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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科技越发展 , 技术越升级 , 越是离不开大批高素质的技能人才。 东北要振兴 , 辽宁要发展 ,

迫切需要高级技能人才。本文通过对辽宁高级技术工人现状的分析 , 寻求老工业基地高级技术工人培

训开发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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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More high-quality skilled workers are needed urgently ,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cience , the

innovation of technology , and the revitalization of the Northeast of China.The paper describe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senior skilled workers , before discussing the way of training and developing them in the old

Industrial Base in Liao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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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级技术工人是人才资源的重要组成部

分。一个成功的企业必须拥有 “三高” 人才 ,

即高级经营管理人才 、高级设计人才 、 高级技

工人才 , 否则 , 再好的产品设计也不能变成现

实的生产力。在欧洲一些国家 , 工人的技术水

平每提高一级 , 劳动生产率就提高 10% ～

20%。由此说明 , 技术工人的质量是实现生产

力的重要手段 , 是企业生存和经济发展的必备

条件 。然而 , 在我国各地人才市场高级技术工

人却频频告急。高级技术工人短缺 , 已构成企

业发展 , 乃至国家经济发展的瓶颈 。振兴辽宁

老工业基地 , 特别是把辽宁建设成装备制造基

地 , 更离不开高级技术工人的支持 。

一 、辽宁老工业基地高级技术工人现状分析

1.辽宁高级技术工人总量高于全国平均

水平 , 但技师和高级技师比重偏低

在我国 7000万技术工人中 , 高级技术工

人不足 5%。辽宁省 400万技术工人中 , 高级

技术工人不足 10%,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而

技师和高级技师仅占 1%和 0.1%, 数量偏低 ,

特别是与发达国家水平 (欧美国家高级技术工

人已达到30%以上)相差甚远① 。

2.高级技术工人年龄断层和技术断层

在辽宁高级技术工人中 , 绝大多数年龄在

45岁以上 , 45岁以下的高级技术工人所占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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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较小。并且一大批优秀的高级技术工人 , 由

于年龄因素已经退出或即将退出生产第一线 。

在辽宁各地人才市场上 , 前来登记者主要是年

龄偏大的高级技术工人 , 有较高技术水平的年

轻技术工人很少见。在高级技术工人中 , 能操

作普通机械加工设备的工人多 , 操纵数控设备

的工人少 , 适应现代化生产 、 能够驾驭先进设

备的高水平技术工人供需缺口甚至高达 1∶21 ,

出现了技术结构上的严重失调 。

3.技术工人质量严重下降 , 素质偏低

新中国成立后 , 随着辽宁重工业基地的建

设 , 学文化 、学技术 、学业务形成热潮 , 涌现

出孟泰 、 尉凤英 、张成哲 、王崇伦等一大批身

怀绝技的劳动模范。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 全

省开办了 400多所技工学校 (占全国的 1/10),

为辽宁和全国培养了大批高质量的技术工人 。

但在2001年举行的辽宁省技术大赛中 , 第六

名的成绩 , 按照国家高级工的标准是不及格

的。2003 年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中 , 辽宁

代表队都与各项工种决赛的前三名失之交臂 。

由此说明 , 辽宁现有高级技术工人质量严重下

降 , 素质偏低
[ 1]
。

4.高级技术工人流失严重

在东南沿海经济发达地区 , 首先出现了

“高级蓝领” 告急的局面 , 为迅速缓解这种局

面 , 频频向东北 (特别是具有高级技工基础的

辽宁)、西北和西南地区出击 , 以各种优惠条

件招聘 “蓝领人才” , 导致辽宁高级技术工人

“飞向” 东南沿海地区。如在浙江奉化举行的

“中高级技术人才交流会” 上 , 35名辽宁求职

者中 , 有 80%当场应聘成功;特别是在 2002

年11月下旬 , 深圳有关部门 , 在高级技术工

人比较集中的鞍山市举办的专场招聘会上 , 聘

走了一大批高级技术工人
[ 2]
。

辽宁技术工人的数量和质量在建国后的几

十年里曾经占有绝对优势 , 但这种优势 , 特别

是质量上的优势现已丧失 。国家质检局日前公

布的一项抽检结果显示 , 去年一季度辽宁的产

品质量合格率为 80.3%, 低于全国 0.9个百分

点 , 排在第 19 位;二季度辽宁产品质量合格

率仅为70.6%, 低于全国 8个百分点 , 排在倒

数第三位
[ 3]
。这说明 , 不仅辽宁技术工人的优

势已尽 , 并直接影响了辽宁产品的合格率及竞

争力。

二 、造成辽宁老工业基地高级技术工人现

状的原因

1.人才观念的偏差

人才的统计学定义指具有中专及以上学

历 、中级及以上职称 、 获得某种社会公认的重

要奖励 (市 、省 、国家等)的人 。这种定义从

学历上将高级技术工人从人才中排除 。辽宁深

受儒家思想影响 , 提倡学而优则仕 , 崇尚学历

教育 , 尤其是高学历教育。许多学生和家长都

把读大学 、 拥有高学历作为实现人生目标 、体

现自我价值的重要途径 , 只有在考不上大学 ,

没办法时才就读于技工学校 。因此 , 很长时间

以来 , 一直把从事科研和管理工作的人视为人

才 , 很少把高级技术工人视为人才;甚至一些

单位招聘员工的首选条件是学历的高低和毕业

高校的名气 , 根本不考虑招聘员工的技术水平

和实际能力。因此 , 在辽宁出现技校无人问

津 、高级技术工人后继无人的现象。

2.价值观念的转变

市场经济最大特征是以最少投入获得最大

的收益 , 而高级技术工人的投入与产出相差甚

远 。要学好一门技术需要有严格的规范和长期

吃苦精神 , 而现代年轻人喜欢个性张扬 , 难以

遵守各种严格枯燥的技术操作规范;独生子女

面对满手老茧和满身油污的工人 , 噪声隆隆的

车间 , 望而却步;师徒关系完全转变 , 勤勤恳

恳 、刻苦钻研技术的现象已不多见 , 造成了技

术工人质量水平下降 , 高级技术工人严重短缺

的局面 。

3.高级技术工人社会地位和待遇不高

在辽宁工业经济辉煌的时代 , 技术工人实

行八级等级工资制 , 相应级别的工资收入高于

工厂的管理人员或政府机关干部 。辽宁经济滑

坡后 , 大批技术工人下岗 , 在岗职工工资也只

有几百元 , 低于企业管理人员和政府机关干

部 。高级技术工人自身价值和社会价值得不到

体现 , 他们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 , 使高级技术

工人工作积极性不高 , 责任心不强。导致高级

技术工人不再钻研技术 , 操作技能倒退 , 甚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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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工求商或求职于外地。

4.职业技术教育资金不足 , 教育资源匮乏

培养高级技术工人 , 需要较高的资金投

入 , 而职业技校收取的学费和投入却较低。如

培养一名高级电焊工 , 仅焊条等材料费就需要

3000元左右;购置一台数控机床需要几十万

元甚至上百万元 。而现有职业教育的资金投入

远远无法满足教学需要 , 企业引进了一些先进

设备 , 但是技校没有同步引进 , 实习工厂的设

备老化 , 学生的操作技能无法实现 。因此 , 技

工学校培养的人才很难适应现代企业的实际需

要 , 产生了技术上的断层 。

5.企业培训和中介培训欠发达

我国规定企业可提取工资总额的 1.5%

(辽宁规定 2%～ 2.5%)作为职工教育经费 ,

由于企业认识不足及一些客观原因 , 辽宁大多

数企业还达不到 0.5%
[ 4]
。即使有些企业提取

一部分 , 但直接用于职工培训的也很少 , 使在

岗技术工人 , 不具备更新技术能力的资金条

件。原本辽宁中介培训机构数量不多 , 加之中

介市场不完善 , 中介机构很难发挥应有的作

用。由于没有企业和社会培训作保障 , 在职高

级技术工人的技能很难跟上现代化机器设备的

变化 , 技术工人素质下降速度较快 。

三 、 辽宁老工业基地高级技术工人培训与

开发的途径

1.树立正确的人才观念 , 营造崇尚技能

人才的社会氛围

随着社会的发展 , 人才的定义应更加广

泛。辽宁省有关部门将人才界定为 《现代汉语

词典》 的解释:“凡对某一门学问有专门研究

的人 , 擅长某项技术 、技能的人 , 均可称之为

人才。” 所以 , 高级技工 、 技师等专家型技术

工人就是人才。转变人才观念 , 确立与辽宁老

工业基地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相适应的人才

观 , 是弥补高级技工人才缺口各项工作的基

础 , 也是实现建设辽宁装备制造业基地的基

础。积极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 , 树立社会新风

尚 , 重视技术 、 尊重高级技能人才 。只有这

样 , 才能引导青少年热爱和向往技术工人职

业 , 才能形成强大的高级技术工人后备力量 ,

壮大技术工人队伍。

2.通过提高高级技术工人的社会地位和

待遇 , 吸引和留住高级技术工人

科学界定高级技术工人的经济价值和社会

价值 , 使辽宁的高级技术工人得到应有的工资

报酬和保障 。在沈阳黎明公司的能工巧匠享受

到了专家待遇:高级技校毕业的学生可晋升一

至两级定额岗位效益工资;技师每月可获得

100元津贴 、高级技师可获得 200元津贴;在

2002年的 “高薪工程” 评定活动中 , 有 232名

技术能手获得了每月 800 ～ 1000元津贴;技术

工人参加社会培训与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

同等享受报销 70%的学费;每年评出 “最佳

岗位能手” , 每个工种的前两名可得到 3000 ～

5000元奖励 。在这里 , 许多高级技术工人找

到了自己应有的位置 , 因此留住和聚集了一批

业务素质强的高级技术人才
[ 5]
。

3.加速高等职业技术 、 中等职业技术教

育的发展 , 为老工业基地建设多出技能人才

全省 14个市纷纷制订政策 , 加大职业教

育投资力度 , 以确保可持续培养后备高级技工

人才有稳定可靠资金来源 。改造调整现有专

业 , 积极创建和发展面向新兴产业 、 支柱产业

和现代服务业的专业 , 增加实践教学比重 , 提

高受教育者的职业能力和创新能力
[ 6]
。围绕辽

宁老工业基地振兴改进职业技术学校布局 。如

沈阳将围绕装备制造 、 汽车制造 、信息产业和

服务贸易业等进行调整;大连将围绕建设全国

加工制造业基地和区域国际航运中心 、信息中

心 、金融中心 、 商贸中心 、 旅游中心 , 以石油

化工 、 电子信息 、机械制造 、纺织服装为主进

行调整;鞍山将围绕钢铁冶金 、 原材料 、 化

工 、机械电子等工业及发展接续产业进行调

整 。改变原有课程设置 , 使之与国家出台的职

业标准和辽宁老工业基地调整 、 改造 、振兴的

需要相适应 。在改善老化的实习基地的同时 ,

直接进入企业实习 , 尽快适应实际工作 , 缩短

高级技术人才培养周期 , 为老工业基地建设提

供更多的高级技术人才
[ 7]
。

4.充分利用现有资源进行企业在职培训

和社会培训 , 提升在职员工技术水平

首先 , 大力发展企业在职培训。由于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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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知识技术更新速度快 , 技术工人有 80%

～ 90%的技能又是在工作岗位获得的 。因此 ,

高级技术工人的培训与开发必须建立长期有效

机制 , 形成一整套行之有效培训方法。通过建

立企业人才培训监督机制 , 实施职工培训经费

审计制度 , 增加辽宁在职培训投入 。充分利用

辽宁现有已经退出或将退出的高级技术工人资

源优势 , 合理开发培训项目 , 采用师带徒 、 视

听录像 、 情景模拟 、 角色扮演 、案例研究等培

训方法 , 为受训者提供更多参与机会 , 强化操

作能力的培养 , 使优秀技术和绝活传下去 , 切

实提高在职工人的技能和素质
[ 8]
。其次 , 促进

社会培训健康发展。加快培育咨询公司和中介

培训机构 , 严格规范中介市场 , 尽快建立一支

人力资源培训与开发的专业队伍 , 使高级技术

工人培训与开发专业化 、 社会化 , 提高技术工

人的整体素质 , 增强辽宁企业的竞争实力。

5.在部分高校实行本科加技师办学方式 ,

培养复合型人才

在辽宁出现了大学毕业生返回到职业技校

重新学习技能的现象 。这意味着大学生渴望学

习技能 , 同时也为培养高级技能人才提供了另

一个可操作平台 , 即立足高等教育在本科生中

培养高级技术人才。因此 , 高校可根据学生实

际情况 , 适当采取 3+1或 4+1 等不同形式 ,

进行本科加技能教育 , 学生在校期间既获得本

科毕业证书 , 又通过国家职业资格鉴定获得技

师证书 。在辽宁工学院有许多学生 , 本科毕业

同时 , 取得了职业资格鉴定证书 。此举为个人

就业打开了方便之门 , 为学校拓宽了办学模

式 , 为辽宁老工业基地振兴提供了复合型人

才 。

装备制造业发展是一个国家发展不可缺少

的一步 , 美 、英 、日等发达国家都是通过装备

制造业的发展实现工业现代化的 , 至今 , 装备

制造业仍是这些国家的立国之本 。装备制造业

的发展 , 需要丰富的高级技术工人资源作依

托 , 中国要发展为 “世界的工厂” , 辽宁要建

成中国的装备制造业基地 , 必须具备一支高素

质的高级技术工人队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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