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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业动态 

据教育部消息，2019 年高考报名人数超过千万人，为继 2009 年后首

次突破千万。近日，教育部等六部门也印发了《高职扩招专项工作实

施方案》的通知。 

 

 主要观点 

技能人才短缺，高等职教成为解决痛点的战略之举 

我国就业市场以低端劳动力为主、技术型人才短缺。根据人社部数据，

截止 2017 年底，全国共有技能劳动者 1.65 亿人，占就业人员总量的

21.3%，其中高技能人才 4791 万人，仅占比 6.2%。随着产业转型升级

的需求释放，结构性人才缺乏成为主要掣肘。市场供需来看，近年来，

技能劳动者的求人倍率（有效需求人数与有效求职人数之比）一直在

1.5 以上，其中高级技工的求人倍率可达到 2 以上。《国家职业教育改

革实施方案》的出台明确了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具有同等重要地位，

并将发展高等职业教育视为缓解当前就业压力、解决高技能人才短缺

的战略之举。 

 

高职院校扩招：“一主三辅”生源结构、两次补报名、专项考试 

高职院校迎来自上而下的扩招指引，参考往年高职招生报到率，扩招

100 万人对应高职招生计划增量约 115 万人，将分省确定招生计划，

重点布局在优质高职院校，发展急需、民生领域紧缺和就业率高专业

及贫困地区，学校拟定招生方案上报省教育厅批准。（1）扩大生源结

构：高职扩招生源构成“一主三辅”，即以高中阶段学校毕业生为主，

包括普通高中毕业生和中职（含中专、技工学校、职业高中）毕业生，

以退役军人、下岗失业人员、农民工和新型职业农民（三项以下简称

“退下农”）为辅。此次为配合扩招改革了考试招生办法，取消了高职

招收中职毕业生的比例限制，符合报考条件的往届中职毕业生也可参

加院校的单独招生。（2）两次补报名：2019 年高考前的补报名面向“一

主三辅”构成的报考群体，2019 年高考后 10 月份的补报名主要针对

今年 9-10 月退役的军人。10 月以前录取的于 2019 年秋季入学，10 月

以后录取的于 2020 年春季入学。（3）高职扩招专项考试：对于普通

高中毕业生和中职毕业生采取现行的“文化素质+职业技能”考试方

式，对退下农群体可免予文化素质考试，考试时间可在高考前、也可

在高考后，以高职院校单独考试为主。 

 

高职扩招致生源池扩容，高考报名人数十年后再破千万 

2019 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突破千万，同比增幅约 3%，连续两年报考

人数回暖，且为继 2009 年（1020 万人）后首次突破千万。数个省份

高考报名人数创下历史新高：河南 100 万+、四川 65 万、湖南 50 万、

广西 46 万、江西 42.1 万、重庆 26.4 万；辽宁今年新增近 6 万人至 24.4

万人报考，但较 2012-2013 年 25 万+仍有小幅差距；江苏保持 33 万人

左右报考规模；甘肃由去年的 27.3 万人降至 21.8 万人，北京则由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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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6.3 万人降至 5.9 万人。我们认为高职扩招带来高考生源池的扩容，

一是取消高职招收中职毕业生的比例，往届中职毕业生也可报考；二

是新增了“退下农”群体报考。同时，高职扩招将助力我国高等教育

毛入学率年内有望超过 50%，从而实现高等教育的普及化。在高等职

业教育能有效增加高技能人才供给、促进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将人口红利更好地转变为人力资源红利的背景下，我们预计高职扩招

仍将持续。回到院校的微观层面，教学质量过硬、专业强需求、就业

率高的高职院校将更易吸收到增量生源，享受政策改革红利。 

 

改革人才培养模式，1+X证书制度试点已启动 

“1+X”证书制度试点是此次职教改革系列措施中的创新之举，也是

重要任务。国家层面顶层设计不断完善，已出台《关于在院校实施“学

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方案》《职业技能等级证书

监督管理办法（试行）》等文件。地方层面落实相关政策措施，组织院

校积极参与试点，将 1+X 证书制度试点与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教师

队伍建设等紧密结合，推进学历证书与职业技能等级证书的有机衔接。

截止 5 月 6 日，首批试点的 6 个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中每个证书约有

200-600 所院校参与试点，学生总规模累计约 20 多万人。目前来看，

培训评价组织是X证书与标准的开发建设者，试点院校则是师资培训、

教学安排、考核站点建设等的实施主体，以高职、中职（不含技工）

学校为主，应用型本科高校和国家开放大学积极参与。 

 

 投资建议 

在结构性人才短缺的激化下，高职教育被赋予推动人力资源供给侧改

革的重要使命，国家层面给予百万级扩招指引，并配合分省制定招生

计划、改革考试招生办法、向中西部倾斜、加大财政保障力度等扶持

措施，高职教育迎来历史性的发展机遇。同时，1+X证书制度试点也

为职业院校提供了潜在的收入多元化可能。内生有强大教学基础和师

资力量、外延具备成熟整合经验的职教集团预期将更受益于职教改革，

建议关注中教控股、民生教育、希望教育。 

 

 风险提示 

监管政策趋严带来的不确定性，招生人数放缓风险、并购整合不及预

期，商誉减值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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