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升职业教育水平，是“十四五”发展规

划中的重要一环。3月22日，教育部官方印发

出台新的《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以

下简称《目录》），对职业教育专业设置进行了

重新修订。据了解，此次新版《目录》按照“十

四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2035年远景目标

对职业教育的要求，统一采用专业大类、专业

类、专业三级分类，对中等职业教育、高等职

业教育专科、高等职业教育本科不同层次专

业进行了一体化设计。旨在引导相关职业院

校探索新的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路径，同时

推动专业升级和数字化改造，提高职业教育

适应性。

中高职一体化

据了解，新版《目录》共设置了19个专业

大类、97个专业类、1349个专业，其中中职专

业358个、高职专科专业744个、高职本科专业

247个。与原有目录相比，新版《目录》统一了

目录体例框架。依据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职业

分类，兼顾学科分类，确定了《目录》专业大

类、专业类划分。以原高职专科专业目录框架

为基础，将原中职专业目录由2级调整为3级，

统筹高职本科专业，形成《目录》框架。

同时，《目录》还对专业设置进行了统筹

调整，与中职专业目录（2010年）及近年增补

专业相比，中职保留了171个，调整（含新增、

更名、合并、撤销、归属调整、拆分，下同）225

个，调整幅度达到61.1%；高职专科较高职（专

科）专业目录（2015年）及历年增补专业，保留

414个，调整439个，调整幅度56.4%；高职本

科较试点专业清单保留了39个，调整208个，

调整幅度最大，达到260%。

数据统计显示，全国职业学校目前共开

设了1300余个专业，覆盖了国民经济各领域，

专业布点10余万个，每年培养1000万左右的

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同时，一线新增从业人

员有70%以上来自职业院校毕业生，由此可

见，发展职业教育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一

环。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负责人也

表示，此次新版《目录》的出台，全面覆盖了联

合国产业分类中所列全部41个工业大类以及

国家发布的新职业，对接岗位群需求，兼顾学

科分类，在厘清产业、职业、岗位、专业间关系

的基础上，对不同层次的专业定位重新进行

了科学界定。

面向技术重点领域

值得注意的是，为全面落实“十四五”规

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的战略部署，此次新版

《目录》在专业的更新上向国家战略性新兴产

业发展方向侧重，面向九大重点领域，设置对

应专业。包括集成电路技术、生物信息技术、

新能源材料应用技术、智能光电制造技术、智

能制造装备技术等专业。同时，在现代服务业

重点领域、人才紧缺领域中，《目录》也设置了

婴幼儿托育服务与管理、智慧健康养老服务

与管理、现代家政管理、冰雪运动与管理等相

关专业。

此外，《目录》还对临床医学、教育、公安、

司法涉警类等国家控制专业进行了调整，撤

销中职学前教育专业，引导有关学校转设幼

儿保育专业；撤销中职农村医学专业，引导有

关学校进一步优化医药卫生类专业结构，加

强布局婴幼儿托育、养老服务、健康管理等大

健康相关专业。同时，根据有关管理体制改革

情况，《目录》撤销了防火管理、森林消防等公

安类国控专业，在安全类中设置应急救援技

术、消防救援技术、森林草原防火技术等非国

控专业。

在服务新业态、新职业，补齐人才短板方

面，《目录》也进行了一定调整，对标新时期新

兴产业和新职业的发展。而就在不久前，人社

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统计局三部

门联合发布了18个新职业，包括集成电路工

程技术人员、企业合规师、公司金融顾问等

等。此次《目录》的更新也将助力数字化发展

大背景下适配人才的培养和更新。

北京市求实职业学校校长林安杰在接受

采访时表示，此次教育部出台的新版《目录》

站在各个职业和新兴职业的前沿来设置是非

常有必要的。“这样设置能够让职业教育更有

吸引力，而且能够解决一些‘卡脖子’问题。”

同时，林安杰也进一步指出，未来的职业教育

培训还需要有更深入和更细致的发展，很多

大众化的专业内容还有待深耕。“职业教育的

培训面很广，不能光盯着新兴专业和时髦专

业。提升、重视职业教育需要更多的关注点，

比如政府要引导尊重劳动者的社会风气，普

及各行各业的职业培训，在提升工人的职业

素养上下功夫。同时，也要在老旧专业上进行

新的革新，‘新瓶装旧酒’是一种发展方式。这

样，通过多种方式，才能让职业教育焕发新的

青春。”

推动高职学士学位授予

据悉，此次新版《目录》自发布之日起施

行。自2021年起，职业院校拟招生的专业设置

与管理工作也将按《目录》及相应专业设置管

理办法执行。对此，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

育司负责人提示，在新版《目录》发布的同时，

新旧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对照表也已公布，各

校可以此为指导，做好专业衔接工作。目前，

各校在校生按所学的原专业名称保持不变，

培养至毕业，同时，学校要依据专业内涵变化

对人才培养方案进行必要的调整更新。

值得一提的是，对于外界关注的“职普融

通”、打通职教学生深造通道等问题上，《目

录》围绕有关领域对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的

需求，聚焦确需长学制培养的相关专业，论证

设置了247个高职本科专业，这些专业对接岗

位（群），在培养目标、专业定位、职业面向、培

养模式、课程体系、专业设置要求上体现了职

业教育类型特征。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

育司负责人也透露，教育部有关司局正在组

织研究高职本科专业授予学士学位的具体政

策，未来将按程序发布。

对此，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副院长辛

秀兰表示，这些举措能够促进“职普融通”的

发展，为职业院校孩子的下一步深造学习搭

建桥梁。“职业本科专业的设置和发展能够

让有一技之长的孩子读完大专之后，继续在

同一个领域进行职业本科深造学习，这样的

政策能够促进中国的职业教育与发达国家

的职业教育接轨，促进中国构建现代职教

体系。”

北京商报记者 程铭劼 赵博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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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恒大物业发布全年业绩报告后，碧桂园

服务也于3月22日晚间发布了2020年度业绩报

告。作为上市物管企业“老大”，碧桂园服务的

年报成绩，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行业的冷暖。

2020年全年，碧桂园服务实现收入约156亿

元，同比增长约61.7%；实现净利润约27.82亿

元，同比增长约61.9%；股东应占利润约26.86亿

元，同比增长约60.8%。而在营利双收的背后，碧

桂园则是靠着收并购来推高增值服务，同时，对

母公司依赖症改善未解除。

营收与行政开支同涨

财报数据显示，2020年碧桂园服务收入由

2019年同期约96.45亿元增至约156亿元，增幅

约61.7%；年内净利润由2019年同期约17.18亿

元增至约27.82亿元，增幅约61.9%。

在物管规模方面，截至2020年12月31日，碧

桂园服务除（三供一业）业务外的物业服务收费

管理面积由2019年12月31日约2.76亿平方米增

加约1.01亿平方米至约3.77亿平方米，除（三供

一业）业务外的物业服务合同管理面积由2019

年12月31日约6.85亿平方米增加约1.36亿平方

米至约8.21亿平方米。

就在前不久，恒大物业发布年报显示，2020

年全年，恒大物业实现营业收入约105.09亿元，

同比增长约43.31%；股东应占利润约26.47亿

元，同比增长约184.49%；每股盈利0.26元。

按照这一系列数据，碧桂园再次稳坐物管

企业老大的位置。

但营业收入、净利润高速增长，与碧桂园服

务的业务规模扩张密不可分，这同样也带来了

行政开支大幅提升。财报数据显示，2020年碧桂

园服务行政开支约19.5亿元，较截至2019年12

月31日止年度的约12.08亿元增加约61.5%。

碧桂园服务方面解释称，行政开支增加

主要是由于集团业务规模随着总收费管理面

积增加而扩大，及因年内新采纳的购股权计

划产生的购股权开支约2.27亿元；购股权开

支由2019年同期约1437万元增加至约2.34亿

元。剔除上述购股权开支因素后，行政开支率

则由2019年同期约12.4%下降1.4个百分点至

约11%。

收并购推动增值服务增长

目前碧桂园服务的业务线主要包括：物业

管理服务，社区增值服务，非业主增值服务，（三

供一业）业务及城市服务。而对于增值服务的态

度，在上市之初，其管理层就曾表示，“增值服务

才是我们决战的主战场”。

2020年，碧桂园服务物业管理服务收入约

86.07亿元，同比增长49.7%，占总收入比约

55.2%，较2019年同期下降约4.4个百分点；而

社区增值服务收入同比增加约100.1%至约

17.3亿元，占总收入比约11.1%，较2019年同期

增长3.1个百分点；非业主增值服务收入13.69

亿元，降幅约3.7%，较2019年同期下降4.9个百

分点。社区增值服务已成为碧桂园服务第二大

利润点。

碧桂园服务方面将其归为深入盘活并整合

社区及社区周边资源，以及通过收购城市纵横

使得社区传媒服务收入进一步增长。

值得一提的是，2020年碧桂园服务的城市

服务收入由截至2019年12月31日止年度约

6840万元增至约8.84亿元，增幅大增约

1192.5%，占总收入比约5.7%，2019年同期约为

0.7%。而该项服务收入的增长主要源于年内通

过收购满国及东飞所带来的业务大幅增长。

两相对比发现，碧桂园服务在增值服务方

面的收入增长，多来自于收并购带来的提升。

对此，地产分析师严跃进表示，收并购带来的

业绩增长，并不能完全反映增长服务的具体表

现，而且其具有不可复制性。举例来说，城市服

务收入虽然大幅增至8.84亿元，但其毛利率

却由2019年底的38.7%下降至32.5%。但值得

肯定的是，碧桂园服务对于增值服务的态度

是明确的，一系列动作也代表其未来发展的

方向。

在同日召开的业绩会上，碧桂园服务执

行董事兼总裁李长江强调，未来五年，碧桂园服

务将实现各种业务齐头并进，在物业服务、增

值服务、商写、城市服务等方面实现千亿营收的

突破。

对母公司依赖症改善未解除

受疫情影响，2020年整体市场表现不佳，但

物业管理板块却异军突起，物业公司上市呈“井

喷”状态。

那么作为上市物管企业“老大”的碧桂园服

务，是否摆脱了对母公司的依赖？

财报数据显示，碧桂园服务在2020年物业

管理服务收入中，由碧桂园集团开发的物业收

入约为61.95亿元，占整体物业管理服务收入的

72%，由独立第三方开发商开发的物业收入为

24.12亿元，占整体物业管理服务收入的28%，较

去年同期上升了3.7个百分点。

梳理过往财报，碧桂园服务2019年由独立

第三方开发商开发的物业收入约为14亿元，占

整体物业管理服务收入的24.3%。2018年，这一

收入约为3.91亿元，仅占整体物业管理服务收入

的11.4%。

中指物业事业部副总经理牛晓娟在接受北

京商报记者采访时曾表示，2020年物管行业百

强企业中有开发背景的企业数量占比近八成，

这些企业的管理面积中平均数约六成来自兄弟

开发公司。

从具体表现上看，碧桂园服务独立第三方

的物业开发占比呈逐年递增趋势，但目前体量

仍较小。

严跃进分析称，受房企分拆上市特性，物业

公司依赖母公司是普遍现象。短期来看，此类物

业公司的规模一方面需要母公司来扩大在管面

积，另一方面则需要通过收并购来实现规模增

长。就碧桂园服务而言，此次其物业管理服务的

收入占比是下降的。也就是说，除收并购手段

外，未来碧桂园服务也可以依靠增值服务的“成

长”，来逐渐摆脱对母公司的依赖。

北京商报记者 卢扬 王寅浩

收并购狂奔 碧桂园服务规模化不减
北京商报讯（记者 郑蕊）曾经如

日中天的传统KTV，如今却面临着生

存之战，不仅在消费群体上正逐渐流

失年轻客群，也面临着内外环境的双

层冲击。

“截至2021年3月，我国共有6.4万

家在业/存续的KTV相关企业，已注销

或吊销的企业超4万家。”日前的一组

公开数据，让KTV的发展现状再次摆

在了众人眼前。经营KTV如今真的成

为一桩不好做的生意了吗？

“对于一些相对传统的KTV经营

者，现在的生意确实没有以前那么好

做。”在海淀区已经营KTV三年的张

先生表示，“以前的KTV，是很多消费

者在休闲娱乐时的主要选择，但现在

年轻人可以去看电影、玩密室和剧本

杀，各种各样的娱乐产品均摆在消费

者的面前，导致年轻人迅速被分流。再

加上KTV行业内部也出现了前几年

大火的迷你KTV，还有当下的在线

KTV软件，肯定会削减选择传统KTV

的消费者。”

值得注意的是，KTV的经营成本

也成为不可小觑的压力。据张先生透

露，在月租金上，中小型KTV大多为

几万元，但地段较好、空间相对较大的

场地，月租金可在10万元以上，再加上

人力成本、水电和设备损耗，加起来也

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而在现阶段，KTV经营者们也在

寻找着破局之路。此时，在KTV中融

入其他业态成为不少经营者的选择。

北京商报记者发现，“火锅+KTV”

已经成为市场中相对较为常见的融合

业态，不仅KTV会加入火锅，部分餐

厅也会融入KTV的设计，来夺取消费

者的目光。与此同时，KTV还会与桌游

等进行融合，并配套多种类型的桌游

牌供消费者选择。

这一设置也引起部分消费者的注

意。其中，消费者宋女士认为，融合其

他新业态的KTV确实比传统KTV更

有吸引力，毕竟此前的KTV只能唱歌，

最多有一些简单的餐饮，但加入了火

锅或是桌游等其他消费产品，意味着

在该空间内可以进行的休闲活动更为

多样，增添了更多不同的体验。

毋庸置疑，随着近些年来线下娱

乐业在消费品类上的快速“上新”，消

费者如今有了更多的选择。在越来越

多的人都将KTV业视作夕阳产业的

时候，也有不少的经营者和投资人对

其仍持有信心。

身处KTV业近20年的刘卿告诉

北京商报记者：“春节之后，我基本没

有干别的，就是在到处找地，我要再

投资一家KTV。”在他看来，传统KTV

正在经历着触底反弹的阶段，对于了

解这个行业的人来说，反而应当抓住

机会。

如今，为了应对行业竞争、缓解经

营压力，经营者们都在采取不同措施

来增加营收渠道。开放店内餐饮业务、

在店内制作外卖并销售等等，然而，以

上收入相较于停止营业所带来的损

失，仍只能抵消其中的一部分。在从业

者看来，商家可以让服务项目多样化，

开发更有创意的、适合年轻人的项目，

扩大经营范围，减少对自身的影响。

北京某KTV上地店相关负责人邹

先生表示，从去年出到今年初，即便是

在疫情暴发的时候，所有员工都没有

想到放弃，如今随着线下娱乐业的逐

渐回暖，更要加倍努力，“作为经营者，

首先你要明白自己能给消费者的是什

么，我个人认为现在的娱乐体验永远

是线上技术无法取代的，而KTV能给

消费者提供一个舒适的社交平台，所

以，在这个过程中，做好服务，如何提

升服务质量，强化消费者的线下体验，

是我们接下来的工作关键”。

注销超4万 传统KTV寻转机

《职业教育专业目录（2021年）》总体情况 三级分类 19个专业大类 / 97个专业类 / 1349个专业

中等职业教育 >>

高等职业教育专科 >>

高等职业教育本科 >>

一体化设计
不同层次专业

中职专业358个

高职专科专业744个

高职本科专业247个

（注：调整包含新增、更名、合并、撤销、归属调整、拆分）

保留171个

调整225个
调整幅度61.1%

>>�中职 <<

增补调整对比

>>�高职专科较高职（专科）专业目录（2015年）及历年增补专业 <<

保留414个

调整439个
调整幅度56.4%

>>�高职本科较试点专业清单 <<

保留39个

调整208个
调整幅度2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