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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A7_A3_E2_80_9C_E6_c123_279837.htm 我国一些主要的制

造业基地，如珠三角、长三角、东三省，乃至内地的新疆都

出现了严重的"技工荒"。从表面上看，"技工荒"的出现是国际

产业转移和我国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换代带来技能型人才严重

供不应求造成的，但在其背后却暴露出我国教育的严重失衡

和职业教育的严重不足。 "技工荒"已成经济发展的严重"掣肘"

记者从天津市有关部门了解到，天津市目前８３．５万名技

术工人中，技师、高级技师仅占１．２％，高级工占９．８

％，中级工占２７．３％，初级工占６１．６％。 随着经济

快速发展，天津市每年需要增加各类技工约２０万人左右，

而全市１７４所职业学校的培养能力仅为６万－８万人。 在

其他经济发达地区情况类似。"十一五"期间，广东省中级工

以上技能人才缺口１８０万人，其中高级以上技能人才缺１

００多万人；南京的一项调查表明，南京对技能人才需求越

来越大，技术工人缺口高达１６．６６万人；北京市每年技

工缺口达３３万人，而职业学校每年毕业的技工只有７万人

左右；在装备制造业基地沈阳市，缺口最大的１０个岗位中

技工就占７席；山东每年需要技工２４０万人，而该省技工

学校每年的培养能力仅有七八万人。 技工特别是技师人才的

短缺将成为制约企业和经济发展的"瓶颈"，这种"瓶颈"制约现

在已经凸显出来。在有"皮衣之都"之称的浙江海宁市拥有日

产６万件皮衣的生产能力，由于高级技工短缺不得不忍痛放

弃部分订单，每天至少流失１００万美元的订单。 此外，与



我国技工短缺的现实相对应的是，我国目前企业产品平均合

格率只有７０％，不良产品造成的损失每年近２０００亿元

。专业人士认为，这与高级技工的紧缺直接相关，产业工人

的素质直接影响产品的质量、事故发生率和科技成果的转化

率，而且技术创新也将更多来自于基层尤其是一线技工的实

践，那些亲身参与实践的一线技术工人、高级技术工人将是

技术自主创新的重要源泉。 "三重"缺陷制约我国职业教育发

展 从表面上看，技工短缺的直接原因是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和

产业结构不断升级换代带来技能型人才严重供不应求，但从

深层次来说，则是政府、企业、学校在职业教育发展方面存

在的失误造成的。 首先，从政府方面来说，政策误导和投入

不足导致我国职业学校数量不多且质量不高。在当前政策的

导向下，高中以及高校的扩招对职业学校带来的冲击是巨大

的，甚至不少地区建国以来积累起来的职业教育优质教育资

源毁于一旦，全国范围内有相当一批数量的职业学校因无法

招到生源而被迫停办和倒闭，而不少国家和地方的重点中专

则被戴帽升格为普通高校。 另一方面，政府投入不足造成现

存职业学校办学条件落后。民进天津南开区委专职副主委李

新认为，国家及地方政府往往重视高等学历教育而轻视职业

教育，在对职业教育的投入上没有形成制度保障，投入明显

不足。而职业学校由于缺乏资金来源运转起来往往力不从心

，办学条件严重滞后。 其次，从企业自身来说，当前许多企

业存在对就业者学历盲目高消费的误区。受此影响，无论是

学校，还是学生都对学技术缺乏兴趣，直接导致技工培养"断

流"和高级技工"断层"。 同时，企业对技工的培训投入不够，

只使用、不培养的做法进一步加剧了技工的短缺。天津市政



协委员、冶炼厂副总工程师叶武贤说，现在的企业需要技工

，但是企业又对自己工人的技能培训缺乏积极性，不愿意自

己花钱将自己的工人培养成所需的技能型人才，而喜欢从市

场上挖，这种做法对于企业的短期发展来说效率很高，但对

企业创新及可持续发展极为不利。 从学校方面来说，专业设

置、教师结构、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方面严重滞后，也使

学校培养技术工人的能力下降。 "组合拳"破解供需失衡难题 

职业教育关系到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能力和潜力，培养一

批具有较高专业素质和操作能力的劳动者是产业技术和经济

规模扩大的必然要求，需要政府、学校和企业联手打出一套"

组合拳"。 第一，职业教育发展应被纳入国家和地方经济与社

会发展的总体规划，加大对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 李新等人

认为，增加对职教经费投入的关键在于改革和完善职业教育

经费投入体制：一是切实落实《国务院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

育的决定》中"从２００６年起，城市教育附加费安排用于职

业教育的比例一般地区不低于２０％，已经普及九年义务教

育的地区不低于３０％"的规定；二是要积极运用金融、税收

、社会捐助等手段支持职业教育的发展；三是企业应按职工

工资总额的２％的比例承担职业教育和培训费用并列入成本

开支；四是制定鼓励社会组织和个人出资兴办职业教育的政

策，积极引进国内外优质教育资源开展合作办学，支持公办

学校采取国有民营、股份合作制等形式，逐步形成投资主体

和办学模式的多元化。 第二，整合现有职业教育资源，强化

办学特色和提高办学水平。 李新说，由于各类职业学校规模

、质量、投入渠道和办学效益差别很大，必须利用行政、市

场、经济等多种手段，通过对现有职业学校办学条件的评估



，采取合并、重组、共建、联办、划转等形式对那些规模偏

小、资源贫乏、办学艰难的学校应果断进行调整，从根本上

实行职教资源的优化组合。 第三，加强"双师型"教师队伍建

设，进一步提高师资整体素质。 针对没有生产实践经验而从

事专业课教学的教师，学校应制定教师培训规划，定期组织

教师到有关企业生产第一线进行一定期限的实践锻炼，提高

其操作能力及动手能力和增加其对行业需求及发展动向的了

解，并积极鼓励教师参加各种专业等级培训和技能鉴定。同

时，要改革职业学校教师职称评审制度，研究制定适合职业

教育特点的教师职称评审条件和标准。此外，民盟天津市委

员会还建议畅通高技能教师引进的"绿色通道"，允许职业学

校不受编制限制，通过竞争上岗、择优录用、合同管理等方

法聘用一批生产和服务第一线的高级技术人员和能工巧匠充

实教师队伍，并适当提高"双师型"教师在工资、住房、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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