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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职业院校要着力提高国际化水平和国际竞争能力,培养更多国际化人才,服务“一带一路”
建设。 现实中,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存在不利于发展的多重失衡和现实挑战。 天津市职业院校创新

“鲁班工坊”合作办学模式,创立了中国职业教育国际知名品牌,为职业院校“走出去”提供了一种范

本。 文章首先概况职业教育国际化形成及存在矛盾,然后分析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中面临的现实挑

战,最后以天津“鲁班工坊”创建模式为例说明应对职业教育国际化现实挑战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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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一体化的过程中,教育系统不再受空间,
时间的限制,职业教育积极配合教育对外开放战略,
培养具有国际能力的技术技能人才,开创国际教育

新模式,以国内化,区域化为前提和基础,融入国际

化的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观念,运用科学的教学手

段,依据国际公认的课程标准,依托“鲁班工坊”办学

模式,培养具有全球视野,创新能力,国际竞争力的

通用型技能人才,探索职业教育国际化的新路径。
天津市职业院校属于国家教育改革示范学校,

借鉴孔子学院办学经验,率先实施了职业教育国际

化知名品牌———“鲁班工坊”,依据 2016 年教育部

《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中提出与“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加强合作的战略部署,通过制度创新、
路径创新、教学创新、源动力创新,先后在泰国、印
度、巴基斯坦等 8 个国家创建了具有中国职业教育

特色的“鲁班工坊”,实现了办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模

式的创新。 2018 年,习总书记强调了在非洲建立 10
个鲁班工坊,标志着鲁班工坊的建设已经上升为国

家战略,从试验完善走向成熟推广。

一、职业教育国际化的现状与矛盾

(一)职业教育国际化的现状

　 　 目前职业教育国际化进入深度融合为主的创新

发展阶段。 2018 年 9 月 10 日,习总书记在全国教育

大会上用“不拒细流,方为江海”强调扩大教育对外

开放,提升中国教育在世界的影响力。 在世界经济

高度全球化,信息化的时代,教育国际化必然成为经

济全球化的选项之一。 《推进共建“一带一路”教育

行动》中提出,鼓励中国优质职业教育“走出去”,探
索开展多种形式的境外合作办学,培养当地急需的

“一带一路”建设者,职业教育“走出去”的顶层设计

者,引领职业教育国际化水平的提升和全面的深化

改革。
面向 2035 中国教育对外开放发展战略,加强同

世界各国的教育交流,提升新时代教育对外开放质

量和水平。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能力和综合实力的不

断提升,“一带一路”战略发展计划的提出,使中国与

沿线国家的经济交流越来越密切,同时也促使对国

际化人才需求量的激增,作为中国高等教育半壁江

山的职业教育,以“双高”计划为抓手,提升职业教育

国际化水平,探索援助发展中国家职业教育的渠道

和模式,开展国际职业教育服务,建设一批鲁班工坊

和区域性国际职教中心,在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等方

面迈向国际化,为职业教育“走出去”打下基础。

(二)职业教育国际化的矛盾分析

　 　 新制度经济学说认为,在技术发展、制度改革中

会形成一定的“路径依赖” [1] ,而改革创新则是其中

的核心要旨。 “路径依赖” 的本质与物理“惯性” 具

有一定的相似性,不断增加的边际收益会进一步完

善路径的支持体系而自我强化,当强化程度超过“临

界容量”时“锁定”,在没有系统外结构性冲击力的

作用下,很难转换至另一路径。 职业教育国际化进

程中存在多重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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矛盾一:时间序列上的失衡

“一带一路”倡议为职业教育打开了发展空间,
也要求职业教育为其提供人力和智力支持。 国际化

不是空穴来风,是建立在我国职业教育取得成就基

础上的创新发展,存在对职业教育基础性依赖,职业

教育要实现从初始的单向“请进来”到现实的国际化

“走出去”,宏观环境已发生重大变化,必须创新发

展。 然而,由于对已有制度体系的过度依赖,职业院

校创新意愿不强、发展动力不足、实践能力不够等

等,导致国际化进程缓慢,未能跟上快速发展的步

伐,存在时间序列上的失衡。
矛盾二:人才供给与需求之间失衡

习总书记强调,新时期教育工作的开展要有新

视角、新眼光、新站位,能够从国际视野出发,认识到

教育改革的战略价值,这样才能主动创新,让教育和

国家发展同步,共同推动教育事业发展。 近年来,我
国职业教育发展成就斐然,高素质的应用型人才服

务于各行各业,业已形成基于国内经济建设需要的

职业教育制度,然而,在全球一体化建设过程中,需
要大量高标准的“国际型”人才,供需错配,人才供给

与需求之间失衡严重。
矛盾三:制度标准与国际化之间失衡

制度作为具有一定稳定性的规则体系,约束主

体过分追求福利或效用最大化的行为[2] ,制度因应

历史发展变革的诉求而完善更新得以存续。 当前,
国内职业教育体系还存在一些短板,缺乏规范的标

准制度,教育体系有待完善,这些问题对于高质量人

才培养造成了一定困扰,同时还缺乏与之相关的配

套政策[3] ,尚未形成国际化创新发展之合力,降低了

职业教育与“一带一路”建设之间的耦合度,存在制

度标准与国际化之间的失衡。 因此,需要探索破解

多重失衡之策。

二、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中的现实挑战
及其形成原因

　 　 将职业教育纳入“成本-收益”的分析框架,基
于路径依赖理论分析我国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中的

影响因素:规模效应滞留、协调效应掣肘、适应性预

期制约、报酬递增牵制等等。
因素一:规模效应滞留

 

在一定规模经济体内,一项制度的不断完善,其
运行初始成本常常具有边际递减的特征,单位成本

和追加成本会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 改革开放带动

了职业教育的长足发展,当前,我国职业教育规模已

经跃居国际第一位,各类职业院校已经超过 13300
多所,为各行业输送职业人才超过 2 亿人次” [4] 。 职

业教育已经形成典型的规模优势,这在一定程度上

会弱化职业院校国际化创新意愿,部分地消解创新

动力。 加之,“一带一路”下大规模的国际化变革,从
无到有,由点到面,缺少可供借鉴的历史经验,只能

边行边试,摸着石头过河,必然增大时间成本和试错

成本,这些都会对国际化产生不利影响。
因素二:协调效应掣肘

职业教育制度作为整个社会制度网络的一个

节点,必定受到社会宏观制度环境的嵌入性影响。
基于国家宏观政策的支持,得益于中国国力的不断

增强,职业教育与国家宏观制度体系之间形成了良

好的耦合效应。 加之,各级地方政府为了促进区域

经济发展,也制定了一系列扶持措施,形成成熟的

配套制度。 高等职业教育要与国际规则接轨,这些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规则层层叠加协调作用,形成了

一个错综复杂的相容性网络系统,虽然对职业教育

基础产生良好的促进作用,但也增大了国际化突破

制度网络制约的成本和创新难度,掣肘了国际化

发展。
因素三:适应性预期制约

进入新时期以来,职业教育的发展备受重视,凸
显其时代价值。 职业教育不断地发展完善,增强了

的权威性,带来良好的发展预期,得到社会各界的普

遍认同。 适应性预期的向好,放大了优势,遮蔽了缺

陷,一旦形成共识,必将形成“惯性”,产生一定的改

革阻力。 加之,国际化面临较高的不确定性风险,与
国外行业、企业、学校之间如何协作、风险如何分担、
利益怎样分配等问题错综复杂,矛盾层层叠加,风险

隐患增多,“规避风险”降低成本的本能将会制约职

业院校国际化。
因素四:报酬递增牵制

所谓的学习效应,指的是行为主体依靠不断学

习各种制度规则,以此来完善制度的过程[5] 。 通过

学习可以保障制度有效实施,组织获利机会也大幅

增加。 学校注重产教融合,建立起全新的师带徒制

度,和各大企业广泛合作,鼓励学生在实践中探索成

长,应用型人才为现代产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职业教育积累了较多的制度红利,产生良好的社会

效益和经济效益,形成报酬递增,会产生一定的创新

惰性。 加之“一带一路”下职业教育国际化不但要了

解沿线国情民情,还要进行装备配置采购、管理体系

修订、运行机制完善、师资重新培训。 不管物质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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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还是制度建设,都要投入巨大的创设成本,牵制

了国际化发展。 因此,职业教育主体已然形成了对

已有制度体系的路径依赖,需要探究突破之法。

三、应对职业教育现实挑战的基本策略:以创
建“鲁班工坊”为例

　 　 职业教育从无到有,经历了艰辛曲折的发展历

程。 天津职业教育起步较早,已经成为教育改革示

范区,与国际职业教育无缝接轨,从而构建起教育质

量提升的新支点。 天津市职业院校进行了大量国际

化创新,在海外已建成 8 所“鲁班工坊”,以中国教学

模式、教学标准、教学装备、教学资源开展境外学历

教育和技术培训,破解了路径依赖和多重失衡,创立

了中国职业教育国际知名品牌。
策略一　 制度创新:完善国际化全方位支持体系

在国际化发展理念下,职业教育也要“走出去”,
以开放的姿态融入国际大环境,这也是职业院校参

与国际竞争、求生存谋发展的必然选择。 国际化涉

及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单纯依靠职业院校

的力量难以有效突破业已存在的路径依赖。 同时,
西方发达国家较为成熟的职业教育加入国际竞争,
使得“一带一路”国家对技能型人才的选择上趋于多

元化,在范围和途径上有了更大的空间,因此,国际

化需要顶层设计。 天津市借鉴孔子学院的成功经

验,从“鲁班工坊”的服务定位、建设原则、配套政策

等方面进行了制度创新,突破既有的适应性预期,促
进职业院校积极参与国际市场竞争。

“鲁班工坊”是天津首创的境外职业教育合作办

学模式[6] ,以中国杰出发明家鲁班为形象依托,结合

国家职业教育要求,依托“工程实践创新项目” (简

称 EPIP)促进教育改革深入推进[7] 。 天津市政府将

“鲁班工坊”列入教育发展的重点工程,将其建设目

标定位于服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社会发展;
服务中国技术输出、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探索中国

职业教育国际化模式;促进天津市职业院校内涵式

发展。
天津市教委履行政府主管职责,以良好的发展

预期引导天津职业院校开展国际化,并与其他职能

部门协调推进,制订了鲁班工坊的建设原则“平等合

作、因地制宜、优质优先、产教融合、强能重技” [8] ,保
障项目的顺利实施。 平等合作原则给予合作各方的

独立性和平等性,有利于提高多方积极性。 因地制

宜原则要求我国职业教育和“一带一路”国家的宏观

制度环境和微观政策相对接,与沿线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相耦合。 在“鲁班工坊”的初创时期,优先选择

具有良好对外交流基础的职业院校的优质专业,以
及行业的优势技术先行先试,既要保证输出技术和

装备的先进性,更要强化人才技能,实现与企业的密

切合作,从而实现产教融合。
2016 年,天津针对职业教育发展提出了新的指

导意见,倡导职业院校对外发展,在海外市场扎根立

足,在友好国家建设“鲁班工坊”。 2017 年 7 月,会
议通过国办的《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

的若干意见》,指出依托教育示范区优势,支持天津

把“鲁班工坊” 打造成对外交流的中国知名品牌。
2018 年 3 月,出台了《天津市人民政府办公厅转发关

于推进我市职业院校在海外设立“鲁班工坊”试点方

案的通知》,推动职业院校“走出去”,到 2020 年在海

外完成建设 10 个“鲁班工坊”的目标任务。
策略二　 路径创新:多元协同加快鲁班工坊建设

职业教育国际化与“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方

方面面具有广泛的关联性,需要畅通渠道,促进双

边或多边对话,加大与国内外相关方的协商。 把

握好行业面向性、区域融合性、产业支撑性、服务

特殊性,将参与主体的办学思路、利益诉求整合到

“鲁班工坊”建设进程中,形成新的协调效应。 多

元协同,创新“ 鲁班工坊” 建设模式,推动职业教

育国际化快速发展。 天津已在国外建成 8 所鲁班

工坊,见表 1。
“学校+学校”模式。 职业院校依托自身良好的

对外双向交流合作基础,遵从合作办学的“五项原

则”,通过广泛调研,遴选国外优质院校,发挥双方的

资源优势,保障“鲁班工坊”顺利运转。 天津与泰国

合作,采用这种模式首创第一所“鲁班工坊”,促进了

泰国职业教育的创新发展,树立了样板标杆。 天津

铁道职业技术学院与印尼波诺罗戈市第二职业学校

也依照该模式共同创建“鲁班工坊”,配合中国高铁

走出去,服务中泰铁路建设,印尼教育行政部门及合

作学校以此为荣。
“学校+企业” 模式。 依托我国优势产业,借助

知名企业品牌的海外影响力,选择承揽海外大型工

程的企业,或产品知名度高、市场占有率大的企业作

为合作办学伙伴,借用国外职业院校或机构的资源

创建“鲁班工坊”,采取中国教育模式和技术标准,培
养高素质本土化应用人才,促进我国企业技术和产

品的推广应用。 由此,天津轻工和天津机电两所院

校与国家五家龙头企业联合,完成了印度“鲁班工

坊”建设,地点在金奈理工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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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天津市“鲁班工坊”建设概况

序号 国内学校 合作单位或所在地 开设专业 模式

1

天津渤海职业技术学院

天津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泰国大城技术学院

机电一体化、数控技术

新能源技术、物联网应用技术

动车组检修技术

铁道信号自动控制技术

学校+学校

2 天津市第二商业学校
中餐烹调师培训证书

英国奇切斯特学院
中餐烹饪技术 学校+资质

3
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五家中资企业

印度金奈理工学院

数控设备应用与维护

新能源应用技术

工业机器人、机械设计与制造

学校+企业

4 天津市东丽区职教中心
印尼东爪哇省波诺罗戈市第

二职业技术学校

汽车维修技术、智能制造技术

新能源应用技术
学校+学校

5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
巴基斯坦旁遮普省技术教育

与职业培训局

电气自动化技术

机电一体化
学校+政府

6 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
“澜湄合作”框架

柬埔寨国立理工学院
通信技术、机电一体化 政府+政府

7 天津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中资企业

葡萄牙塞图巴尔理工学院

工业机器人技术

电气自动化技术
学校+企业

8
天津铁道职业技术学院

天津第一商业学校
吉布提工商职业学校

铁道运营

铁道工程
学校+学校

　 　 “学校+资质”模式。 天津市第二商业学校的中

餐烹饪艺术专业的教学标准,经过英国相关考评机

构的审核,通过教学质量认证测评,获得中餐烹调师

培训证书。 在英国奇切斯特学院开设了中餐烹饪艺

术三级学历课程(即将申请二级和四级),学员毕业

证书上印刷显著的“鲁班”标志,天津食品集团的优

质产品也随之进入英国市场。 这为职业院校贯彻落

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1+X”证书制度积

累了宝贵经验。
“学校+政府”模式。 天津现代职业技术学院联

合 TEVTA 在巴基斯坦建立“鲁班工坊”位于旁遮普

省,当前已经和八家企业签订了校企合作协议,达成

战略合作意向。 旁遮普省是“超级大省”,中国承建、
援建巴基斯坦的项目大多位于该省,人才的需求量

较大。 TEVTA 下辖有 401 所职业学院,“鲁班工坊”
在当地教育主管部门的支持下,努力构建“2+2+2

 

中

高本”学历教育融通体系,开展多层次的职业教育。
“政府+政府”模式。 目前中国与全球 29 个国际

组织和 125 个国家签署了“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推
动全球可持续增长。 职业院校依据政府间的战略合

作框架创建“鲁班工坊”。 双方签订“澜湄合作” 协

议,并在柬埔寨开设柬埔寨,通过 EPIP 模式培养高

素质职业人才,注重人才创新,得到柬埔寨各方的高

度赞同。
策略三　 教学创新:破解人才供给与需求之矛盾

职业教育从培养“技能型”人才到培养具有跨文

化交流能力和国际化视野,熟悉国际惯例,掌握行业

规则的更高标准的国际化“创新型”人才,EPIP 模式

以工程实践为基础,为项目创新为核心导向,改变了

以往职业人才培养体系的弊端,打造提质增效的新

支点,形成新的学习效应,提升职业院校的国际化

水平。
“鲁班工坊”为东道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技

术和师资支持,尤其是在人才培养模式、教育创新中

给予了大力支持。 天津依托自身职业教育优势,相
继与多个国家合作建立“鲁班工坊”,这不仅仅是职

业教育领域的合作,更是国家化人才培养、国际资源

整合应用的成功典范。 “鲁班工坊”深受国家教育部

门认可,并荣获国家级教育成果特等奖。 其教学过

程遵循工程项目实践的规律。 以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为终极目标,依托项目工程促进人才实践,围绕工程

质量要求,创新应用型人才培养新途径,建立其三层

递进实践体系,提升课程内涵,引领学生从学徒成长

为技术员,再从技术员到专业工程师,提高人才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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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程度[9] 。 实施 EPIP 教学的泰国“鲁班工坊”取得

了巨大的成功,产生了示范效应,吸引多个东盟国家

的职业院校前来学习交流。
“EPIP”面向未来,通过对人才培养目标、教材、

教学模式创新、教学评价改革等手段,形成全新的教

学体系, 优化教学结构, 从而实现教育功能的创

新[10] ,如图 1,其贯穿管理能力、实践能力、成本意

识、质量意识、时间意识等工程思维,培养学生创新

能力。 EPIP 教学模式以职业技术需求为先导,建立

起教育创新阶梯,鼓励学生循序渐进,以复合型人才

培养为目标,不但关注学生知识技能的强化,同时也

注重“软实力”培养,
 

符合产业对人才的要求。 EPIP
模式倡导学习与实践并重,依托工程项目开展职业

技能竞赛,这就使课内外资源协同联动,为“一带一

路”提供高技术、高素质的优秀人才。

图 1　 EPIP 的系统、结构、要素、功能关系

策略四　 源动力创新:以实战检验质量和传播

价值

天津是国家级职业竞赛主场,同时也是对接国际

职业技能竞赛的窗口,以竞赛引领职业教育改革,提升

我国职业院校的国际竞争能力。 天津市职业院校自主

设计的自动化项目世界挑战赛,吸引西班牙、德国、越
南、新加坡、非洲联队等国家正式参赛,推动了职业教育

国际化。 国赛采用行业最新技术装备,采纳中国标杆企

业的岗位操作规范、生产工艺标准、产品评价标准等作

为依规,实现了产教深度融合,促进了院校与企业合作,
为职业教育“走出去”创造了良好条件。

策略五　 传播模式创新:利用网络媒介进行传

播路径的创新与提升

在网络媒介的传播下,人们的交流方式发生了

巨大的革新与改变。 利用当下丰富的网络教学平

台,教师通过网络授课的形式将新的知识进行传输,
并布置相应的任务。 而结合网络传播多点传输的特

点,学生可以借助网络畅所欲言,教师则可以更好的

关注到每一名同学,并实时对于学生的问题进行反

馈。 同时,借助于网络中丰富的教学资源,可以更好

的打磨教师的教学模式,让他们更好的对于课程进

行创新与理解,打破固有的模式,推陈出新。
此外,在网络平台影响下,中国本土学生、外国

学生能够更加顺畅的交流,打破线下交流的思维局

限,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沟通与反馈,也便于学生塑

造人格,树立符合自身的发展道路。
结语:本研究认为应不断完善职业教育国际化

政策体系,鼓励支持职业院校“走出去”;大力推动职

业院校与“一带一路”国家合作,以特色鲜明、适应当

地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势专业,创建具有中国职业教

育特色的“鲁班工坊”;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在“工程实践创新项目”引导下,各类职业技能大赛

相继开展,为职业教育品牌化、国际化奠定了基础,
为中国职业院校“走出去”提供了一种范本,实现了

国际产能深度合作,国际间交流日益频繁,同时也肩

负起职业教育应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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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assumed
 

that
 

vocational
 

colleges
 

should
 

focus
 

on
 

improving
 

their
 

level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com-
petitiveness,

 

cultivating
 

more
 

international
 

talents,
 

and
 

serving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n
 

reality,
 

however,
 

there
 

are
 

multiple
 

unbalance
 

and
 

realistic
 

challe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Against
 

this
 

background,
 

the
 

vocational
 

colleges
 

in
 

Tianjin
 

establish
 

a
 

Chinese-foreign
 

cooperative
 

mode
 

called
 

Lu-
ban

 

Workshop,
 

which
 

has
 

become
 

a
 

famous
 

international
 

brand
 

of
 

Chinese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this
 

sense,
 

it
 

sets
 

a
 

model
 

for
 

the
 

global
 

development
 

of
 

Chinese
 

vocational
 

colleges.
 

Accordingly,
 

this
 

paper,
 

as
 

a
 

first
 

approxima-
tion,

 

summarizes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he
 

existing
 

problems.
 

Then,
 

it
 

analy-
zes

 

real
 

challe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ese
 

vocational
 

education.
 

Finally,
 

Luban
 

Workshop
 

is
 

taken
 

as
 

an
 

example
 

to
 

illustrate
 

the
 

strategies
 

of
 

breaking
 

through
 

the
 

real
 

challenges
 

in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a’ s
 

vocation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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