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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通过比较及实证研究的方式,归纳总结了国外和中国林业职业教育的发展现状、问题、

趋势及加快我国林业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的相关措施。首先,总结了美德俄日等国家在林业职业教育的

先进理念,如重视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建设、国际化合作、人才培养目标以能力为导向等。其次,通过中国

林业教育的发展现状的梳理指出了林业职业教育在制度建设、人才培养、国际合作等方面存在的不足； 

后,结合外国先进的林业职业教育理念,从对接国家战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提出“政府支持、院校提

效、民间助力”的应对措施,促进我国林业职业教育国际化内涵式发展。 

[关键词] 发达国家；林业教育；林业职业教育；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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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Enlightenment of Foreign Advanced Forestry Vocational Education Idea to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Forestry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Binbin 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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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By means of comparison and empirical research, this study summarized the development status, 

problems and trends of forestry vocational education abroad and in China, as well as relevant measures to 

accelerat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forestry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Firstly, the advanced concepts of 

forestry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America, Germany, Russia, Japan and other countries were summarized, such as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system,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the ability oriented training goal of talents. Secondly, it points out the deficiencies of forestry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system construction, personnel train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and so on through sorting out 

the development status of forestry education in China. Finally, combining with foreign advanced forestry 

vocational education concepts, from the docking of national strategy, to serve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put forward the "government suppor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improve the effect, civil 

assistance" response measures, to promote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China's forestry vocational education 

connotation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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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年来,我国林业职业教育集团化

办学成效显著,建成了南北两家有特色、

成规模、影响广泛的现代林业职业教育

集团,现代林业职业教育集团是由涉林

职业院校、企事业单位、行业协会和科

研院(所)为主体的非赢利性林业职业教

育社会团体。集团以合作办学、合作育

人、合作就业、合作发展为导向,打造现

代林业职业教育品牌。 

林业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使我国林

业职业教育产教结合、校企合作不断深

入,行业企业参与不断加强,中高职衔接

呈现良好势头。但在影响我国林业职业

教育国际化水平进程的因素方面,我国

各类林业院在制度建设,人才培养、国际

合作等方面均仍存在不足及问题,制约

了林业职业教育的开放型体系建设。积

极探索林业职业教育“互联网+国际教育

合作”的新模式,学习国外发达国家林业

职业教育的先进理念,可以有效提高我

国林业职业教育国际化水平,推进林业

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 

1 国外林业教育发展现状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UNFAO),其

发布的《全球森林资源评估报告2015》

呈现了全球森林整体概况,其中森林面

积39.99亿公顷,覆盖率达30.6%。世界各

大洲的森林分布有着明显的差异,其中

欧洲10.15亿公顷,南美洲8.42亿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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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北美洲7.51亿公顷,非洲6.24亿公顷,

亚洲5.93亿公顷,大洋洲1.74亿公顷[1]。

位居世界森林资源前五位的国家依次

是：俄罗斯、巴西、加拿大、美国和中

国,合计占全球森林总面积的54%。森林

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生态环境的可持续

性,国外发达国家在加强林业教育、保护

森林生态上迈着坚实的脚步。 

1.1德国林业教育发展现状 

德国的森林覆盖率约33%,对德国人

而言,森林是其文化、历史、经济的载体,

是国家之魂,凝聚着民族精神和国家精

神。1785年,德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所林

业专门学校,是世界上 早建立林业教

育机构的国家,同时也是世界现代林业

科学教育的摇篮。 

1.1.1德国林业教育培训体系。德国

政府在重视林业学历教育的同时,也重

视对从业人员的培训,对国家民众的科

普教育促进了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参与,

建立完整的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学校作

为培训主体,承担着各层次人员的专门

培训,体系架构完整而系统(见表1)。 

德国双元制林业职业教育。德国林

业学校(中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是与

合作实习单位(林业部门或企业)共同培

养合格的林业工人,是典型的“双元制”

教育模式。学生在校学习与在外实习同

步进行,期间要以实践能力作为考试项

目,并要求通过林业主管部门组织的职

业资格证书考试,才得以毕业。学生实习

的主要任务有从事木材运输、森林采伐

与林业机械运用等,课程内容实用。学校

的师资力量也有所保障,一是重点选拔

那些毕业论文、学业成绩与学校开设的

专业、人才培养方向一致的优秀林业高

等教育毕业生,并从事过林业部门的科

研和实践工作；二是定期对教师进行进

修,组织数字化学习与考核；三是定期

委派教师去企业参与实际操作,了解林

业相关机械产品与新兴前沿；四是让教

师更多地参与科研,做到真正的双师型

教师。 

1.2俄罗斯林业教育发展现状 

俄罗斯拥有世界上 丰富的森林资

源,其森林覆盖率达49%。俄罗斯中国广

泛合作开发森林资源,其中在《中俄森林

资源合作开发与利用总体规划》的指导

下,中俄两国政府批准建立了“中俄托木

斯克木材工贸合作区”,是中国商务部、

财政部目前已联合考核确认的二十个国

家级境外经贸合作区之一,也是俄罗斯

政府批准的五个森工园区之一[2]。 

1.2.1俄罗斯林业教育发展历程及

目标。俄罗斯林业教育始于19世纪初,

发展于20世纪60、70年代,改革于21世

纪。俄罗斯高等教育培养林业人才的目

标是培养森林培育和森林采伐方面的专

业技术人员。 

1.2.2俄罗斯重视林业教育国际化

合作方向。俄罗斯政府非常重视林业职

业教育体系的国际化合作,积极推动高

等林业院校组织并参与林业国际学术会

议,加大对林业教育组织国际合作的资

金投入。近年来,俄罗斯林业教育国际化

的进程不断发展,其中,圣彼得堡国立林

业技术大学已为47个国家和地区培养了

3000多名林业专家,并得到政府及社会

资金,建立了林业和森林工业国际中心。 

1.3美国林业教育发展现状 

美国森林资源的管理是可持续发展

的。在联邦法例规定下,美国政府每十年

进行一次全国性的森林资源调查。美国

林务局是代表林业行业的全国性组织,

其使命是保证森林生态系统的健康发展

和森林资源的永续利用。 

1.3.1美国林业教育概述。美国在借

鉴德国林业人才培养的基础上,根据其

社会经济发展和林业需要进行了创新,

设置了多样性的专业,由林务局总揽并

联合高等院校建立鉴定和评估制度,实

行学分制、选修制等,培养人学生可持续

性开发利用森林资源的意识[3]。美国林

业教育的目标是培养高层次林业技术型

人才,各院校开设林业相关专业均要经

过美国林学会(SAF)评审与认定,须通过

预评、自评、正式评审等环节才可建设

相关学科。学生要获得相关学位,不仅学

业成绩需要达标,可持续开发利用林业

资源的意识也作为考核内容之一。 

1.3.2美国林业教育课程体系。美国

林业教育课程体系分为三种类型,即固

定式课程体系、半固定式课程体系和弹

性式课程体系(见表2)。固定式课程体系

即传统的学期式课程教学,必修课按照

学生学习的逻辑顺序分配于各学期,必

修课须按期完成。[4]半固定式课程体系

采用模块式课程设置,即学生根据已有

表 1 德国林业教育培训体系

层 次 高等教育 高等职业教育 中等职业教育

招生对象

文理或实科中学毕业生

文理或实科中学毕业生、林

业技术员

普通中学毕业生

学 制

考 试

本科 3 年、硕士 2 年

必修课、选修课考试

专科 4 年

理论、实践课考试

3 年

实践课考试

学 位 理学学士、硕士 理学学士 —

就业方向 林业科研人员 林业从业人员 林业工人

典型学校 哥廷根大学 罗腾堡林业高等专科学校 巴伐利亚林业学校

表 2 美国林业教育课程体系

类 型 模式 考核标准 代表学校

固定式课程体系 必修 学期制 密歇根州立大学

半固定式课程体系 模块选修 模块制 耶鲁大学

弹性式课程体系 必修+选修 学分制 纽约州立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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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知识背景、就业意向自主选修模块内

的课程。弹性式课程体系,即先修满必修

课学分,再根据自己感兴趣选择选修课

进行学习。 

1.4国外其他国家林业教育发展

现状 

1.4.1日本林业教育发展现状。日本

没有专门的林业院校或相关教育机构,

林业教育专业设在综合大学内。日本的

现代林业教育有着鲜明的特征：人才培

养目标基于生态环境保护为先,以提升

解决实际问题(资源、环境、能源等问题)

能力为导向,即明确的行动导向教学；多

样化、实用性并重的社会服务理念(如以

开放学校的林业教学和实践设施和提供

更多的社会培训为主,扩展到与企业合

作研究及开发、组建科技园区等),重视

地域性特色教学。 

1.4.2新西兰林业教育发展现状。新

西兰非常重视林业技术教育,林业院校

作为专门教育机构,其统招分数线在专

门院校招生分数仅低于医学类院校。此

外,林业技术培训学校在林业教育中占

有较大比重。新西兰的林业技术培训实

行单元制两级考核,学员先通过任课教

师的单元考核,然后再通过林业培训部

的考核才能认定培训成绩,林业培训部

门确保培训质量,为社会输送合格的培

训人员。 

1.4.3澳大利亚林业教育发展现状。

澳大利亚林业教育的培养目标是让学生

更多地参与实践,在实践中加强其林业

专业技能的掌握, 终成为一名专业技

术人员或管理人员。学校课堂教学分配

中,理论教学占60%,实践教学占40%；在

自主学习课堂中,理论学习占50%,实践

学习占50%。澳大利亚只有国立澳大利亚

大学资源环境与社会学院和墨尔本大学

林学院可以授予林学学士学位,其余院

校开设林学专业课程,没有授予学生学

位的权力,符合条件的学生可以向这两

所院校申请学位。澳大利亚林学专业重

视国际化招生,每年定期招收国外学生

并欢迎各国访问学者,其中我国北京林

业大学与甘肃林业大学就与该校有着密

切国际交流合作[5]。 

2 我国林业教育发展现状 

我国林业教育业已存在于远古人类

开发自然的活动中,即符合教育的狭义

定义,在教育场所内发生的培养人的活

动。本文主要探讨近现代中国林业学校

教育的发展现状。1903年,清政府在农业

学堂中专门设置了林科,标志着我国近

现代林业教育的起始点。经过百余年的

发展,我国林业教育发展主要呈现出以

下态势。 

2.1我国林业教育发展概况 

首先,我国林业教育已踏入快车道,

整体建设初具规模,但发展质量亟需提

高。国际领导人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顶层战略地位的

显著提升使得国家 

对林业学校加大了投入力度,如图1

所示,截至2017年,我国共有研究生层次

林业教育单 

位92家,本科层次228家,高职高专

层次231家,中职层次285家,相较于2014

年研究生 

教育单位81家,本科层次195家,高

职高专层次211家,中职层次233家,在数

量方面有了显著的正向增长。 

可以预见的是,在生态文明战略地

位显著提升的新时代背景下,我国林业

教育整体规模 还会保持相当时间的高

位增长态势。但在林业院校高速扩充的

同时,实践操作领域也存在粗放发展的

质量和内涵问题,比如办学同质化、与区

域经济脱节化等。 

其次,横纵向办学结构搭建初见成

效但互通性较弱。我国林业教育基本形

成了从高(中职)到博士研究生覆盖面

广、层次丰富的纵向人才培养结构；基

本形成了职业学校教育和普通学校教育

的双轨并行人才培养结构。但我国林业

教育人才培养结构纵横向之间的互通

“立交桥”机制尚未完全打通,专业人才

缺乏行业标准,职业林业教育和普通林

业教育之间的互动性还有待加强。 

2.2我国林业职业教育国际化现状 

要全面理解我国林业职业教育国际

化现状,首先应当界定好分析对象,即林

业职业教育中那些要素与对象是构成国

际化目标的关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O)将职业教育的国际化强调为

“职业教育要促进国际理解和包容,培

养具有全球视野和责任意识的公民”。按

照此概念进行过程倒推,要培养有全球

视野和责任意识的公民,应当对教育过

程中人才培养目标、教学方式方法、教

学成效评定等流程要素进行限定。本文

参照此定义,主要围绕林业职业教育中

国际化目标的关键构成,重点分析制约

我国林业职业教育国际化的人才培养目

标、教学方式方法、教学成效评定等关

键要素；其中,高职高专主要以广州区域

26所职业院校为例,林业专业院校重点

选取南京林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西

北农林科技大学等一批我国发展态势良

好,具有学科代表性的学校为案例,对制

约我国林业职业教育国际化的现状作和

问题做深入分析。 

2.2.1人才培养目标国际化意识逐

步提升,但办学思路存在错位。目前,在

世界分工导致的产业机构转型社会现实

图 1  2014—2017 年我国开设林业专业各层次对比一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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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下,在石伟平等职教领域专家的呼

吁下,我国职业教育人才培养。 

目标国际化意识逐渐提升。从思想

意识指导看来,至以2016年广州26所职

业院校为例,其中74%的职业院校已将

“具备国际视野,达到与国际职业教育

相当水平”等类似字句写入人才培养方

案。从具体国际化合作方法来看,形成了

“走出去”与“引进来”相结合的国际

化办学方法。比较典型的林业专业院校

是以南京林业大学、东北林业大学为代

表的林业专业院校,以3+2”“3+1”等合

作办学模式,与国外高校达成了林业人

才输出合作,利用国际环境,培养了一批

具备国际视野的林业专业人才,积极促

成人才“走出去”。这表明,绝大多数的

林业职业院校在思想上将国际化教育思

想放在重要位置,并且采取了对应本土

化实践方式。但在实际执行的过程中,

我国林业职业学校存在人才培养目标国

际化意识和办学思路错位的现象。具体

体现在林业职业教育环节中,国内林业

职业学校虽然将国际化相关定义写入人

才培养目标之中,但大多数仅停留在纸

上,对“如何做到、如何执行”概念模

糊,定义不清,缺乏特色。职业教育作为

与区域经济发展关系 为密切的教育

形式,在国际化定义的过程中应当与实

际区域国际化相接轨,其人才培养的国

际化目标的设定标准随地区不同相应

当予以区别。 

2.2.2教学方式方法国际化要素增

多,但关键要素仍存缺位。教学方式方法

包含对应教学管理的全过程。我国林业

职业学校在教学方式方法上国际化要素

增多,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从教学

管理的主体——教师来看,我国林业职

业教育教学方式方法国际化要素增多。

以中南林业科技大学为例,从教师构成

上看,其国际学院有出国留学背景的教

师比例达到90%以上,学院有其它国家外

籍教师多名。从教学管理的过程——课

程来看,我国林业职业教育教学方式方

法国际化要素增多。如广东省林业职业

技术学校等一批沿海地区职业学校,开

设了林业专业英语等类似双语言或跨文

化交流课程,并积极组织学生参加林业

国际技能竞赛。但许多跨国背景知识基

础丰富的外语教师,其资源没有被充分

有效的利用到林业国际化的教学当中去,

资源利用没有充分实现。 

2.2.3教学成效评定国际化概念兴

起,但评价标准存在空位。教学成效评定

国际化对应的是在出口端对人才培养的

质量的评定,与人才培养的目标相对应。

2014年教育部牵头发布了《现代职业教

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2020年)》,其中

明确指出“要有计划的学习和引进国际

先进、成熟适用的人才评定标准”,倡导

国内林业职业学校在制定学生评价方案

的过程中,要与国际相接轨,在专家组中

引入林业国际专业或企业负责人。从全

国各林业学校的执行情况来看,还在停

留在粗放野蛮生长的状态,在同企业协

同合作定制人才评定指标尚未完全推进

铺开的情形下,更逞论与跨国企业深入

合作。同时,我国林业职业院校毕业生在

考取职业资格证的过程中,也未对学生

的国际视野、国际技能水平提出相应的

考核要求[6]。 

3 国外林业职业教育先进理念

对我国林业职业育国际化发展的启

示 

针对我国林业职业教育的问题,结

合国外林业职业教育先进理念,加快我

国林业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应重点做好

以下三个方面工作：一是作为行政主体

的政府,应当积极完善制度法规,设立与

国际接轨的林业职业技能评估标准,做

到筑巢引凤；二是作为实践主体的林业

职业院校要以国际化为核心,完善学历

教育立交桥,做实纵深发展；三是作为市

场主体的民间力量(民企等)要依托行业

资源,丰富就业渠道,打造“互联网+”林

业联盟,提升我国林业职业育国际化发

展的实践水平。 

3.1政府支持 

3.1.1加快林业教育制度法规基础

设施建设。政府应完善制度法规,设立与

国际接轨的林业职业技能评估标准,筑

巢引凤。一是从人才培养前端目标设计

来看,可以美国为林业职业教育发展为

例,以法律或政府文件的形式对林业职

业教育国际化发展合作细节制度予以明

确规定。二是政府应联合国内林业重点

高校出台优化区域职业教育国际化发展

的具体战略规划,推进人才培养国际化

等目标的相关细则规定的落地。 

3.1.2加快林业教育职业技能估标

准的相关制度建设。从人才信号尾端产

出评价来看,我国政府应当参考欧盟国

家经验,通过不同国家之间相互协作,共

同制定了适合各国的“教育通行证”,

这得益于1984年写入联合国《人权宣言》

中的“信息自由流通”原则[7]。政府对

林业教育领域应当建立起科学有效的质

量监管体系,培养国际通用的职业人才,

并在职业技能的评估标准与资格认证上

与国际真正接轨,打通人才培养国际化

的关键环节。 

3.2院校提效 

3.2.1林业职业院校应以国际化为

核心,纠正错位,补齐缺位,填满空位。一

是要以美国、俄罗斯等发达国家为参照,

我国林业职业学校要更新观念,做到观

念国际化[8]。二是职业院校应根据院校

办学条件和办学特色,制定本校国际化

发展规划,提出相应的国际化发展目标、

规划要点、基本原则、实施策略及保障

措施等,并将国际化纳入学校发展的总

体规划中去。纠正人才培养方案国际化

目标的错位。三是应对教学方式方法国

际化要素缺位,我国林业职业学校应做

到师资国际化、课程国际化。学习德国

与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国际化教学体

系,通过国际交流合作,形成特色化的课

程结构,补齐教学方式方法方面存在的

缺位。 

3.2.2中高职学校接口,搭建互通共

融的立交桥。积极借鉴德国的“双元制”

及俄罗斯的林业教育培养模式,拓宽我

国职业林业院校接口,搭建普职互通共

融的立交桥。一是学习德国经验,打通国

内林业中高职学校学历教育衔接接口。以

德国“双元制”为例,德国高等职业院校

除中等职业学校外,还能与其普通中学

以及社会中具有相应职业经验的行业从

业群体进行衔接,只要其通过高等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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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校资格考试,就能够进入高等职业院

校。二是在衔接内容上,要以职业能力对

口为原则,划好能力资质水平线,保证进

入学生职业技能都处于统一水平；在接

口的把控上,要积极向“双元制”弹性学

分制度进行本土化探索。 

3.2.3向纵深发展,以林业专业院校

为重点,提升林业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层

次,进一步增强林业职业教育国际化能

力。一是积极借鉴美国从中学到博士的

完整纵向林业人才培养体系,建设开发

不同专业类型的高层次完整纵向林业人

才培养体系。如设置多样性的专业,建立

相应的鉴定和评估制度,实行学分制、选

修制等,不断提升林业教育人才培养的

质量层次,提高林业资源的可持续性开

发利用。二是借鉴德国经验,重视双师型

教师建设,林业专业院校定期委派教师

去企业参与实际操作,了解林业相关机

械产品与新兴前沿,让教师更多地参与

科研实践,做到真正的双师型教师。三是

以林业专业院校为重点,充分利用林业

专业院校的人才及科研优势,培养我国

林业领域国际型专家,积极推动高等林

业院校组织并参与林业国际学术会议,

加大对林业教育组织国际合作的资金投

入,提升我国在全球林业科研的影响力

和话语权。四是积极鼓励林业专业院校

开办国际学院,面向国外林业资源丰富

招收留学生,引进相关国家优质师资资

源,传播我国林业教育的思想理念,提升

我国在林业经济开发、合作领域国际化

的广度和深度。 

3.3民间助力 

作为林业资源的直接供销者和加工

者,涉林企业在获得经济报酬和相关利

益的同时,使林业资源得到可持续发展

是其长久存在下去的出路,并且林业资

源的循环利用也为其提出了技术支持和

相关要求。 

3.3.1重视林业企业在林业职业教

育生源的导向作用。美国的造林已实现

了集约化经营,为了提高造林成活率和

林木质量,美国用现代化手段建设种子

园和苗圃,并且主要集中在州属林业部

门和木材、林产品加工企业。甘贝塔提

出“机构之间的信任是特定的主观概率”,

民间力量是美国造林业与林业可持续发

展的重要保障,这就为我国林业职业教

育提供了发展思路,加强国内重点林业

企业的扶植力度,重视培养林业生源的

可持续专业技术,是今后林业职业教育

发展的重要方向[9]。 

3.3.2重视民间林业联盟构建。“互

联网+林业知识库”将为民间林业从业者

提供更为系统和国际化的前沿知识,在

林业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的时代趋势下,

重视召集民间力量,共享知识将构建民间

林业联盟,为林业教育国际化发展助力。 

4 总结 

美德俄日等国家在林业职业教育的

先进理念,如重视职业教育培训体系建

设、国际化合作、人才培养目标以能力

为导向等。其次,通过中国林业教育的发

展现状的梳理指出了林业职业教育在制

度建设、人才培养、国际合作等方面存

在的不足； 后,结合外国先进的林业职

业教育理念,从对接国家战略,服务经济

社会发展,提出“政府支持、院校提效、

民间助力”的应对措施,促进我国林业职

业教育国际化内涵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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