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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粤港澳大湾区的发展，大湾区高等院校之间的合作不断展开，高校生涯教育也迎来了合

作发展的新契机。粤港澳大湾区在生涯教育、就业创业方面的发展和合作，为大湾区城市进一步的融

合发展奠定了现实基础。从大湾区高校生涯教育的未来协同发展路径来看，应秉持以机构保障为推动

力量、以科研合作为创新基础、以师资培养促进协同发展、以信息化建设推进区域共建的原则，进一

步加强政策的顶层设计、创新制度的引导，促进大湾区生涯教育和就业创业的协同共进、合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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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粤港澳大湾区”协同发展战略作为我国国

家层面的湾区发展战略，将全面推进内地 9 个城

市与香港、澳门的互利合作、共同发展。大湾区

战略的合作范围包含金融服务、科技创新、生物

医药、交通运输、环保能源等方面，教育作为大

湾区合作战略的重要部分之一，为粤港澳地区的

高校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2019 年 6 月，粤港澳

大湾区众多学校和教育机构共同达成了《粤港澳

大湾区青少年教育发展意向书》，建立了良好的

教育伙伴关系，大湾区的教育事业从而得到进一

步创新发展。 

    生涯教育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与学生工作

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国对生涯教育的定义不

一，我国将其解读为：“在系统方法的指引下，

引导学生认知自我和人生发展的内涵，让其在成

长期间懂得如何选择、对各种变化进行积极应

对、学会规划未来的生涯发展，而组织和开展综

合性的发展性教育活动。”[1]在粤港澳大湾区教育

协同发展的背景下，有必要探讨生涯教育的合作

发展路径。 

    一、高校生涯教育的现状及发展瓶颈 

    教育部于 2007 年发布了《加强职业指导与

职业生涯规划课程建设要求的通知》，要求各高

校全面开设大学生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课

程。目前，我国高校基本已经实现生涯教育的普

及，但在开展的程度、形式及效果上存在较大差

异。以广东省高校为例，虽然开设了生涯教育课

程，但仍有部分高校未深入了解生涯教育工作的

实质内涵，仅将其局限于求职指导、就业服务等

基本职能，缺少开展全程性生涯教育的考虑[2]。

总体来说，高校生涯教育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 

问题。 

    (一) 生涯教育的本土化程度不够 

    生涯教育的理论来源于西方，目前高校使用

的生涯教育课程教材主要参考的是国外学者的

著作和研究成果，但我国的教育体系、职业环境

与国外有很大差异，引入的理论和教材并不完全

适用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和大学生的实际情  

况[3]。这导致高校生涯教育与实际脱节，学生难

以学以致用，大大影响了生涯教育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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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不少学者倡导开展生涯教育的本土化

实践与研究，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生涯教育理论

与实践体系。一方面，要结合我国国情，引导大

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以及确定适合的

职业目标，处理好个人与社会、规划与实践、主

导与主体的关系，对生涯教育的价值内核进行

本土化重构。另一方面，要在做好中西方生涯

教育对比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个性化咨

询、课程创新、生涯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等本

土化研究[4−5]。 

    (二) 生涯教育的开展形式单一 

    生涯教育的开展形式具有多样性和渗透性

的特点，包括线上线下课程、个体咨询、团体辅

导、体验活动、训练营、招聘会、工作坊、讲座、

测评等。不同的形式产生的影响和效果有差异，

应针对不同年级不同需求的学生采取适当的形

式。但由于目前国内高校生涯教育重视程度不

够、师资专业化力量不强、资源相对缺乏等原因，

形式上主要还是以课程和讲座为主，限制了多样

性生涯教育方式的发展[6]。 

    有的高校把生涯教育简单等同于就业指导，

将全程性的生涯教育简化为毕业生的求职简历

制作和面试技巧指导，在培养学生的生涯意识、

提升生涯适应力和决策力的系统教育上相对缺

乏思路。单一化的开展形式导致学生对生涯教育

的热情度不高，弱化了学生自主规划生涯、探索

职业发展的意识培养。因此，要从根本上有效提

高大学生的就业能力和综合素质，高校必须实现

全面而多样化的生涯教育。 

    (三) 生涯教育师资的专业性不强 

    生涯教育是一门专业性很强的学科，涉及教

育学、心理学、管理学、思想政治教育等多门学

科的理论知识与实践经验，需要使用专业的测评

工具以及进行行业趋势和职业发展动态的研  

究[7]。目前高校开展生涯教育的师资主要来源于

思政队伍和行政管理人员，包括学院辅导员、副

书记、就业指导中心老师等，缺乏职业型、专家

型的生涯教育师资人员[8]，非专业性和专职生涯

教育人员的配比不足直接影响了生涯教育的开

展效果和学科发展。加之辅导员和行政管理人员

忙于本职的事务性工作，生涯教育仅靠业余化、

兼职化的方式开展，难以满足学生对生涯规划的

深层次需求。高校应建立由专职生涯规划教师、

校内外专家顾问、专职学生工作人员组成的生涯

教育师资队伍，经过专业培训并取得相应资格方

能上岗，以确保生涯教育开展的系统性、专业性

和影响度[9]。 

    (四) 生涯教育的理论根基不足 

    职业匹配论、职业适应论、生涯发展阶段论

等理论是目前高校生涯教育中的常用理论，但随

着就业市场的发展变化，这些理论已不完全适用

于我国国情和当代大学生。加之我国学界在探究

大学生心理和行为、大学生职业发展形态、生涯

教育的影响因素等方面的研究相对薄弱，一定程

度上限制了生涯教育理论的进一步发展。 

    高校生涯教育的发展趋势正由人职匹配理

论向后现代生涯理论发展，这意味着大学生已由

单纯的毕业择业逐步向个性化发展转变。在生涯

理论的创新上，学术界先后提出了一系列思路，

如全程化就业指引、个性化就业指导模式和全方

位生涯辅导体系等[10]。生涯教育与经济社会的发

展趋势紧密相连，后现代生涯理论如生涯混沌理

论、生涯建构理论等强调接纳生涯发展的不确定

性和差异性、尊重人的多样性和主观解释[11]，较

为符合当今社会发展的特点和当代大学生的价

值观。总体而言，生涯理论的研究需要与我国的

政策形势、教育体制相结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

的生涯教育理论体系与实施模式。 

    二、大湾区高校生涯教育合作的背景与基础 

    就大湾区高等教育而言，主流合作形式主要

包括以下四种：合作办学、跨境招生、学术交流

与科研合作、学分与学历互认；合作机制包括校

际机制、政府机制及民间机制[12]。生涯教育属于

高等教育的核心构成部分，其合作以政府和社会

机制为支撑：政府机制指的是中央、广东省和港

澳特区及其围绕高等教育合作建立起来的有关

机制；社会机制指的是不包含政府在内的社会力

量为推动教育合作而发展起来的某种个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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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 

    (一) 生涯教育协同发展的现实背景 

    在政府机制方面，各地政府通过不同形式的

项目合作与平台建设促进大湾区青年的生涯教

育与就业创业。例如，穗港澳政府对“粤港澳大

湾区青年职业发展 5A 行动”进行规划和组织，

借助于政策的制定、平台的搭建和项目的开展

等，确定大湾区 11 个城市在学习、实习、就业、

创业和交流等五个方面给予大湾区青年一定的

支持和指引，帮助青年人获得更好的职业发展机

会。以中联办为主体发起的“粤港澳大湾区共同

家园青年联合行动”发布了近百个项目，包括大

湾区生涯规划之旅、高科技都市农场和自闭儿童

治疗中心等项目。广大青年群体可以通过“大湾

区青年网”平台进行咨询，信息服务涉及学习、

就业和创业等多个领域，以帮助青年人对大湾区

有更加全面深刻的了解。此外，粤港政府共同制

定了“粤港澳大湾区香港青年实习计划”，至今

已提供上千个实习岗位。2019 年以来，到广东参

加国企和名企实习的香港大学生多达 300 名。同

时，广州成立了港澳青年创业就业服务中心，为

港澳青年提供全方位支持和“一站式”服务。 

    在社会机制方面，粤港澳三地在生涯教育领

域的师资培训、学术会议、学习交流、科研合作

等方面促进了大湾区的生涯教育发展。如广东省

中小学校长联合会组织的生涯规划导师培训曾

邀请香港辅导教师协会、香港中文大学的资深专

家前来授课，介绍香港在生涯教育方面的先进经

验。粤港澳三地的生涯教育学术会议已多次在大

湾区举办，包括“珠港澳高校就业指导与职业生

涯规划教育学术研讨会”“两岸四地学校辅导国

际学术研讨会”等，推动了大湾区生涯教育的学

术交流与科研合作。此外，有不少生涯商业机构、

行业协会为粤港澳三地的学者和生涯教育人员

提供合作的机会和平台，包括课程研发、工具设

计、测评开发等，均为大湾区生涯教育的协同发

展奠定了基础。 

    (二) 生涯教育协同发展的合作基础 

    教育界和学术界一致认为生涯教育应从国

情出发，将有关理论设想及研究方法与高校的发

展现状相结合，探索个性化的教育规律。港澳地

区本土化的生涯教育颇见成效，值得内地高校学

习和借鉴。香港学者立足于特区实际，对英国的

生涯辅导模式进行了改革，历经家长式、服务式、

发展式等三个阶段，创建出“全人”发展辅导的

个性化模式。有学者探讨了港澳地区高校的生涯

教育模式和特点，认为香港高校将生涯教育作为

实现全人教育理念和通识教育理念的重要环节，

贯穿学生的整个大学阶段，辅导范围由求职择业

辅导向全人发展的职业、心理和学业综合辅导方

向转化。生涯辅导的根基由以往的常识、直觉和

经验转变为对理论研究和调查的全面关注，注重

提升服务的专业性[13]。在学术研究上，香港高校

在生涯教育方面的研究起步较早并与国际接轨，

在引进国外先进学术资源、与国外优秀学者合作

方面具有优势。香港辅导教师协会主导的生涯教

育师资培训、课程开展、生涯教材、工具运用等，

已形成了统一的管理标准和实践基础。因此，目

前教育界和学术界应当抓住大湾区的发展契机，

借鉴港澳地区高校的经验和做法，在多年理论研

究的基础上，充分融合中国传统文化，结合我国

高校生涯教育发展的现状及特色，不断创新理论

和模式。 

    在合作经验方面，大湾区高校的生涯教育呈

现以下特征：一是对多种模式进行了探索，但缺

乏统一管理。目前生涯教育缺乏政府和高校的顶

层设计，合作主要是个人、基层或个别组织间的

行为，整体上较为松散且不成规模，在制度和效

果上限制了成果的广泛传播及资源的有效利用。

二是合作内容较为丰富，但缺乏理论高度。目前

一些合作仅停留于经验交流、做法介绍等浅层次

上，在科研工作、本土化理论建构等深层次的合

作较少。由于各地区的教育制度、发展现状不同，

单纯的经验借鉴无法完全适应我国高校的情况，

需要在理论层面探索适合我国高校的生涯教育

范式。尽管三地政府制定和推行的有关政策对大

湾区的生涯教育发展进行了统筹协调，但制度化

和系统化的规划仍显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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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合作形式方面，未来大湾区高校将在生涯

教育方面进一步加强合作与沟通，包括学习交

流、实习就业、创新创业、职业机会等多方面，

促进三地人才流通、资源有效配置，谋求共同发

展。这对政府和高校在顶层设计上提出了更高要

求，以确保生涯教育合作的资源有效利用、成果

合理转化。目前基层、个人之间的小规模零散合

作会持续进行，政府机制下成规模、体系化的合

作将不断崛起。因此，如何把不同类型和组织之

间的合作进行协调与融合，促进生涯教育协同发

展的利益最大化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三、大湾区高校生涯教育合作创新路径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报告》指出，粤港澳青

年应该在大湾区框架的指引下，持续探索大湾区

发展的共享利益和共建未来，培养和强化湾区意

识。这是一项长期化的工作。这对高校生涯教育

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笔者认为可以从机构保

障、科研合作、师资培养和信息化建设等四条路

径来推动合作创新。 

    (一) 以机构保障为推动力量 

    大湾区的合作与建设并非个人或个别组织

的力量可以实现，需要在政府层面建立以粤港澳

大湾区高校合作为目的的保障机构，并且设立专

门负责实施生涯教育和就业创业教育的部门或

组织。一是起到保障作用。机构从顶层设计上制

定促进高校生涯教育合作发展的政策、制度和方

案，其重要性在于对资源的统筹、团体间的协调

以及合作的监管和考评，在宏观层面保证合作双

方的规范性和有效性。二是起到推动作用。大湾

区生涯教育政策的执行需要各地区不同部门之

间的沟通和配合，由政府牵头组织、各部门积极

参与才能确保有关政策措施的有效实施。除了保

证执行机构的运作，政府可以适当采取服务购买

的形式为促进生涯教育在大湾区的持续发展注

入新的活力和创新元素。这能让大湾区高校生涯

教育的合作有更多的可能性和创新性，吸引更多

组织和个人加入大湾区的生涯教育事业，确保大

湾区相关就业创业政策的落地与实施。 

    (二) 基于科研合作的融合创新 

    大湾区作为一个具有特殊历史渊源的地区，

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方面独具特色。这

也影响了各行业人才在大湾区就业创业的发展

和趋势。生涯教育的开展和就业创业政策的制定

需要结合本土的教育制度特色和经济发展现状，

有针对性地促进大湾区的人才培养和行业发展。

学术研究为建立具有我国特色的生涯教育模式

打下了基础，但当前内地高校的生涯教育科研力

量相对薄弱，需要搭建一个粤港澳三地的学术科

研平台，进一步加强与港澳地区学者的交流合

作。同时，科研成果将为政府机构制定大湾区的

就业创业政策提供决策性的参考。政府应在政

策、资金和资源上给予支持，比如科研项目的经

费申请、访问学者计划、学术会议的召开、区域

性交流活动等，鼓励跨区域间的科研合作和成果

共享。内地高校应在生涯教育研究上起到引领作

用，通过借鉴港澳地区学者的科研经验和资源实

现生涯理论的本土化，并且创新性地构建适合自

身发展的生涯教育体系。 

    (三) 师资培养促进协同发展 

    生涯教育师资是实施生涯教育的第一线力

量，师资力量的强弱直接关系到开展生涯教育的

实际效果。目前我国尚未形成统一的生涯教育师

资培训和认证体系，造成各学校的师资力量极不

均衡，影响了高校生涯教育的全面开展。应促进

粤港澳三地在师资培训方面的合作交流，内地要

充分借鉴港澳地区在师资培训体系和课程设计

方面的经验，选派部分老师到港澳高校进行访问

学习，加深对大湾区的认识和生涯教育的理解，

更好地把湾区意识、生涯意识、探索意识传递给

学生。港澳地区的教育工作者也需要增强对内地

就业市场和创业政策的了解，在生涯教育中鼓励

港澳青年到内地拓展职业生涯和创业空间，进一

步促进大湾区的融合和发展。因此，为促进大湾

区生涯教育的协同发展，出台有关粤港澳生涯教

育师资培养的政策势在必行。 

    (四) 信息化建设推进区域共建 

    作为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趋势之一，信息化

建设在教育合作中的作用愈发凸显。生涯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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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化发展突破了地域限制和课堂边界，大大扩

展了生涯教育的效果和影响力。三地高校可成立

由内地高校牵头的粤港澳生涯教育高校联盟，共

同打造一支专业化、信息化的建设团队，整合大

湾区各地的生涯教育资源，统一构建一体化的网

络教育平台。通过采取线上讲座、直播互动、生

涯人物访谈、对话咨询、分享资讯等方式，吸引

不同地区的师生使用平台进行交流和学习，为广

大青年创造信息共享、资源流通、融合创新的新

机会，实现大湾区就业创业的持续合作和发展。 

    四、结语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高校生涯教育合作和

大学生就业创业带来了新契机，但目前三地在协

同共建方面仍处于起步阶段，成规模成体系的合

作还有待进一步提升，需要政府、高校、组织机

构之间的共同协作和配合，包括政府的顶层设计

和制度保障、高校的科研合作和师资交流、民间

组织和商业机构的推动执行等。大湾区建设涉及

不同区域之间人才的流动和融合，要大力培养大

学生的湾区意识，加强对人才的权益保障和可持

续发展的政策研究，不断促进粤港澳三地在就业

创业方面的融合创新，从而实现粤港澳大湾区的

繁荣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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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higher education in Greater Bay Area continues to expand, which is also a new opportunity of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for career education in colleges. The development and cooperation of career 

education,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lays a 

practical foundation for integrated development of cities in Greater Bay Area in the furth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future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path of career education in colleges in Greater Bay Area, 

we should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taking institutional guarantee as the driving force, cooperative scientific 

research as the innovation basis, teacher training as the promotion of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information 

construction as the promotion of regional construction, so as to promote the collaborative development of 

career education,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Greater Bay Area through further strengthening the 

top-level design of policies and guidance of innovation system. 

Key Words: Guangdong-Hong Kong-Macao Greater Bay Area; college career education; cooperative 

development;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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