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做好 2023 年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编

制、发布和报送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教育厅（教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教育局：

根据新修订《职业教育法》“建立健全教育质量评价制度”

的要求，为贯彻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职业

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2020—2023 年）》《关于推动现代

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健全完善职业教育质量

年度报告（以下简称年报）制度，提高年报质量，现就有关

工作通知如下：

一、提高认识，严把质量关

年报制度是推进职业教育质量评价改革的重要抓手，是

职业教育履行责任担当、树立质量发展观、宣传发展成绩、

接受社会监督的重要载体，是职业学校强化内涵发展，持续

诊断和改进，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举措。各地要进

一步提高认识，高度重视《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2023）》

的编制、发布和报送工作，强化对年报编写质量、应用宣传

以及公开情况的监督检查，严把年报质量关，充分发挥年报

对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

二、认真组织，严把内容关



1.加强统筹。各地要统筹做好 2023 年“省级年报”和辖区

内“中职地市级年报”“学校年报”“企业年报”的培训、编制与报

送工作，明确专人负责。其中，“省级年报”包括中等职业教

育年报和高等职业教育年报，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分别组织

编制和发布；“学校年报”按“一校一年报”的要求，由招生三

届以上的中等职业学校、高等职业学校（含职业本科学校，

下同）编制和发布；“企业年报”鼓励“一校多年报”，由高等

职业学校自主联系校企合作企业编制和发布。各地要加强对

年报内容框架的完整性、采集数据的真实性和报送工作的合

规性把关，切实提高年报质量。

2.明确重点。“省级年报”“中职地市级年报”和“学校年报”

内容包含但不限于学生发展、教学改革、国际合作、服务贡

献、政策保障、面临挑战等六个部分（附件 4）。“省级年报”

要对辖区内学校采集数据汇总分析；“政策保障”部分需体现

本辖区内组织开展合规性检查的相关内容与结果。各级年报

重点展示贯彻落实新《职业教育法》的关键举措，反映党中

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在职业教育领域的改革实践，特别是增

强职业教育适应性，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地方发展、服务行

业企业、服务中小微企业技术研发和产品升级、服务学生发

展、服务技能型社会建设等方面的典型案例；重点呈现提高

职业教育质量，改善办学基础条件、建设并应用数字化资源、

促进产教融合校企“双元”育人、实施“职教高考”制度、开展



高质量职业培训、打造“双师型”教师队伍、实施中国特色现

代学徒制、健全内部质量保证体系、实施东西协作行动计划、

服务乡村振兴、促进就业创业、推进国际交流与合作、培育

和传承工匠精神、开展劳动和职业启蒙教育、常态化疫情防

控等方面工作的具体做法。

3.凸显特色。校企合作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基本模

式。全面展现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成就，离不开“企业年报”的

视角。“企业年报”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企业概况、企业参与办

学总体情况、企业资源（包括有形资源、无形资源和人才资

源）投入、企业参与教育教学（包括专业建设、课程建设、

实训基地建设、学生培养）改革、助推企业发展、问题与展

望六个部分，重点展示企业深度参与职业教育改革的特色做

法和成效，体现产教深度融合、校企深度合作，反映企业重

要的办学主体作用。“企业年报”封面须加盖企业和学校的公

章。

三、规范报送，严把程序关

1.省级确认。请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于 2022 年 12 月 9 日

前登录中国职业教育年度质量报告平台“edu.zwdn.com”，按

网站首页要求，确认辖区内须报送年报的中等职业学校、高

等职业学校和地市名单。

2.提交发布。学校可于 2022 年 12 月 19 日起登录

“edu.zwdn.com”，按网站首页填报说明要求，填写并提交相



关数据表，上传年报文档。其中，中等职业学校须在“全国中

等职业学校管理信息系统”数据填报基础上编制“中职学校年

报”，于 2023 年 1 月 13 日前提交，“中职地市级年报”和“中

职省级年报”于 2023 年 2 月 13 日前提交；高等职业学校须在

“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状态数据采集与管理平台”数据填报基础

上编制“高职学校年报”，连同“企业年报”于 2023 年 1 月 13

日前提交；“省级年报”于 2023 年 2 月 13 日前提交。“学校年

报”“企业年报”“中职地市级年报”和“省级年报”提交平台前均

要在本单位官方网站首页发布，鼓励各省、市县、学校以多

种媒介出版发布质量年报。

3.公文报送。请各地将“省级年报”编写及公开情况、辖

区内“中职地市级年报”“学校年报”“企业年报”报送及发布情

况于 2023 年 2 月 13 日前函报我司，并注明报送年报的学校

和企业名单（企业名单须注明对应的学校名单）。不能按要

求提交年报的地市、学校须书面说明原因，由省级教育行政

部门审核汇总后随函报公文一并报送。

4.情况通报。我部将对未按规范要求、规定时间完成年

报编制、发布、报送工作的省份和职业学校将予通报。年报

数据填报、编制工作将作为我部对各地和职业学校管理、考

核、奖补的重要依据。

5.联系方式：



公文报送地址：北京西单大木仓胡同 37 号，教育部职

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院校处（100816）

教育部职成司联系人：刘仁有，010-66097837

填报联系人：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宗诚，010-62003877

技术联系人：姚海龙，13717702314

电子邮箱：zyjy_edu@163.com

附件：1. 中等职业教育指标及相关内涵说明

2.高等职业教育指标及相关内涵说明

3.学校年报内容真实性责任声明（格式）

4.学校年报（2023）参考框架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

2022 年 10 月 21 日


	附件2
	高等职业教育指标及相关内涵说明
	1.“名称”省级年报请填写“省份名称（省代码）”；学校年报请填写“学校全称（教育部编排的高等学校5位代码
	2.数据指标内涵、数据值、统计时段除特别说明，与“高职院校人才培养状态数据采集与管理平台”一致。备注中“
	3.注意对照数据表标注的计量单位，仅填写数字，小数点后保留两位。
	4.若数据为零值，请填“0”；若该指标无数据，则填“—”。

	二、“计分卡”指标及相关内涵说明
	表1  计分卡
	名称：


	序号
	指标
	单位
	2022年
	备注
	1
	引用
	2
	3
	4
	5
	6
	%
	学校填报

	7
	%
	学校填报
	1.毕业生人数：指当年学校具有学籍的学生完成教学计划规定课程，考试合格，取得毕业证书的学生总数。
	2.毕业生去向落实人数：指已落实就业去向的应届毕业生人数。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普通高校毕业生
	3.毕业生本省去向落实率：指在本省落实就业去向毕业生人数/毕业生人数×100%。统计截止时间为2022年
	4.月收入：指应届毕业生月收入平均水平，包含奖金、提成、住宿、住房公积金等折算成的现金总和。统计截止时间
	5.毕业生面向三次产业就业人数：指应届毕业生就业去向为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人数。统计截止时间为2022
	6.自主创业率：指应届毕业生创业人数/毕业生人数×100%。统计截止时间为2022年12月31日。
	7.毕业三年晋升比例：指本校2019届高职生（包括职教本科）毕业三年后有过职位晋升的比例。指毕业三年后有


	三、“满意度调查表”指标及相关内涵说明
	表2 满意度调查表
	名称：

	序号
	指标
	单位
	2022年
	调查人次
	调查方式
	%
	%
	%
	%
	%
	%
	——
	——
	——
	%
	%
	%
	%
	%
	四、“教学资源表”指标及相关内涵说明
	表3  教学资源表
	名称：


	序号
	指标
	单位
	2022年
	备注
	1
	2
	3
	4
	5
	6
	7
	8
	引用

	9
	引用

	10
	引用

	11
	引用

	五、“国际影响表”指标及相关内涵说明
	表4  国际影响表
	名称：


	序号
	指标
	单位
	2022年
	备注
	1
	2
	3
	引用
	引用

	4
	引用
	引用

	5
	学校填报

	6
	学校填报

	7
	学校填报

	说明①：请逐一列出在国（境）外组织担任职务的专任教师
	序号
	姓名
	专业领域
	国（境）外组织名称
	担任职务
	1
	……
	序号
	姓名
	教师或学生
	大赛名称
	获奖等次
	1
	……
	六、“服务贡献表”指标及相关内涵说明
	表5  服务贡献表
	名称：


	序号
	指标
	单位
	2022年
	备注
	1
	2
	引用
	引用
	引用
	引用

	3
	引用
	学校填报

	4
	引用

	5
	引用

	6
	引用
	引用
	引用
	学校填报

	7
	引用
	引用
	引用

	8
	引用

	七、“落实政策表”指标及相关内涵说明
	表6  落实政策表
	名称：


	序号
	指标
	单位
	2022年
	备注
	1
	2
	3
	4
	5
	6

	附件3
	内容真实性责任声明

	附件4
	学校年报（2023）参考框架
	一、关于年报文本的几点说明
	1.各学校应根据所在地区、不同产业、不同类型的办学特点，在充分调研分析和认真总结提炼基础上编制年报，如实
	2.年报文本由封面、内容真实性责任声明、目录、表目录、图目录、案例目录、正文、封底等构成。
	3.目录需为二级或三级目录。
	4.正文一般由学生发展质量、教育教学质量、国际合作质量、服务贡献质量、政策落实质量和面临挑战六个部分构成
	5.图片选择需把握五个原则，一是图片不存在侵权问题；二是反映所在板块主题，突出学生的阳光、自信、成长；三
	6.典型案例独立成文，需把握好“五有”原则，即有案例编号、有标题（不超16字）、有具体做法、有示范推广价

	二、年报框架参考（可根据学校实际进行调整）
	1 学生发展质量
	2 教育教学质量
	3 国际合作质量
	4 服务贡献质量
	5 政策落实质量
	6 面临挑战
	附表（中职）
	附表（高职）
	附件（高职院校提供。请单独成册，不与年报共同编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