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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什么最贵？ 人才！” 国家制造强国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提出， 中国制造
大而不强， 实质是人才不强， 改变这个问题的核心是打造一支结构合理的高素质产业工人
队伍。 上周， 教育部、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 《制造业人才发展
规划指南》， 将实施多种措施， 推动 “中国制造” 向 “中国创造” 转变。

中国制造 中国创造

【问题】
十大重点领域存在百

万人才缺口
目前， 我国制造业规模以上

企业人力资源总量为8589万人 ，
专业技术人员809万人。 2015年，
我国工科类专业本科在校生525
万人、 研究生在校生69万人； 高
等职业学校制造大类专业在校生
136万人 ； 中等职业学校加工制
造类专业在校生186万人。

三部委表示， 我国制造业存
在人才结构性过剩与短缺并存，
领军人才和大国工匠紧缺， 人才
培养与企业实际需求脱节， 学校
和培训机构基础能力建设滞后，
一线职工的社会地位和待遇整体
较低等问题。

《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
对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人才需求
进行了预测：至2025年，新一代信
息技术产业人才缺口将达950万
人， 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领域
人才缺口将达450万人，航天航空
装备领域缺口将达47.5万人 ，海
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领域缺
口将达26.6万人， 先进轨道交通
装备领域缺口将达10.6万人 ，节
能与新能源汽车领域缺口将达
103万人，电力装备领域缺口将达
909万人，农机装备领域缺口将达
44万人，新材料领域缺口将达400
万人， 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
械领域缺口将达45万人。

【调查】
职业学院：
社会缺乏对技工的正确认识

眼下的年轻人普遍不愿意学
技能、 当蓝领。 一项调查数据显
示： 只有1%的人不介意当工人，
90%以上的家长希望孩子读大学
而非职校。

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院是一
所公办高等职业院校， 开设有城
市轨道交通、 汽车工程、 交通管
理与信息工程、 道路桥梁工程、
汽车经济管理、 汽车车身工程、
道路机电工程、 建筑工程等8个
专业群、 20多个招生专业。 近三
年来， 北京的生源不足， 即使是
办学条件好、 与市场贴合度高的
职校， 招生指标也只能完成九成
左右。 “主要是因为社会对职业
教育的认知度不够， 对职业学校
培养一线技术工人和劳动工人缺
乏正确认识和认可。” 学院负责
人表示。

为了得到更多关注， 从2015
年开始， 学院每年都举办校园开
放日活动， 面向学生、 家长和社
区居民开展职业体验活动。 “现
场吸引了许多市民和中考考生参
与 ， 让他们近距离感受职业教
育， 在体验中明确自己的职业理
想， 增强职业兴趣和职业意识。”
学院负责人说。

对于如何解决招生难问题 ，
学院还有自己的法宝： 各专业结

合用人单位的需求 ， 开设订单
班， 以订单方式招生， 形成招生
即招工、 入校即入厂、 校企联合
培养， 用高就业率吸引学生的模
式。 另外， 学院将现代学徒制引
入教学， 教学任务由学院教师和
企业师傅共同承担， 学院承担系
统的专业知识学习和技能训练，
企业负责岗位技能训练， 这样能
提高学生的积极性。

对于毕业生的择业问题， 学
院负责人表示： “基本能实现近
100%的就业率。 拿2015年来说，
学院毕业生就业率为98%， 平均
起薪点为3456元， 就业现状满意
度接近80%。” 学院通过分析学
生的报考原因 ， 就业优势占六
成。 “但总的来说， 还是一线技
术工人得到的社会认知度不够。”

职校学生：
曾经迷茫 现在坚定

丁琪是北京交通运输职业学
院2011汽车喷漆专业的学生， 获
得了巴斯夫汽车维修涂装职业教
育项目2015年度全国优秀毕业生
技能大赛的冠军。 说起选择职业
院校的原因， 丁琪说是为了学到
一技之长， 找一份好工作。

2015年毕业后， 凭着一身过
硬的技术， 他去了廊坊一家宝马
4S店。 刚开始工资比较低， 试用
工资不到两千元。 但是经过近两
年的努力， 他顺利转正， 工资涨
到了4000元， 也考取了宝马的二
级技师认证， 以后的工资最高能
拿到8000元。 “对于做技术工人
这条路， 以前也曾迷茫过。 但一
路走来， 觉得有一技在身还是没
错的。” 他说。

工人：
对现有工资水平不太满意

在多数企业的薪酬体系中 ，
技 能 工 人 的 薪 酬 要 比 管 理 人
员低出两三个档次。 刘先生是
北京某品牌4S店的汽修工人， 修
发动机 、 变速箱等 ， 是所谓的
“大工”。

他说， 现在不少汽修工都是
半路出家， 并没有经过专业的培
训， 而经过专业学习和训练的高
职院校毕业生， 在企业是十分抢
手的。 抢手归抢手， 但是工资水
平不高。 “每天很忙， 钻到修车
间里一呆就是一天， 弄的满身都
是油。 工资6000多元钱， 比销售
人员少很多。” 刘先生对自己拿
到手的工资不算太满意， 尤其是
与技术含量较少的销售一比， 更
觉得不平。

【措施】

《规划指南》为推进“中
国制造” 转型升级提供根本
动力

《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
具体措施包括鼓励招生单位扩大
制造业重大基础研究、 重大科研
攻关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培养规

模， 提高重点领域专业学位研究
生培养比例。 及时发布人才需求
预测， 引导高校招生计划向本科
电子信息类、机械类、材料类、海
洋工程类、生物工程类、航空航天
类和高职装备制造大类、 电子信
息大类、生物与化工大类、能源动
力与材料大类中对应制造业十大
重点领域的相关专业倾斜。 建立
学科专业动态调整机制。

全面推进制造业学习型企业
的建设， 坚持并完善企业职工全员
培训制度。 探索建立个人学习账
号和学分累计制度， 依托国家开放
大学在制造业相关专业领域开展学
习成果认证、 积累与转换试点。

分层次、 有计划地引进1000
名海外高层次领军人才和创新创
业人才， 特别是 “互联网＋制造
领域高端人才。 围绕制造业十大
重点领域， 支持有关地区、 部门
开展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技能
大师工作室建设。 到2020年， 建
设1200个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
1000个左右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
室， 基本形成覆盖重点产业和中
心城市的高技能人才培养网络。

到2020年， 制造业从业人员
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1年以上，
受过高等教育的比例达到22%；
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的比例
达到28%左右， 研发人员比例达
到6%以上。

北汽模式：
培育工匠为企业提供人才

制造业人才紧缺， 企业自己
培养人才就成了一条重要渠道。
北汽集团有着用职工创新工作室
培养人才的传统， 在北汽集团旗
下北汽股份北京分公司有一个李
兵创新工作室， 那是一条微型生
产线， 新员工到此接受培训后，
便可上手操作。

在去年推出工匠精神以来 ，
北汽集团发布了 《誓师 “十三
五”， 践行工匠精神》 行动计划。
“作为劳模， 我们要带头践行工
匠精神。” 全国劳模赵郁、 张立
玲， 北京市劳模高晋生， 三八红
旗手王立荣分别结合各自工作，
对 “北汽工匠精神 ” 的四大基
因 “执着、 极致、 坚韧、 专注”
进行了阐述。

因为一些零件上有肉眼看不
见的褶皱 ， 产品被质检部退回
来， 北京奔驰老工匠刘国林就要
找原因， 改进模具。 20多年的模
具维修， 刘国林将一根长约20厘
米的紫铜棒变成了一个10厘米的
“哑铃”。 一点一滴细节， 可以看
出工匠的极致精神。

同样， 在北汽集团自主品牌
绅宝X55的生产中 ， 在 “提品
质” 方面也践行了工匠精神。 工
程师们对300多台绅宝X55进行

了五轮12大项、 1500小项、 三次
24通道的整车耐久性试验； 绅宝
X55还选择在零下30多℃的极限
条件下进行品质测试， 进行370
多万公里的可靠耐久验证。 绅宝
X55上市后立即热销。

去年年底， 在北汽第五届职
工经济技术创新论坛上， 北汽正
式启动 “十大工匠” 评选活动 。
这是北汽工会强化职工素质教育
工程， 打造技能型、 创新型、 知
识型高级技能人才队伍的一项战
略工程， 通过对德能兼优、 技能
精湛的大工匠的甄选活动， 为北
汽2020战略π计划目标的实现提
供强大的人才支撑。

为了将技能人才培养成工
匠， 北汽股份打造了 “职工技能
培养” 体系， 坚持每年举办 “职
工技能大赛”， 确保参与的职工
不少于50000人次 ， 培育 “北汽
工匠人物”； 建立 “北汽e-赛场”
网络技能练兵系统， 开展全员参
与的网络练兵行动 ， 实现有效
ID10000个以上。 同时 ， 北汽股
份重视榜样引领带动职工素质
提 升 ， 成 立 劳 模 协 会 ， 开 展
对 口 帮 扶 、 服 务 自 主 品 牌 建
言献策 ， 以及职工大讲堂 、 素
质班等活动。

如今， 北汽集团在各层面开展
了培养工匠的活动， 工匠精神越
来越深入生产的每一个环节。

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人才需求预测 （单位： 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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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制造强国建设战略咨询
委员会委员孙玉清认为 ， “制
造 ” 有两个主题 ， 研究造什么
的， 是创新型的高层次人才； 研
究怎么造的， 是技术性+技能型
人才。 造就技艺精湛的技能型人
才 ， 涵养全民工匠精神至关重
要， 推动 “中国制造” 向 “中国
创造” 转变。

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执行副

会长于清笈介绍， 为了解决技能
人才短缺问题， 联合会组建了行
业人才培养联盟和职工技能鉴定
中心，建立行业继续教育中心，签
订校企合作协议， 参与全国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职工技能大赛、职
工科技成果展示、 创建劳模工作
室等活动。

“应积极构建政府主导、 行
业服务、 院校企业主体、 社会参

与、 协同共进、 合作共赢的体制
机制。” 他透露 ， 2017年 ， 联合
会将筛选并发布机械行业人才培
养重点观测专业目录， 进一步健
全完善与教育部、 人社部、 工信
部、 全国总工会产业工会等联合
搭建的服务平台。 通过组织先进
制造技术高级研修班、 急需紧缺
人才培训、 岗位练兵、 技能比武
等形式， 培养培训能工巧匠。

【观点】

构建政府、 行业、 院校、 企业多方合作体制

一字之变如何应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