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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
如此表述“中国制造2025”：“推动产
业结构迈向中高端。制造业是我们
的优势产业。要实施‘中国制造
2025’，坚持创新驱动、智能转型、强
化基础、绿色发展，加快从制造大国
转向制造强国。”

对中国的制造业企业来说，推进
“中国制造2025”的转型之路，并不
只是简单面临投资扩张或制造技术
提升的问题，而是涉及产业链延伸、
业务结构调整，甚至人员队伍调整等
多方面的复杂系统转型。制造型企
业要想多元发展，人力资源的作用不
容小觑。

“‘中国制造2025’围绕机械化、
自动化的改变、革新。对企业来说，
人力同样需要和固件设备‘双提
升’。”中智咨询调研中心副总经理庞
丽敏介绍说，她今年调查了数十家在
转型升级路上的制造业企业。目前
大多数转型中的制造业公司在人力

资源方面最先要面对的是“人才断
层”的问题。“断层断在两方面。”庞丽
敏分析说，“首先是制造行业中员工”
中龄化“，多是35-45岁的中年力量，
青年人占比较少。第二则是技能断
带，怀揣”中国制造2050“时代新技能
的员工数量不足，人才供需明显不平
衡。无论是发展战略新兴产业还是
传统的制造行业转型，技能型人才自
始至终都是企业升级路上不可或缺
的关键人才。”

据庞丽敏观察，在转型发展之
路上，他们通常以“内培”、“外引”
的方式补足“人才断层”，即通过内
在培养、外部引进等方式以补缺岗
位人员。内部培养上，人员能力提
升与人员结构优化是转型升级背
景下企业精益化用工管理的首要
任务。

此外，在转型中的制造型企业不
断优化调整生产流程的同时，以人力
资源升级作为支撑，还会进一步考虑
灵活用工和精英培养。

制造业工资上涨 却难寻青年匠才
“这几年在媒体上总能看到‘缺技术工人，薪资近万元无人应聘’的消息。”上海某精密模具公司的人事

胡小姐向乐业周刊记者介绍说，对嘉定区部分传统制造型企业而言，普通工人、技术工人的短缺是实实在在
的痛点。“企业即便愿意开出更高的工资纳贤，却因个人追求、工作压力等原因，被‘新生代’的青年职工婉
拒。”胡小姐所说的情况在第十二期乐业报告——《上海市制造业企业用工状况报告》中得到了数据印证。
2012年1月到2017年1月，上海制造业登记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收入年均上涨约14.1%，就业登记人员的
平均年龄也逐年上升。这些数据背后，是制造业面临的人力短缺与人力升级的问题。

青年报见习记者 陈晓颖

中国制造标签下的“世界工厂”
身份已成为中国制造业发展的“过去
式”。随着产业不断转移、升级，传统
制造型企业遇到“人力成本不断上
涨”的问题。

“在我到公司的3年时间里，一
线工厂员工的薪资差不多上涨了
15%。”供职于某德国电梯品牌的韩
经理向记者透露说，随着人口红利减
弱以及长三角地区人力资源成本的
不断上涨，一线工人的薪酬待遇水涨
船高。

薪酬上涨的情况，在制造业乐
业报告中也有所显现。2012 年到
2016年，上海市的平均薪酬从2968
元上涨到 5816 元。“薪酬高却难招
到人。”在 2017 年上海春风行动嘉
定区招聘会上，某汽车零部件科技
有限公司的人事陈女士说，如今通
过外包公司寻找到的一线员工在岗
稳定性较差，全年都处于缺工人的
状态。她每次在招聘会上见到有合
适的求职者经过，都要主动上前沟
通。“在厂区内，机器是24小时不停
转的。三班甚至四班的用工制会让
他们觉得现在的工作远没有服务行
业轻松。”陈女士望着对面服务型公
司、互联网公司招聘摊位前人头攒
动的场面感慨不已。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
公报》显示，2013年，第一产业增加

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0.0%，
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3.9%，第三
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6.1%，第三产业
增加值占比首次超过第二产业；2015
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
值的比重为 9.0%，第二产业增加值
比重为40.5%，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
为 50.5%，首次突破 50%。在这些数
字背后，是中国服务业的迅速发展
壮大。而占比减少的背后，是劳动
力的分流变化。服务业已成为新的
经济增长点和吸纳就业的主力军。
此外，在沪上薪酬上涨的同时，生活
成本也在不断增加。江浙沪薪酬水
平相似，不少工人为节省生活成本，

“回流”到江苏、浙江务工。这一系
列的因素，都体现在了上海制造业
人力数量的占比分布上。在上海，
传统的“用工大户”——制造业，用
工的占比由2012年的28.4%降至现
在的21.2%。

除了传统型服务业，和互联网发
展密切相关的新型服务业也在“分
流”部分劳动力。“你说我开这么一辆
车，一个月在上海兜兜转转，能赚个
万把块。这比我打工有趣多了。”90
后青年魏志强之前在嘉定区的工厂
上班，如今他全职在上海开“网约
车”。他的选择也是很多蓝领的“转
型”诉求。如今移动互联技术普及，
劳动力市场也随之进行调整，难免将
劳动力分流至其他领域。

在乐业报告的数据中，上海制
造业登记就业人员的平均年龄在
五年内波动上升。“近年来，相当数
量 的 年 轻 人 对 工 人 岗 位 缺 乏 热
情。”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申办形
象大使、中国技能大师、宝钢股份公
司热轧厂技能专家、高级技师、第十
三届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王军观察
到的这个现象也得到了企业人事的
验证。

嘉定区某空调制造企业的招聘
负责人姚先生说，“现在愿意做普工
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工厂对于年轻的
90后而言，逐渐失去了吸引力。”为吸
引年轻工人，企业方面采取了一系列
措施，如在宿舍提供免费WIFI，举办
各类文体活动等。此外，对青年岗位
员工的技术能力培养以及内部明确
的晋升通道，也是吸引青年岗位员工
的一项举措。

王军建议说，如今时代变化，全
社会都开始重视技能、重视人才。青
年人及其家长对蓝领工作应该转变
观念。在新时代下，加入制造行业的
青年员工也应从岗位中寻求个人价
值和成就感。“要像科学家一样做工
人。”王军说，他1985年从技校毕业
后就一直在宝钢一线工作，岗位起点
并不高。他一直在岗位中思考、利用
业余时间学习如何改善实际操作等
问题。王军觉得，制造业的高度机械

化需要一线岗位工人思考、成长，只
有工人的整体技术和职业素养得到
提升，才能实现精益化生产、高品质
生产。

作为著名的工人发明家，王军申
请国家专利208项、PCT国际专利12
项，荣获国家发明金奖14项、国际发
明金奖4项，先后于2007年和2016
年两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近5年，王军的创新效益超过6亿元、
王军技能大师工作室创新效益超过
13亿元。王军介绍说：“如今，车间
虽然机械化程度提高，但是对工人综
合素质的要求却没降低。技能人才
的缺口一直存在。”

“企业对技术人才的缺口确实
没有缩小。”张淑萍是第 43 届世界
技能大赛印刷媒体技术项目的银
奖获得者，上海本土培养的高技能
人才。

如今在教学岗位上工作的她从
人才培养方面，分析了她所在的制
造行业中，企业人事、应届毕业生之
间的用工现状。“技能是无可替代
的。”张淑萍以印刷行业为例，“表面
上看，机器参与了搅拌颜料等工作，
代替了劳动人力，但企业依旧需要
色板的设计人才、调色配色的员
工。在这一点上，职业教育成为技
能‘背书’。在校期间的硬技能培养
还是重中之重。”

岗位专家建议技能傍身
青年普工岗位热情“降温”

中国制造2025背后的“人力升级”
企业“内培”、“外引”双管齐下

行业分布变化遇到“中国制造”发展
一线工人薪酬水涨船高

工厂对于青年人来说，逐渐失去了吸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