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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还提出了以下八项任务，
明确了未来的工作走向。

第一，完善规划布局。“十三五”
期间，计划建成技术技能领先、设施
完善、实施效果优良的培养基地100
家左右，国家级培训基地建设项目实
现翻番。

第二，推动项目开发，“十三五”
期间，根据国家职业资格清理工作的
要求，依托行业主管部门力量，计划
开发产业引领的培养项目1000个，
基本覆盖培养基地所属的企业主体
职业工种。

第三，加强技能培养。鼓励培养
基地面向社会开放，将社会需求面广
量大且具备培训条件的行业企业内
培训项目纳入补贴培训目录。“十三
五”期间，计划组织培训 230 万人
次。其中，对本企业职工培训约占总
量70%，对上下游企业职工培训约占
总量30%。

第四，推动评价改革。探索实施企
业技能人才多元化评价模式和培养项
目模块化开发模式，在有需求的行业企
业先行先试。“十三五”期间，计划设立

培养基地职业技能鉴定所100家，建立
企业考评员队伍达到400人，基本覆盖
所有行业企业鉴定考评项目。

第五，创新培养模式，鼓励培养
基地在职工技能提升、教师企业实
践、世赛选手培养、企业新型学徒制
等工作进行创新尝试。“十三五”期
间，计划建立：世界技能大赛上海培
养基地30家、上海市职业教育和职
业培训教师企业实践基地30家、企
业新型学徒制试点单位30家。

第六，促进能力建设。做好培养
基地实训项目建设统筹规划，逐步形
成种类丰富、等级齐全的实训体系。
健全培养基地面向社会开放服务机
制，制定实施激励政策。加强师资队
伍建设，利用“互联网+”、“大数据”以
及远程培训等平台构建移动培训课
堂。“十三五”期间，通过项目库管理方
式，继续对培养基地给予实训设施设
备、培养项目开发以及师资队伍建设
经费资助；计划完成培养基地师资队
伍建设2000人次，师资岗位能力提
升、企业内训师等培训项目610个。

第七，注重选拔激励。鼓励培养

基地形成以世界技能大赛为引领，以
竞赛实施标准与人才培养目标相衔
接的竞赛运作体系。完善高技能人
才使用激励机制，在评选表彰、保障
服务等方面向高技能人才倾斜。

“十三五期间：”计划组织竞赛项
目1700个，竞赛人数21万人次；计
划新建首席技师资助项目650个，首
席技师项目追加资助410个；计划新
建市级技能大师工作室290个、技能
大师工作室追加资助180个。

第八，支持世赛申办。引入世赛
先进理念，联合职业院校，共同组建
世赛选手培养基地，建立后备选手培
养长效机制。“十三五”期间，计划通
过政策扶持，依托培养基地开展选手
培养和集训选拔、落实世赛举办所需
的各项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

《规划》的正式发布，将统筹上海
新一轮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发展，开
创上海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新格局，
为推动上海贯彻落实国家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以及实现上海产业转型升级，弘扬新
时期工匠精神提供新引擎。

上海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建设发展五年规划发布

2020年高技能人才占比将达35%
高技能人才是上海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

建设一批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对于服务经济发展和产业
转型升级，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引领和带动上海高技
能人才队伍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通过大量调研，在充分
听取了专家学者、行业协会、重点企业及相关部门意见的
基础上，编制完成了首部《上海市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建
设“十三五”（专项）规划》。

《规划》的正式发布，将统筹上海新一轮高技能人才培
养基地发展，开创上海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新格局，为推
动上海贯彻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供给侧结构
性改革，以及实现上海产业转型升级，弘扬新时期工匠精
神提供新引擎。 青年报见习记者 陆安怡

日前，“悦聚长宁，荟集临

空”2017臻品发布会在上海虹桥

临空园区举行。来自携程、博

世、联合利华等知名企业的高

管、人力资源总监、企业大学校

长共同发起企业人才成长交流

平台，融合商务交流、政策扶持、

个人提升、资源整合4大功能，宣

告虹桥临空高技能人才培养基

地培训者联盟正式成立。

据悉，虹桥临空园区集聚了

航空服务业企业66家、互联网+

生活性服务业企业 108 家、时尚

创意产业企业 101 家，是以总部

经济为特征的园区。

去年，国家级虹桥临空经济

示范区正式获批。随着园区定

位进一步清晰，园区商业商务功

能不断提升，大批优质企业纷至

沓来，创新创业人才不断集聚。

为服务更多企业，虹桥临空

园区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自2011

年成立以来，通过搭建平台，促进

人才共同交流、学习、培育和成

长，为临空打造人才集聚高地奠

定了重要的基础。基地先后开发

了“精英讲堂”项目和“好讲师”培

养计划，以及商务PPT制作等一

系列受白领欢迎的培训项目。据

了解，“精英讲堂”成立至今已开

展113次课程活动，吸引209名企

业高管和1.84万园区白领参加。

联盟相关负责人在活动上表

示，今年，联盟将重点推出大数据

分析培训课程。同时，联盟发布

第一季度精品免费课程，如培训

课程开发与教学设计、人力资源

的数据分析与商务PPT报告制作

的构思与技巧、TTT微课程开发

等，并开启现场报名秒杀通道。

依托培训者联盟，虹桥临空

园区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将进

一步聚焦重点产业，提升课程质

量、强化人才培养，着力服务服

务虹桥人才特区建设、着力服务

长宁“国际精品城区”建设。

为充分发挥企业在高技能人才
培养和使用中的主体作用，更好地
服务就业和经济发展，上海市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在符合本市重点
产业和区域经济发展方向、具备开
展高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条件的控
股（集团）公司、大型企业、产业园
区、行业协会中建立了一批高技能
人才培养基地。

通过整合资源、创新机制、优

化环境、聚焦政策，鼓励其在技能
培养、考核评价、使用激励等方面
开展创新探索和改革试点，形成培
养制度较完善、评价机制较科学、
使用激励措施较健全的高技能人
才工作机制，同时为其上下游或同
行业技能人才培养发挥辐射带动
作用。

据悉，培养基地的设立主要通过
单位自主申报，相关部门组织专家评

审，对符合条件的予以认定挂牌。目
前，上海已先后建立了6批89家高技
能人才培养基地（其中12家被认定
为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基
本覆盖上海主要产业领域，包括现代
服务业、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
业、高新技术产业，以及现代农业
等。这些人才培养基地在上海高技
能人才队伍建设中起到了中流砥柱
的重要作用。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通过大量调研，在充分听取了专家
学者、行业协会、重点企业及相关部
门意见的基础上，编制完成了首部
《上海市高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建设
“十三五”（专项）规划》，这是“十三
五”期间指导培养基地建设的纲领
性文件。细读《规划》，不难发现其

中亮点颇多。
《规划》制定了今后的工作目

标。到2020年，上海要努力形成高
质量、可持续、有活力的培养基地
建设发展新格局，规模结构显著优
化，运作效应更加显现，体制机制健
全完善。

“十三五”期间，本市运作优良

的培养基地达到 100 家;国家级培
训基地数量翻倍;建成若干个集多
功能于一体的高水平、国际化、有
影响力的培养基地。在培养基地
的引领下，本市高技能人才占技能
劳动者的比重达到35%。与本市产
业结构调整和能级提升相适应的
政策环境更加优化。

建设人才培养基地 服务经济发展

开创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新格局

八项任务，明确未来工作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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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人才集聚高地
培训者联盟成立

《规划》的正式发布将开创上海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新格局。 青年报资料图 记者 施培琦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