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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公辦本科職校指標
擴大培養高技能人才

中國高技能人才供需矛盾突出 人大代表籲提高職教主體層次

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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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5歲進入了老家的職業技術學校，當時中考
沒考好，家裏負擔重，我便放棄了複讀，決

定學一門技術，能早點兒賺錢養家。」29歲的楊金龍
回憶起自己當年的選擇，坦言「親戚朋友都不理
解」。「他們覺得讀職業技術學校沒什麼前途，
以後出來工作也是最底層的打工仔。」
2010年，楊金龍考入了杭州技師學院的汽
車鈑金與塗裝專業，他把大部分的時間和精
力都花在學習與實操鑽研上，以優異的成
績在第二年的學院學生技能運動會上一
舉奪冠。「這次小小的成功，讓我明白
了原來只要努力做事、認真鑽研，就
算是小小的噴漆塗裝工也可以做成
『大國工匠』。」從那之後，楊金
龍從市級、省級、國家級各類技能
競賽中，慢慢找到了自己的優勢，
先後獲得浙江省中職技能大賽冠
軍和全國賽二等獎。
世界技能大賽被譽為「技能界
的奧林匹克」，在汽車噴漆的賽
場上，六層漆面的厚度不能超過
10微米的誤差，相當於一根頭髮
絲的粗細。通過長達一年的高強
度集訓，2015年8月，楊金龍拿
下了第43屆世賽汽車噴漆項目冠
軍，使中國實現了在世界技能大
賽金牌零的突破。「訓練枯燥而
辛苦。」楊金龍坦言，夏天40度
的高溫裏，他每天裹着厚實的工服
練十幾個小時，一微米一微米地
摳，衣服一脫都能擠出水來。「也
是在這一年的集訓裏，我對『工匠精
神』產生了敬畏之心。」

去年職業本科招生人數佔比不到1%
獲得世界冠軍後，楊金龍婉拒了一些高

薪聘請，回到母校成為了一名汽車噴漆專業
的教師。8年多裏，他為行業培訓出了300餘
名技師、1,000餘名高級工。在他的指導下，師
弟蔣應成獲得第44屆世賽汽車噴漆項目金牌，學
生陳彬彬獲得首屆全國職業技能大賽汽車噴漆項目
冠軍。「我要去證明不單單是一兩個中國人行，而是
中國的技術工人全都能行。」
「習近平總書記多次強調要『培養更多高技能人才

和大國工匠』，並發出『走技能成才、技能報國之
路』的號召。在中共二十大報告中，習近平總書記便
指出，要統籌職業教育、高等教育、繼續教育協同
創新，推進職普融通、產教融合、科教融匯，優化
職業教育類型定位。」楊金龍坦言，建設製造強國
離不開科研人員的「最強大腦」，「但把科創研發
從圖紙變成產品，最終還是要靠高水平的產業工人
來實現」。
「我通過調研發現，全國各地均不同程度地存在高

技能人才結構性供需矛盾突出的問題，一些特種技能
崗位的高素質、高水平技術人才更加短缺，原因主要
是職業教育主體層次偏低，技能型人才主要來源於中
專、職業高中、技校等中職學校，再加上部分高職院
校辦學定位不夠清晰，職業教育的針對性、適應性不
強，一些地區普通教育與職業教育比例嚴重失調，中
考及高考後職業教育學生比例遠低於學歷教學規
模。」
楊金龍從包裏拿出整理的數據資料，來印證他的調

研結果。「2022年，中國高職招生662萬人，其中職
業本科招生約4.14萬人，佔比不到1%，遠低於中央
要求的2025年職業本科教育招生規模不低於高等職
業教育招生規模的10%的目標。」楊金龍建議道，教
育行政主管部門應該深入調查各地市場需求與教育條
件，因地制宜彈性設定指標，消除現有指標控制職業
教育本科發展規模的制約，增加公辦本科層次職業學
校指標。

發揮長學制育高學歷複合型「新工匠」優勢
「教育行政部門可以進一步擴大本科層次職業學校
改革試點，擴大本科層次高等職業技術人才招生培養
規模，發揮長學制培養高學歷技術複合型『新工匠』
的優勢。例如對山東、浙江、廣東等職業教育比較發
達的省份，可以酌情增加公辦職業本科院校的指標
數。優先扶持在現代農業、先進製造業、現代服務
業、戰略性新興產業等技術技能人才緊缺領域有貢獻
的職業院校。」
「將來，技能人員與技術人員的職業邊界會越來越
模糊，技能與技術會深度融合，原來單一的作業方式
也將發生很大變化。」為了應對這種變化，楊金龍建
議從基礎教育、義務教育、職業教育、高等教育入
手，在教育的不同階段融入不同的教育內容，推廣終
身學習理念。「我們應該系統性地去規劃從業人員的
職業生涯，從而讓『新生代』工人成長為具有新時代
特色的製造業所需的複合型高技能人才。」

回到駐地酒店的房間裏，楊金龍仔細地將報

告中涉及職業教育的部分圈了起來，下面是他

密密麻麻的筆記。「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

好幾次提到了職業教育，讓我備受鼓舞。」從

農村走出來的楊金龍抱着學一門技術減輕家庭負擔的想法，進入職業技術學校學起了汽車

噴漆，此後又留校任教。這些年裏，他欣喜地看到了職業教育在培養高技能人才中起到的

作用，但也感慨於「上技校」的薪酬與社會地位的落差。

從事職業教育多年，這位本身就是特技技師的人大代表看到目前技能人才培養中的問題

和局限性。「職業學校學生學習到的基本操作技能，與生產一線所需技能不適配，『新生

代』工人就業後，難以適應企業需求，還要再進行培訓，不能即就業即產出。」楊金龍舉例

道，隨着中國裝備製造業迎來新的發展時期，數字孿生、虛擬場景、智能製造、柔性製造、

智能機械人、雲計算等高科技手段正逐步應用到生產中，這對技能人才的要求更高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 俞晝 兩會報道

「在工廠打工就是兩點一線，太悶了，又
掙不到錢。」在採訪中，不少離職的年輕工
人抱怨道，即使是本專業出身，但到了工廠
依然只是顆「螺絲釘」，每天幹的都是一樣
的活計，學不到新東西，職位晉升的前景也
不明朗。香港文匯報記者調查發現，在絕大

多數的工廠裏，一線工人普遍面臨收入低、
待遇低、存在感低、尊重度低的「四低」問
題，這導致了現在的年輕人「寧可送外賣，
也不願進工廠」，跳槽離職現象和技術傳承
斷層現象嚴重。

「明天誰來當工人？」已故著名全國勞

模、上海電氣液壓氣動有限公司液壓泵廠數
控工段長李斌，曾在中國製造轉型的關鍵階
段提出了著名的「李斌之問」。斯人已逝，
但這一追問依舊振聾發聵。根據人社部數
據，從市場供求來看，目前中國技術工人的
求人倍率一直保持在1.5 以上，也就是需求
人數至少是供給人數的1.5 倍，供不應求；
而一些崗位，高技能人才的求人倍率甚至達
到2以上的水平，供需矛盾非常突出。

事實上，中國技能人才短缺存在已久，但

底層的矛盾是：父母往往希望孩子讀大學，
讀不上大學才去上技校。這種氛圍不改變，
即使有好的技校也招不到優秀的學生。當學
生從技校畢業後，即使能找到對口的工廠，
但依然面臨着前述的「四低」痛點，從而惡
性循環。所以，當我們喊着向「製造強國」
進軍時，背後要解決的問題，不單單是高精
尖端的技術研發，還有更加迫切和現實
的——怎麼培養更多的，願意進工廠為產業
升級埋頭勤力的年輕人？

「中國製造以質取勝的發展道路僅僅開了
個好頭，前方任重而道遠。」多位受訪代表
委員呼籲，有關部門亟需出台扶持激勵政
策，加大對一線技能人才培養的資金投入；
企業亟待建立技能員工晉升體系，有效提高
技術工人的技能水平和實際收入；社會則要
營造一種勞動光榮、技能寶貴、創造光榮的
氛圍，讓技術工人有臉面，有身份，有前
景，才能造就更多優秀的大國工匠，為製造
強國源源不斷地輸送技能人才。

明天誰來當工人？記者手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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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代表、
武漢市旅遊學校藝體教師馬丹：

建立統一職教專業目錄、完善「職教高考」
制度，打通職業教育升學深造渠道，讓職業學
校的學生在升學方面與普通學校的學生享有平
等機會。

全國政協委員、南通大學校長施衛東：

職業教育與行業產業要加強融合，學校結合
學生擬就業所在地產業分布情況，更新專業設
置，合理設置招生人數，規模企業可設置專人
負責與學校對接產教深入融合工作，並將校企
合作作為企業考核指標。打造高質量監督機
制，全面推動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

全國政協委員、
河北交通職業技術學院副院長張運凱：

進一步完善國家職業教育智慧教育平台
的建設，完善接入標準，匯聚更多優質
數字資源，健全線上學分互認機制，
服務更多學校、學生和社會學習
者。深化試點工作，探索職業
教育數字化轉型的新路徑、新
模式，以點帶面提升職業教
育數字化水平。

代

表

委

員

◆楊金龍在教學中與學生交流。 受訪者供圖

心
聲

「少送外賣、多進工廠！」去年
全國兩會上，一位人大代表對年輕
人的建議一度衝上熱搜，這背後體
現的是製造業技工短缺的焦慮。一

組數據讓這份焦慮更為直觀：中國人社部近日發布的
2022年第三季度全國「最缺工」100個職業排行中，
39個屬於生產製造類職業。「技能人才能夠發揮多大
作用，企業最有發言權。」劉忠是航空工業凌峰數控
加工中心班長，在飛機精密機械加工領域深耕了33
年。今年的全國兩會上，他帶來了多份有關留住高技
能人才的建議。
航空工業是國家高端戰略性製造業的典型代表，幾十

年來，劉忠在航空工業凌峰從事過多種一線加工工作，
深知高素質產業工人對高端製造業的重要性。然而，在
每年對新入職青年職工進行崗前培訓時，他發現製造行
業對青年人的吸引力正在逐步降低。「製造領域因工作
內容相對枯燥，不少性格活躍的年輕人都不願意從事一
線操作工作。與外界活躍的互聯網行業相比，他們容易
產生心理落差，最終導致青年人才的流失。」
「這樣的現實情況，一方面與國家飛速發展的物質和

精神生活豐富有關，更重要的是高端製造行業待遇和其
他行業相比不匹配。同時，高等職業技能教育對青年學
生培養大多還是停留在比較基礎和理論化的水平，且教
學實踐、教學質量參差不齊，不能迅速有效適應高端製
造行業的要求，拉長了青年技能工人在入崗後的成長成
才時間。」
在自身崗位了解和調研得到這些現實情況後，劉忠決
定發揮自己全國人大代表身份的作用，為一線青年技能
工人發聲，向政府建議通過各項舉措來提升青年技能工
人的職業榮譽感、自豪感、獲得感，促進建立一個在高
端製造領域良好的青年人才成長發展通道，吸引和鼓勵
更多優秀青年人才投身國家高端製造領域，為國家高端
製造產業長期健康穩定可持續發展出一分力。

倡發展高端智能製造業吸青年人才
「高端設備易得，高端技能人才難求。」劉忠建議
道，地方政府應做好產業園區規劃，將傳統製造產業提
檔升級，建圈強鏈，重點發展高端智能製造產業鏈，這
樣才能更有利於留住本土人才，同時吸引外來優秀青年
人才進入。此外，地方政府也可以牽線搭橋，出台更多
優惠政策，讓產教融合落地實行，促進地方高端製造產
業的良性循環發展。「唯有讓青年技能人才在高端製造
業有更好的發展，更光明的未來，才能激發他們的創新
創造活力，助力製造強國的實現。」

全國人大代表、
廣東省機械技師學院教師楊登輝：

技校培養學生不能局限在校園，一

定要帶學生多到企業車間去看看，同

時邀請企業工程師、技術工人到學校

上課。學生要理解企業的發展方向，

企業設立的工作崗位要求是什麼，這

樣在學校時準備得更加充分，畢業以

後才能更加符合企業的需求。後才能更加符合企業的需求。

等機會。

制，全面推動職業教育高質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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