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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制造业正向着高端

化、智能化、绿色化大步迈进，
产业工人作为制造业的核心要

素，其未来的发展壮大走向，成
为决定制造业能否成功实现转

型升级的关键因素。
那么， 未来的产业工人队

伍将是怎样的一个群体？ 与我
们印象中的传统产业工人相

比 ，10 年 、20 年后的产业工人
队伍会发生哪些变化？ 劳动报
联合上海市总工会官方微信公

众号 “申工社” 的相关调查显
示：24%的受访者认为，随着中
国智能制造的发展， 产业工人
地位将越来越重要。 还有近两
成网友认为， 未来产业工人概
念将更宽泛， 不再仅限于简单
重复劳动的工人。

洞察
固有认知正悄然改变

当下产业工人队伍呈现出

复杂多样的态势， 从技能层级
到就业观念， 均存在着显著的
分化特征， 而这些特征在实际
的产业场景中有着鲜明的体

现。 技术工人的“换代升级”赶
不上机器换代升级的情况普遍

存在于多个行业中。
以宝钢股份有限公司为

例，在其生产一线，产业工人的
技能水平参差不齐。 部分经验
丰富的老工人， 凭借多年来在
钢铁冶炼领域积累的技艺 ，熟
练掌控传统设备， 确保生产质
量稳定。然而，随着宝钢股份不
断引入先进的自动化炼钢生产

线和智能监控系统， 甚至引入
了 AI 大模型，对工人的技能要
求也在逐步提升。 一些年轻工
人迅速适应了这种变化， 通过
学习掌握复杂的数控操作技

术， 能够在电脑前精准操控机
器运作， 以及利用大数据分析
来优化生产流程。 但一部分老
工人对新技术的掌握就显得滞

后，只能从事一些相对基础的、
重复性的劳动， 难以在智能化
生产环节中发挥更大作用。

正如此次调查显示 ，6254
名受访者中，认为“产业工人概
念会宽泛， 不再仅限于简单重
复劳动的工人”的观点有 1154
票，占比相对较高，反映出产业
工人的标签正在悄然发生转

变。 认为“需要高学历、多学科
背景的人，工人也不好当”的占
比 12.42%，反映了产业工人自
我清醒的认识。

以上海某家集成电路制造

企业为例， 芯片生产流程复杂
精细， 从芯片设计的计算机编
程与算法知识，到光刻、蚀刻等
工艺中的光学、化学原理应用，
再到封装测试环节的材料学与

电子工程知识， 都对工人提出
了极高要求。 工人不仅要有实
操技能，更需掌握多学科理论。
许多工人在面对这些复杂技术

难题时， 深感职业门槛在不断
提升， 要跟上产业发展步伐并
非易事。

需求
企业渴望高技能人才

在对多家企业的调研中发

现，企业对复合型技能人才的
需求极为迫切。 “我们最需要
的是懂编程又懂机器的高技

能人才。 ”富维东阳汽车零部
件 （上海 ）有限公司负责人表
示，既懂汽车零部件精密加工
又能运用工业互联网技术进

行生产线智能监控与故障诊

断的工人备受青睐 ，“掌握数
字化 、智能化技术 ，能够熟练
操作智能设备、分析处理大数
据，这样能为企业生产流程优
化、产品质量提升提供助力。 ”
然而他也表示，这类人才的供
给却远远不足。

在电子信息产业，随着 5G
技术的广泛应用和电子产品的

快速迭代升级， 企业需要工人
能够熟练操作高精度的 SMT
贴片设备， 进行微型电子元件
的精准贴装， 同时还要求他们
掌握自动化检测技术， 能够运
用智能软件对电子产品的性能

进行快速检测和故障排查。 只
有这样复合型技能的工人 ，才
能帮助企业提高生产效率 、降
低次品率， 从而在激烈的市场
竞争中抢占先机。

无论是如汽车制造等传统

行业， 还是如芯片制造等高新
技术产业，大多企业都期望，产
业工人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与

创新思维， 能够快速适应新技
术、新工艺的变革，在生产实践
中提出创新想法与解决方案 ，

推动企业持续发展。
然而，现实是，许多企业表

示，“不缺工人， 但缺高技能工
人。 ”根据《制造业人才发展规
划指南》，至 2025 年，中国制造
业十大重点领域的产业工人需

求缺口将近 3000 万人，缺口率
高达 48%。有调查显示，珠三角
有老板感叹 “月薪一万招不到
高级工人”。

在此次调查中， 相当一部
分受访者也表达了希望通过企

业给予的培训， 来实实在在提

升 自 己 的 技 能 ， 调 查 中 有
75.94%的受访者认可 “岗位针
对性的技能培训与考评”。

但是， 企业特别是一些民
营企业， 却不愿意在培训上多
花钱和功夫， 唯恐培养了一个
高技能人才，不仅自己跑掉，还
带走一批人。

破局
培养复合型产业工人

今年 10 月， 中共中央、国

务院印发《关于深化产业工人
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 》， 为产
业工人发展提供了指引。 在壮
大产业工人队伍方面 ，提出稳
定制造业产业工人队伍 ，支持
制造业企业围绕转型升级项

目，实施技能根基工程和人才
支持计划，加强转岗培训以提
升工人多岗位适应能力 。 同
时 ，大力培养大国工匠 ，实施
人才培育工程。 此外 ，还注重
吸引青年加入产业工人队伍 ，
通过政策支持、就业指导和校
企对接平台， 改善工作环境 ，
增强制造业岗位吸引力 ，引导
大学生走技能成才之路。 并且
要把农民工培养成高素质现

代产业工人，加强技能培训和
求学圆梦行动。

要成为复合型人才， 不是
产业工人一人之力。 在此次调
查中， 相当一部分受访者表达
了实实在在的技能提升愿望。

在被问及 “你希望单位为
你提供什么技能提升 ” 时 ，
75.94%的受访者认可 “岗位针
对性的技能培训与考评”。他们
希望接受更有针对性的培训 ，
减少因技能不匹配而导致的岗

位流失风险， 并且也有不少受
访者表示， 希望单位可以提供
多岗位的技能培训， 让自己在
人才竞争日益激烈的就业市场

中占据优势。
高达 57.71%的调查对象

意识到多工种、 多领域培训对
于自身职业发展的关键作用 。
这意味着在未来的产业工人培

养计划中， 应打破传统单一工
种培训的局限， 设计综合性的
培训课程体系， 鼓励工人跨领
域学习， 掌握多种技能， 成为
“既懂机械操作又熟悉自动化
编程”的复合型工人。

———“改革绕不过去的坎儿”调查之四：产业工人的壮大图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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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产业工人如何更吃香？
■劳动报记者 陈恒杨 文/摄

中建材凯盛机器人（上海）有限公司的软件工程师展示该公司研发的工业机器人。

你认为未来的产业工人会有什么变化?

你希望单位为你提供什么技能提升?

■制图 陈恒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