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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动态]

中央深改委审议通过《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

2019 年 7 月 24 日，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九次会议

并发表重要讲话。会议审议通过了《国家产教融合建设试点实施方案》。会议指

出，深化产教融合，是推动教育优先发展、人才引领发展、产业创新发展的战

略性举措。要坚持问题导向，试点先行，充分发挥城市承载、行业聚合、企业

主体作用，尊重教育规律和经济规律，发挥市场配置资源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统

筹推动作用，统筹部署、协调推进。

（摘自中国政府网）

教育部发布 347 项高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标准

近日教育部组织完成了首批 347 项高等职业学校专业教学标准的修（制）

订工作，标准自发布日起执行。其中共 19 大类：农林牧渔、资源环境与安全、

能源动力与材料、土木建筑、水利、装备制造、生物与化工、轻工纺织、食品

药品与粮食、交通运输、电子信息、医药卫生、财经商贸、旅游、文化艺术、

新闻传播、教育与体育、公安与司法、公共管理与服务。

（摘自教育部网站）

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发布

《智慧学习工场 2020 建设标准指引》

2019 年 7 月 29 日，由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主办的《智慧学习工场

2020 建设标准指引》发布会在北京召开。

一、智慧学习工场建设的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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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智慧学习工场是产教融合深化的新平台。在这里，教育、人才、科

技、产业和信息等要素实现更加充分和广泛的聚集、融合、互生、共享，为高

等学校和职业院校培养复合型、应用型和创新型人才提供基础架构。

（二）智慧学习工场是适应科技革命的新机制。在这里，推动以数字化智

能化平台为中心，灵巧学习、集成化场景、全域感知、数字化评价、智慧管理

等有机结合、自我演进，推动高等教育和职业教育进入到智慧教育的新时代。

（三）智慧学习工场是实现终身学习的新载体。在这里，立足个人的发展

需求，设计每个学习者的能力图谱和流线，以学习者为中心配置学习资源，设

计教育流程，因需而智、终身服务。

（四）智慧学习工场是未来学校形态的新探索。智慧学习工场既可设置于

现有学校，又可设置于企业和科研院所；既可是大型集成的园区式的，又可是

小型融合式的；智慧学习工场的广泛的互联与协同将形成未来的教育体系框架。

二、智慧学习工场建设的设计原则

（一）直击痛点，高维设计。围绕学习者成长动力与流程、人才培养机制、

学校内部建设、学校与外部协同等多处痛点，以需求导向明确、应用场景广泛、

产业支撑强劲的实验项目为切入口，打造现场和虚拟教育的融合平台，使教育

扩展到家庭、工厂、社群、产业等更广阔的社会自然环境。

（二）多元融合，构筑生态。智慧学习工场以多元融合机制，打破时空壁

垒，搭建人才培养、科学研究、技术集成、产业支持、转化应用、文化传承与

创新和社区服务的综合性开放融合生态，为教育新形态演化无尽的可能性。

（三）数字智能，重构底层。智慧学习工场集成 5G、大数据、AI、VR&AR、

区块链等技术，建成能够感知环境、识别情境、记录行为、联接社群的教育环

境。通过构建数字化、智能化底层平台，为自主学习、多元化学习提供条件。

（四）多点突破，创新机制。智慧学习工场通过科学的宏观指导机制、精

准的激励机制、专业的服务机制、适切的咨询机制和完善的保障机制等，促进

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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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世界前沿，国际对接。智慧学习工场还将以国际合作项目和平台，

汇聚全球创新要素、促进教育变革，在智慧学习工场中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

全球领导力、全球一流水准的教育生态。

三、智慧学习工场建设标准的架构

智慧学习工场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旨在孵化未来学校形态和现代教育业

态。其中，顶层设计是先决条件，体制机制保障是创新动力，赋能学习者是核

心目的，智能基础设施是关键载体，开放融合生态是发展保障。聚焦这五个维

度，标准内容分为一级指标和二级评价细则。

（摘自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网站）

教育部发布《首批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

立项建设单位和培育建设单位的通知》

8 月 6 日，教育部发布了《首批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立项建

设单位和培育建设单位的通知》。首批国家级职业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立项建

设单位 120 个，培育建设单位 2 个。专业领域包括：工业机器人应用与维护、

Web 前端开发、人工智能技术与应用、云计算与大数据运用、航空装备技术与

应用、汽车运用于维修（含新能源汽车）、建筑信息模型制作与应用、物联网技

术、化工与制药技术、新能源与环保技术、电子商务、现代物流管理、养老服

务、家政服务、幼儿保育与学前教育。

（摘自教育部网站）

[“国家资历框架”研究]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中提出要健全国家职业教育制度框架，推

进资历框架建设，探索实现学历证书和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互通衔接。专家、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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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针对国家资历框架建设进行了广泛研究与实践探索，对进一步建立完善国家

资历框架起到了很好的指导借鉴作用。

理论研究摘编

一、国家资历框架建设的背景①

资历框架建设已成为一种国际教育发展趋势和国家之间教育交流与合作的

重要媒介。国家资历框架是一个国家制定的能力水平等级和类别体系，是根据

知识、技能和能力要求构建的一个连续的被认可的资历阶梯。根据相关资料显

示，世界上已有超过154个国家建立了或正在实施自己的资历框架。

在我国，国家资历框架建设是终身学习背景下产生的新命题，受到内外部

双重背景影响。从外部环境看，全球化、国际化、信息化、知识经济时代正在

塑造一个跨越地理限制的一体化国际劳动力市场，国家人力资源战略要为国内

外人才提供一个一致的人才评价制度。从内部环境看，一方面，知识经济时代

以及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到来，让人们有了更多学习的机会，他们渴望实现“资

历货币”在教育市场和就业市场的有效流通和兑换；另一方面，我国现行教育

体制下，各层次教育条块分割、质量标准不一，教育与劳动力市场脱节，社会

对建立国家资历框架有着特别的渴望。

二、国家资历框架建立的基本动因及意义①

基本动因：挑战“中心—边缘”格局，促进我国从大国向强国转变；加强

文明间对话，推进全球化进程；重申教育主权，保护教育合法权益。

实践意义：扫除终身学习障碍，实现学习成果的可累计和可转化；促进终

身学习，实现自我完善；明晰教育发展路径，促进教育有效投入。

长远意义：借鉴国际经验，提升教育质量；建设教育强国，促进人的全面

发展；适应经济发展需要，提高教育投入效率。

三、国家资历框架的基本内涵②



- 5 -

资历框架建设是一种世界性行为。欧盟把资历框架定义为“反映能力水平

（学习成果）的等级体系”。依据其适用范围，可将资历框架分为三类：一是

局部框架，它适用于一个国家内某一教育领域的资历框架；二是综合框架，它

指适用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历框架；三是区域资历框架，它用于特定地理区

域内多个国家或地区之间建立起来的可以实现资历对比的框架。

国家资历框架是一种综合框架，旨在保证国家人才和劳动力合理分层、有

效配置以及人力资源合理开发、有序流动的基本制度体系。国家资历框架是一

个纵向分级、横向分类的资历等级系统。资历是国家资历框架中的核心要素，

国际上也将其称为“学习成果”。资历是一种总称，是个人获得某一层次或某

一类型知识、技能和能力的综合反映，代表着“具备的资格”“准入条件”“胜

任”“达到标准”等含义。资历有多种证明形式，一般而言，包括教育资格证

书和职业资格证书等，是由学历、学位、文凭证书、资格证书、学业证明等所

构成的一个结构体系。

所谓“国家资历框架建设”，即整理、分类、规范、认可整个国家范围内

存在的不同层次和不同类型的“资历”，并建立“资历”之间的转换标准和规

范体系。就其功能而言，一是为不同层次、不同类型教育的知识、技能和能力

制定一个统一的评价标准，使外界能用一个统一标准对个人资历等级做出判断；

二是为了构建资历阶梯，保证各类资历的可比性和可转换性，实现资历间的上

下互通，促进个人终身学习；三是为提升人力资源存量、优化人力资源增量提

供有效工具。

四、国家资历框架建设的基本目的②

（一）反映我国的教育价值观。确立文化自信，展示优秀教育传统；确立

道路自信，传播主流教育价值观；确立制度自信，构建教育的国家标识。

（二）实现教育行为的标准化。确立教育行为单元，使教育行为具有可测

量性；建立资历认定程序，使教育行为具有明确规范性；建立资历审核制度，

使教育质量具有可监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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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构建立体化的终身教育系统。划定学习成果要求，使教育层级间的

界限更加鲜明；确立学习单元制度，使教育系统内部联通；开发社会资源，使

教育运行更有效益。

五、国家资历框架建设的基本要点②

（一）确立教育行为的测量标准。确立知识、技能、能力三元维度，使资

历系统标准统一；知识、技能和能力可用书面考试、现场操作、行为履历来衡

量；知识、技能和能力可用成绩、成果和声望来证明。

（二）确立教育行为单元的逻辑依据。从整体上看，资历宜分为初等教育、

中等教育、高等教育三个层级；从实际需要看，资历宜分为普通教育、职业教

育和闲暇教育三种类型；从教育形态看，资历宜分为线下教育、线上教育和混

合教育三种形态。

（三）确立教育行为时效标准。学习能力具有长效性，普通教育文凭终身

有效；技术更新周期短，职业教育证书十年有效；市场具有多变性，技能资格

证书的有效期更短。

六、国家资历框架建设的基本原则、过程及实施路径③

国家资历框架建设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程，需要坚持三项基本原则：本土

化原则、国际化原则和动态化原则。

在实践中，资历框架建设可分为三个阶段推行：（1）在教育发达地区先行

试点，探索出资历框架实施的相关经验；（2）国家重点推介资历框架的成功范

本并构建一个全国性资历框架模本；（3）在全国范围内有序推进国家资历框架。

目前，我国国家资历框架建设实践主要体现为几个方面：（1）国家教育标

准体系正在不断地完善与优化；（2）一些地方正在开展“学分银行”的试验，

如广东省开放大学开始筹建自己的学分银行；（3）一些研究机构正在尝试进行

职业资历框架建设；（4）国家有关部门正在推动专业学位与职业资格对接等。

总体而言，国家资历框架建设路径宜分为三个步骤进行：（1）理念倡导先

行，加深人们对国家资历框架认识、理解和接受；（2）相关法律政策配套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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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做到立法与行政保障国家资历框架的落实；（3）专业部门负责落实，真正

使国家资历框架的建设目的得以体现。

（①摘自《学术探索》2019年第5期，作者：王洪才，汤建；②摘自《华中师范大学学

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作者：王洪才，汤建；③摘自《教育学术月刊》2019

年第6期，作者：王洪才，田芬）

实践研究摘编——广东终身教育资历框架的实践

一、资历框架的管理和统筹机构

广东省建立高效率的管理机制，成立了学分银行管理委员会作为决策机构，

具体由省直 6委厅（教育厅、人社厅、发改委、工信厅、民政厅、财政厅）、2

院（教育考试院、教育研究院）、6 校（广东开放大学、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

学、华南师范大学、广东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广州番禺职业技术学院）组成；

同时建立了专家委员会作为咨询机构，由境内外 21名知名专家组成；设立了学

分银行管理中心作为管理与执行机构，学分银行管理中心挂靠广东开放大学；

省政府安排省财政专项经费支持学分银行建设。

二、资历框架的资历级别和等级标准

广东资历框架是广东省构建终身教育体系的基础性支持制度，它明晰了普

通教育、职业教育、培训及业绩相互之间的关系，将资历级别分成 7级，并从

知识、技能、能力三个维度描述了各等级的标准。是我国第一个具有标准化特

征的地方资历框架。

三、基于行业能力的职业标准

在广东终身教育资历框架发布后，广东省正式启动汽车业、机械制造业能

力标准研制试点工作。除了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外，试点行业能力标准具有鲜明

的区域特点和标准化特色，继续采用标准化方法，以获得最佳秩序和社会效益

为目标，研制机构涵盖教育研究机构、各级各类高等教育机构、行业协会、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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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技能鉴定机构、标准化技术机构等市场主体，最终以团体标准形式发布。

四、开展学分认定、积累和转换工作

广东省分批建立了近 60万个终身学习账户并存入了 1256 万学习成果，目

前已在全省开展学分认定和转换试点工作，其中广东开放大学开展学习成果认

定与转换工作已覆盖计算机应用技术、会计电算化等 31个专业近 10 万名学生。

为进一步推进全省学分认定、积累和转换工作，促进各级各类教育的沟通和衔

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拟发布《广东省关于推进高等教育学分认定和转换工

作的实施意见》，包括学历教育课程、各级各类证书、职业技能、非遗传承、工

作经历、创新创业、社会服务、发明专利等成果的认定和转换方法。

五、技术支撑平台

广东终身教育信息管理平台充分考虑了学习者、统筹和管理机构、质量保

障机构、学分认定和积累实施机构等不同角色的个性化需求，以资历框架为基

本制度，以服务学习型社会建设、满足各级各类学习成果认定和转换为目标，

以大数据、智能化为引领开展建设。学分银行信息管理平台目前已上线运行。

（摘自《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9年第18期，作者：李雪婵，赵斯羽，关燕桃）

国外资历框架研究摘编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机构2017年联合发布的《全球区域和国家资历框

架目录》的统计，全球建立和实施资历框架的国家或地区总数已达到159个。资

历框架的发展从一国资历框架发展到跨国的区域资历框架。全球已经建立的区

域资历框架有7个，为126个国家或地区提供了跨国资历和学分对接的标准。

一、欧洲资历框架（EQF）

欧洲资历框架于2008年发布，包括8个基于学习成果的资历等级，从基础等

级（第一级）到最高级（第八级），适用于各级各类的教育、培训和资历，包括

普通教育、职业教育与培训、高等教育以及成人教育。每个级别都可以通过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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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教育或职业的路径和资历来实现，包括认证非正规教育和非正式学习所获得

的资历。截至2019年4月，39个欧洲国家都已制定或实施资历框架。

二、东盟资历参照框架（ASEAN QF）

东盟资历参照框架的构建设想始于1995年，首次提出行业资历在成员国之

间的互认。2013年11月形成了东盟资历参照框架的草案，2014年3月最终修订完

成东盟资历参照框架，2015年正式发布实施。共8个级别，包括一套完整的级别

指标体系，涵盖知识和技能、应用和责任两个能力标准维度。

三、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区域资历框架（SADC QF）

2017年5月，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区域资历框架正式发布。框架包括10个等

级。为便于区域内各国国家资历框架的对接，建立了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资历

认证网，作为成员国资历认证和衔接的工具，并要求每个成员国都建立专题工

作组和协调点，将国家资历上传至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资历网，并在2016 年制

定和批准了在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中过往学习成果认证的区域准则。南部非洲

发展共同体成员国国家资历框架的发展和实施进程不一，呈现出阶段性差异，

有的国家正处于国家资历框架发展的最初阶段，有的国家正在开始制定国家资

历框架，但已经建立了职业教育与培训的资历框架，与此同时，有4个国家已经

实施了十年或更长时间的国家资历框架。

四、太平洋资历框架（PQF）

太平洋共同体包括26个太平洋岛国，太平洋资历框架的理念于2001年首次

提出，由10个资历等级组成，包括所有类型的教育和培训：普通教育、成人教

育、社区教育、职业教育与培训和高等教育，级别指标包括三个能力标准维度：

知识和技能，应用（归类和问题解决）和自主（支持度和判断力）。太平洋资历

框架建立和实施的基础是太平洋质量保证框架，涵盖一套质量保证标准。

负责监督太平洋资历和标准名册的资历小组制定了详细而又具体的未来发

展计划，包括开发专业认证和职业标准，制定区域和国际资历认证程序，探索

外部质量保证职能，支持建立国家和地区认证机构，协助较小的岛屿国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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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里巴斯和图瓦卢）探索资历框架和质量保证体系建立的最佳选择，支持区域

资历的发展、认证和链接，在两年内审查太平洋资历和标准名册数据库。

五、加勒比共同体资历框架（CARICOM QF）

2012年，加勒比共同体开发了区域资历框架草案，作为“参考基准”支持

学习者的流动以及区域内资历的衔接和认证，提供足够的独立数据以提升区域

和国际资历的透明度。2016年10月，利益相关方区域会议批准了加勒比资历框

架草案，并同意通过和实施相应的建议。加勒比资历框架草案以“理想的加勒

比公民”原则为基础，包括10个等级，资历的能力标准维度包括：（1）知识和

理解；（2）应用和实践；（3）沟通交流、计算和信息通信技术；（4）生活技能；

（5）自主、责任和与他人合作。

六、海湾资历框架（GQF）

海湾资历框架于2014年5月在正式发布。海湾资历框架为海湾合作委员会成

员国之间资历体系互认和衔接提供了共同参考框架，包括10个等级，覆盖了普

通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培训，但海湾资历框架的主要目的是为海湾国

家的职业教育与培训和职业资格证书体系提供服务，所有资格证书将对接或基

于职业技能标准。

七、英联邦小国虚拟大学资历框架（TQF）

英联邦是由53个成员国组成，英联邦学习共同体于2003年开始建立英联邦

小国虚拟大学（VUSSC）。2008年10月，跨国界资历框架的第一个管理委员会得

到任命，该委员会于2010年制定了跨国界资历框架的实施计划，正式启动跨国

界资历框架建设。跨国界资历框架被定义为，“根据规定的学习水平的既定标准

对英联邦小国虚拟大学资历进行分类的转换工具，以改善学分转换并促进参与

英联邦小国虚拟大学国家之间的共同认证机制”，包括一套完整的级别指标体

系，涵盖三个能力标准维度：知识和理解、技能以及更广泛的个人和专业能力。

不包括在国家和地区层面进行教育提供者的认证，但包括资历的注册。

（摘自《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9年第18期，作者：谢青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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