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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技工人才现状

◎刘勋  
摘要：目前，中国的制造业已经进入了旺盛的发展期，但制造业中技工人才却日趋减少。相关调查显示，日本整个产

业工人队伍中，高级技工占比 40%，德国则是 50%，而中国这一比例仅为 5%，更可怕的事实是，30 年前中国高级技工

占比就是 5%，这意味着，我们压根没有构建任何技工培训体系。长期以来，中国制造都处于野蛮时代，企业主把流水线

的效率演绎到了极致，工人则渐渐退化成一部机器或者一把大锤，但现在，流水线的这种极致遇到了瓶颈，年轻人越来越

讨厌进工厂，单调的工作逐渐被机器人和流水线取代，于这种背景下，我们深刻地感受到“高级技工”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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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发达国家，高级技工占技工总

数的比例超过 35％，而我国 7000 万技工

中，可称为“灰领”的高级技工仅占 5％。

按“十五”规划，这一比例应达到 15％，

因此，当时的缺口达 700 万人！ 15 年过

去 了，据统计，西方发达国家高级技工在

劳动者中的比例已经提高到 40%，我国依

然徘徊在 5% 的低水平上。麦肯锡公司在

2013 年的一份报告指出，到 2020 年，中

国用人单位将需要 1.42 亿受过高等教育

的高技能人才，而如果劳动者的技能不能

进一步得以提升，中国将面临 2400 万的

人才供应缺口。而人社部在 2014 年底的

数据显示，在我国 1.57 亿技能劳动者当

中，高技能人才仅 4136.5 万人，比例为

26.3%。

技工，尤其是高级技工对人的基本素

质要求很高，且无法只靠天赋完成工作，

需要长时间的艰苦磨炼，于技能、心态、

性格、环境都是非常大的挑战。比如一些

机器加工部门需要常年跟机械打交道，环

境的气味大、夏天热、冬天冷、且容易出

现工伤事故。正因如此，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宁可蹲在办公室里打字，也不愿意去尝

试学习相关技能，更不要提什么攻克技术

壁垒，变成先驱之类的想法了。其次，中

国技工缺少存在感，最重要的还是制度文

化使然，因制度的不健全，中国人的投资

观念都是短平快。在这种心态下，整个社

会都在崇尚热钱、快钱，都希望能一蹴而

就地搞定人生，在这样的环境，技工的存

在感实在太低，社会更不会给予其应有的

尊重。

“选高校，弃技校”的中国青年，在

高校招生的筛选机制下，技校的生源质量

越来越差，高分考生大都被高校“揽入怀

中”，考不上大学的学子，退而求其次，

才不得不选择读技校。同时，学校里、中

小企业里都不推崇技工的培训，应试教育

中，学生专注书面指导和考试，硬背概念、

强记公式、涉险考试构成了中国技校的全

部生活，至于说实际操作或者试验论证，

大多数的学校因经费紧张而敷衍了事，要

知道大学、技校中的年华是人生中最宝贵

的时光，学习欲望、精力、好奇心都是最

旺盛的，我们却慷慨地、毫无察觉地浪费

这大好的生命，没有构建起自己的知识技

能体系，也就难怪大学生找工作比上天还

难了。

我国企业技工缺乏传承机制，学校的

环境不理想，而一些腐朽的企业则更加毁

人不倦了，事实上，中国很多企业推崇“劳

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文化，钻研

技术的人常常得不到制度的赏识，在薪资

待遇方面要远远落后于管理者，更畸形的

状况是，中国企业向来内耗严重，很多“劳

心者”没有把心思放到“育人”之上，而

是放到“人玩人”之上，不懂创造式地开

发利润，就只能盯着固有利润争得头破血

流，最终落得个遍体鳞伤，技工的成长轨

迹本就与这种制度文化相冲突，没有存在

感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儿了，既然没有存

在感，得不到社会的尊重，谁又愿意静下

心来研究技术，中国技工渐渐退出了中央

舞台。

中国制造业高级技工缺口巨大，应该

说所有的制造企业都需要高级技工。但我

们必须要给高级技工一个定义：拥有一技

之长的专业技术、技能工人，而不是那种

可以凭借名牌大学、高等学历四处跳槽的

“通才”。大多数的通才们往往是啥都懂些，

啥都不太精。企业求才之心是非常迫切的，

但提供“专才”的培养机构却不是很多。

中国的工匠养成依旧任重而道远！人大代

表梁伟浩的提案中就有一项关于“工匠”

型制造业人才培养。在制造业摸爬滚打了

那么多年，梁伟浩深感培养一批高水平的

“中国工匠”的重要性。“从工人到工匠

需要时间的沉淀，德国、瑞士等制造业强

国的现代学徒制就很值得我们借鉴。”梁

伟浩说，应该让优秀的企业员工对学生进

行手把手“师徒式”教学。同时，应进一

步加大校企合作的广度和深度，推进制造

企业与职教院校之间的人才联合培养，职

教院校可以依托已有专业教学基础，联合

企业开展“订单式”人才培养，针对企业

的人力缺口开展对口培养，通过校企共建

教学生态等试点。

工匠之路，漫漫兮！科技是第一生产

力，这是经过实践检验过的真理，中国社

会、企业、学校应该高度重视技工的培养

与发展，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开始了重新寻

找工匠之路。未来制造业的转型会为中国

经济的发展提供新的动能。创新国内制造

业人才培养模式，加强职业教育与产业需

求之间的融合，完善在职晋升、培训等体

系，探索和构建“工匠”型制造业人才培

养的新体系，为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中国

制造转型输送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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