无论经济和文化发展还相当落后，这些地

区的很多优势资源没有得到有效的开发和利用。因

此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通过农村职业技术

教育，向农村提供智力支持和人才支持，促进农村和

农业的现代化，加快该地区新农村建设的步伐。

3.5 职业技术教育有利于学习型社会的构建

社会、科学技术及生产力的不断发展需要的是

终身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和培训是终身教育体系和

学习型社会的重要支柱。职业技术教育既是与经

济和市场直接联系的、培养应用性、技能型人才的

就业教育，又是面向不同层次学生和全体社会人员

的全民教育，职业技术教育有利于学习型社会的构

建。

在凉山州，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当地人口

的观念相对落后，竞争意识较为淡薄，终身学习的

意识更是薄弱，这种落后的观念意识严重制约了当

地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发展。因此，大力发

展职业技术教育，可为当地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和形

成学习化社会奠定基础，促进当地社会的不断发

展。

综上所述，当前凉山的发展不仅需要大量科学

技术人才，更迫切地需要一大批受过良好职业技术

教育的专业人才，这就需要职业技术教育在该地区

充分发挥其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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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ared with general education，professional technical education has its own uniqueness that
cannot be substituted. Liangshan’s society，economy，culture are relatively backward，but there are abundant na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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