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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我国产业人才队伍建设的思考 

陈新 李利利 

发表于《中国发展观察》2018年第 21期 

一、背景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实现高质量发展是新时代中国经济发

展的根本要求。党的十九大提出，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

经济上，把提高供给体系质量作为主攻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

广东代表团审议时强调：“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中国

制造 2025》提出了坚持“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人才为本”的基本

方针，人才是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建设的关键，为实现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必须牢牢把握

人才这个第一资源。 

新世纪以来，随着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我国产业人才队伍建设取得显著成绩，但存在

的问题依然突出，结构性过剩与短缺并存，领军型人才和高质量人才紧缺。从表 1可以看到，

到 2025 年，中国制造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等十大重点领域人才

需求缺口将达到近 3000 万人，产业人才短缺将严重制约制造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的高质量

发展。如何充分发挥产业主管部门优势，积极探索产业人才培育新模式，加强我国产业人才

队伍建设，需要我们认真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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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人才需求预测 （单位：万人） 

序号 十大重点领域 

2015 年 2020 年 2025 年 

人才 

总量 

人才总量

预测 

人才缺口

预测 

人才总量

预测 

人才缺口

预测 

1 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1050 1800 750 2000 950 

2 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 450 750 300 900 450 

3 航空航天装备 49.1 68.9 19.8 96.6 47.5 

4 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 102.2 118.6 16.4 128.8 26.6 

5 先进轨道交通装备 32.4 38.4 6 43 10.6 

6 节能与新能源汽车 17 85 68 120 103 

7 电力装备 822 1233 411 1731 909 

8 农机装备 28.3 45.2 16.9 72.3 44 

9 新材料 600 900 300 1000 400 

10 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 55 80 25 100 45 

注：数据来源于《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 

二、产业人才相关概念定义 

加强产业人才队伍建设，有必要先厘清产业人才相关的概念定义。首先是产业，作为产

业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产业是指具有某类特性的企业的集合或系统。一般的说，产业组织中

的产业，是以提供具有密切替代关系的产品或服务为准则，来划分不同企业的产业归属；产

业结构中的产业，则以企业的不同原材料、生产工艺技术、产品用途为准则，将其划入不同

产业。产业组织中的“产业”范围相对较小，仅指生产具有密切替代关系的产品和服务点的

企业群；而产业结构中的“产业”概念，有较大的伸缩性，既可以是较广义的概念，如第一

次产业、第二次产业、第三次产业，也可以是较狭义的概念，如石油产业，机械产业等。 

与产业相关的一个概念是产业链。产业链也是产业经济学中的一个概念，是各个产业部

门之间基于一定的技术经济关联，并依据特定的逻辑关系和时空布局关系客观形成的链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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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联关系形态。产业链是一个包含价值链、企业链、供需链和空间链四个维度的概念，这四

个维度在相互对接的均衡过程中形成了产业链。产业链分为狭义产业链和广义产业链。狭义

产业链是指从原材料一直到终端产品制造的各生产部门的完整链条，主要面向具体生产制造

环节；广义产业链则是在面向生产的狭义产业链基础上尽可能地向上下游拓展延伸，产业链

向上游延伸一般使得产业链进入到基础产业环节和技术研发环节，向下游拓展则进入到市场

拓展环节。产业链的实质就是不同产业的企业之间的关联，而这种产业关联的实质则是各产

业中的企业之间的供给与需求的关系。 

人才的定义和分类十分丰富，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进行理解：一是国家战略规划中的“人

才”，《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指出人才是指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

或专门技能，进行创造性劳动并对社会作出贡献的人，是人力资源中能力和素质较高的劳动

者；二是从国家统计口径来看，国家对人才的统计口径范围大致分为三类：包括具有中专( 职

高) 学历及以上人员、具有初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务的人员和具有专业技术特长人员；三是

从市场主体角度来看，人才是指具有一定的专业知识或专门技能，能够胜任岗位能力要求，

进行创造性劳动并对企业发展做出贡献的人，是人力资源中能力和素质较高的员工。 

目前，对产业人才还没有权威的定义。王冲（2017）指出产业人才是指在特定行业领域

内，通过理论学习、实践、培训和再教育等方式掌握了相关产业技术、经验和管理知识，理

解企业的实际需求，具备一定的研发和改进能力，对行业相关政策、产业布局、科技发展的

规律与趋势等拥有全局性、前瞻性的观点，可以将自身人力资本转化为企业效益和未来发展

动力的人才。
1
也有专家认为产业人才是指与产业发展过程相关的人才，既包括通过着眼于

产业宏观整体发展的产业指导者，也包括致力于产业微观主体的产业从业者以及为产业具体

项目提供生产要素的第三方人才。关于产业人才的分类，目前也没有权威的标准。除了可以

按不同产业划分大类，一般是根据工作性质和特点对产业人才进行分类。例如，黄维德、陈

万思（2005）在分析上海市信息产业人才流动时将信息产业人才分成信息产业领军人才、信

息管理人才、信息技术开发人才和信息技术操作人才四大类。
2
  

在此，我们认为产业人才是指对某个特定产业发展不可或缺的全产业链各类人才的集合,

由于不同产业的属性和特征不同，支撑产业发展的人才特征也不相同。以物联网产业为例，

其产业人才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包括物联网产业链各个环节的各类技术人才、经营管理人

才和技能人才，是物联网各产业链中具备一技之长且能够为物联网产业发展在基础设施构建、

                                                   
1
 王冲，产业人才供给与行业大学发展改革研究[D]，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17 

2 黄维德、陈万思，上海信息产业人才流动分析[J]，上海经济研究,2005(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B%B7%E5%80%BC%E9%93%BE/4766235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C%81%E4%B8%9A%E9%93%BE/5259360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E%9B%E9%9C%80%E9%93%BE/508249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9%BA%E9%97%B4%E9%93%BE/419970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A%A7%E4%B8%9A%E5%85%B3%E8%81%94
http://kns.cnki.net/kns/NaviBridge.aspx?bt=1&DBCode=CJFD&BaseID=HSYJ&UnitCode=&NaviLink=%e4%b8%8a%e6%b5%b7%e7%bb%8f%e6%b5%8e%e7%a0%94%e7%a9%b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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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台与软件开发、运营与服务提供、技术应用与实现等环节做出突出贡献的人才总称。从产

业链人才构成的角度，物联网产业人才是以底层元器件人才、传感器布点人才、光纤网络研

究人才、通信底层开发人才、大数据量处理人才、负载均衡人才、软件基础设施人才、数据

挖掘人才和行业应用人才为关键人才，其中尤以海量数据挖掘人才和行业应用人才为核心。

3
因此，产业人才队伍建设具有鲜明的产业特征，必须尊重专业技术特点，必须从产业和企

业发展实际需求出发。 

为了聚焦我国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重点产业领域急需紧缺人才的培育，这里我们将重点

讨论产业人才中的三类，包括高层次顶尖产业人才、技术研发型产业人才、应用型产业人才。

在本文中，高层次顶尖产业人才指的是在所从事领域具有顶尖的研究能力、创新能力，并具

有产业影响力的人员；技术研发型产业人才指的是在从事领域具有创造性的研究能力和专业

技术知识，并在该从事领域取得创新成果的活跃型人员；应用型产业人才指的是在所从事领

域具有一定的专业技术知识和产业应用能力，并在该从事领域具有技术和技能积累的人员。 

三、我国产业人才工作现状及面临的主要问题 

“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目前，我国产业人才工作面临着深刻的环境变化，从国际看，

发达国家不断推动发展新经济，抢占产业制高点；从国内看，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的关键时

刻，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发展为我国经济发展带来活力。根据我

们走访多省市的调查研究发现，加强核心产业集聚有助于形成区域产业竞争力，在形成区域

产业竞争力的众多要素中，人才工作成为地方政府极其重要且切实可行的抓手之一，这也就

能解释近几年层出不穷的各地方形成的“人才争夺战”。尽管人才工作引起了社会各届广泛

关注，但是仍然有许多问题值得注意，以下针对高层次顶尖产业人才、技术研发型产业人才、

应用型产业人才现状和主要问题进行思考。 

3.1 高层次顶尖产业人才工作现状与主要问题 

3.1.2高层次顶尖产业人才工作现状 

高层次顶尖产业人才指的是在所从事领域具有顶尖的研究能力、创新能力，并具有产业

                                                   
3 赛迪顾问，物联网产业人才发展研究,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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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力的人员。高层次顶尖产业人才作为产业人才梯队的金字塔顶尖，能够通过自身所拥有

的知识和创新能力以较快的速度和效率转化为当地产业发展的动力。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

中央开启了高层次人才工作，各省市都相继推行了高端人才培养与引进的人才政策，从制度

层面保障了高层次人才的工作激励、提升了国际间和区域间的人才交流互动。自 2008年底，

国家开始实施“ 千人计划”，国内各地初步形成以“千人计划”为龙头、各部门海外高端

科技人才计划为主干、各省市区相关计划为补充的多层次体系。 

表 2 具有代表性的中国高层次人才专项计划一览表 

序号 人才专项计划名称 启动年份 主管部门 

1 百人计划 1994 中国科学院 

2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 199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3 百千万人才工程 1995 

人事部、科技部、教育部等七

部门 

4 “西部之光”人才培养计划 1996 中国科学院 

5 春晖计划 1997 教育部 

6 跨世纪优秀人才培养计划 1997 教育部 

7 长江学者奖励计划 1998 教育部和李嘉诚基金会 

8 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111 计划） 2006 教育部、国家外国专家局 

9 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千人计划） 2008 中央组织部 

在近几年的“抢人大战”中，地方政府对高层次顶尖产业人才表现了“求贤若渴”的状

态，为此做了大量的配套服务、吸引激励政策等。以杭州市为例，杭州市发布了《关于加快

推进杭州人才国际化的实施意见》，重点围绕外国人才引进和本土人才国际化培养。研究也

表明人才引进政策的实施显著提升了区域的创新产出，促进创新活动主题产生结构性的变化，

激发社会的创新活力。
4
  

尽管当前中国高度重视高层次顶尖产业人才，但是在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战略的重点产

业中，高层次顶尖产业人才总量和比例都仍然有待提高。以人工智能产业高层次人才为例，

全球高层次的人工智能产业人才主要集中在美国、英国、德国等少数国家，排名前十的国家

的人工智能人才数量占总量的 63.6%，其中美国在人工智能高层次顶尖产业人才遥遥领先，

累计高达 5158 人。中国排名第六，人工智能高层次顶尖产业人才 977 人，但是相比于中国

                                                   
4
 陈秋玲、黄天河、武凯文，人力资本流动性与创新——基于我国人才引进政策的比较研究，上海大学学

报社会科学版)，20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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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产业人才总量而言，高层次顶尖产业人才所占比例还是过低。 

 

图 1 全球人工智能高层次产业人才分布（单位：人）
5
 

 

3.1.2高层次顶尖产业人才工作存在的问题 

（1）高层次顶尖产业人才供给不足严重制约产业发展。目前，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

高层次顶尖产业人才供给方面存在严重不足，并且具有重引进，轻自主化培养倾向。中国高

层次顶尖产业人才政策中，人才引进政策占据了较大的比例，这说明中国高层次人才比较奇

缺，人才引进政策是解决目前中国高层次瓶颈问题的权宜举措；同时也说明在对高层次顶尖

产业人才培育工作设计中缺乏制度创新和环境营造。 

（2）政府高层次人才专项计划以激励性政策为主，“趋同化”现象明显。当前中国高层

次顶尖人才工作以激励性政策体系为主，具体形式表现为奖励激励、荣誉激励等；在制定高

层次顶尖人才政策时，各部门按照各自需求与偏好制定人才计划，定位不明确、缺乏协同性、

碎片化发展，且缺乏有效的评估。 

3.2 技术研发型产业人才发展现状和主要问题 

3.2.1技术研发型产业人才工作现状 

技术研发型产业人才指的是在从事领域具有创造性的研究能力和专业技术知识，并在该

从事领域取得创新成果的活跃型人员。从技术研发型产业人才来源来看主要分为以下四类：

                                                   
5 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报告 201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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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和其他。以我国人工智能领域人才来源结构来看，高校是最核心的载

体，81.3%人才的来源于高校，8.8%来源于科研机构，5.9%来源于企业，4%来源于其他。6 

 

图 2 中国人工智能人才结构分布图 

自 1999 年推行的高等院校扩大招生政策以来，我国高中升学率、高等院校数量、在校

生人数都进入了快速的增长时代。2017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 45.7%，高等教育在学学生

达 3779 万人，并且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工程教育，具有较为良好的技术研发型产业人才

储备。 

表 3 全国博士、硕士、本科、专科在校生数量 

单位：万人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博士 29.83 31.27 32.67 34.2 36.2 

硕士 149.57 153.5 157.47 163.9 227.76 

本科 1494.44 1541.07 1576.68 1612.95 1648.63 

数据来源：教育部教育统计数据，http://www.moe.gov.cn/ 

表 4 全国工科教育在校生人数 

单位：人 

年份 机构 博士 硕士 本科 

2017 
普通高校 147414 899943 5511445 

科研机构 2595 6945 
 

2016 普通高校 139209 563985 5375655 

                                                   
6 清华大学中国科技政策研究中心，《中国人工智能发展报告 2018》，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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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机构 2567 6596 
 

2015 
普通高校 132444 547849 5247875 

科研机构 2486 6818 
 

数据来源：教育部教育统计数据，http://www.moe.gov.cn/ 

技术研发型产业人才是产业人才梯队中层力量。然而，当前产业变革的速度远远超过人

才培养体系的改革，尤其是在重点领域紧缺人才、战略新兴产业技术研发型产业人才的培养

机制和模式方面仍然存在诸多问题。以信息技术行业为例，华为在《2018 中国 ICT 人才生

态白皮书》指出，进入“十三五”阶段，我国信息技术产业蓬勃发展，但 2017 年数据统计

结果显示信息技术产业人才总体需求缺口达 765万，以技术研发型产业人才为核心的中层岗

位人才的缺位制约了产业健康快速发展。 

3.2.2技术研究型产业人才存在的问题 

（1）技术研究型产业人才供给不足。技术研究型产业人才作为产业人才梯队的中坚力

量，是否拥有一支数量充足、质量良好的中层产业人才队伍是决定了产业人才队伍建设的基

础。目前，我国技术研究型产业人才的主要载体为高校和科研机构，企业并没有充分发挥市

场主体的作用。 

（2）人才培养目标不明确。随着战略新兴产业的迅速发展，产业链的精细化分工也对

人才的专业素养和实际能力需求提出了新的挑战。当前以高等教育为核心载体的人才培养模

式要对接产业人才需求和支撑产业创新发展，需要重新界定人才培养目标与定位。面向产业

应用的技术研究型产业人才需要具备以下两种能力：一是对专业知识生产和专业技能开发的

创新能力；二是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的专业实践能力。当前技术研发型产业人才培养与产

业实际需求脱节，产业人才的工程实践能力、创新创业能力、学科交叉融合能力、快速学习

能力都有待亟需提高。 

（3）师资队伍结构不合理。当前以高校作为核心载体的技术研究型人才培养模式，受

限于管理体制偏向，高校师资重视论文发表、影响因子、引用率等评价指标，需进一步对师

资结构进行调整，对师资教学能力进行提升，提高企业型师资的比例。 

http://www.moe.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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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应用型产业人才发展现状和主要问题 

3.3.1应用型产业人才发展现状 

应用型产业人才指的是在所从事领域具有一定的专业技术知识和产业应用能力，并在该

从事领域具有技术和技能积累的人员。传统的应用型产业人才供给渠道包括以下几种方式：

一是“干中学”形成产业人才，这种培养模式属于企业内部的职业培训和员工再教育；二是

普通职业技术学院和传统行业大学培养的产业人才，主要是对产业人才进行岗前知识和技能

培养；三是社会培训培养的产业人才，这种模式是就业精准技能培训。 

表 5 全年组织各类培训次数 

单位：万人次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职业培训 2049 1937 1908 1775 1690 

就业技能培训 1227.5 1108 1023 959 897 

岗位技能提升培训 548.7 574 620 551 542 

创业培训 208.2 217 211 230 219 

其他培训 64.6 36 54 35 32 

数据来源：数据来源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官方网站，http://www.mohrss.gov.cn/ 

 

 

数据来源：wind 数据库 

图 3 分技能求职倍率变化 

http://www.mohrss.gov.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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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技能由低到高分为五级，分别为职业资格五级（初级技能）、职业资格四级（中级技

能）、职业资格三级（高级技能）、职业资格二级（技师）及职业资格一级（高级技师）。从

分技能求职倍率可以看出，高级技能以上人群明显处于供不应求的状况，而初、中级技能人

群则基本饱和。总体来看，我国对人力资本的投入不断提高，人才存量也不断增长，但随着

我国产业中心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向资本密集型产业、再向技术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的转移过程，

社会对拥有知识、技能的人才需求更加强烈。 

3.3.2应用型产业人才存在的问题 

发达国家在应用型产业人才培养已经形成了成熟的模式和经验，德国注重发挥企业在人

才培养中的主体作用，紧密结合教育与培训；日本注重长期稳定的劳动关系的建立，为企业

生产提供人才基础；美国鼓励终生学习、多元化的制度，鼓励创新。总结德国、日本和美国

应用型产业人才培养模式，反观中国应用型产业人才培养现状，能够更好地看出我国应用型

产业人才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表 6 各国 德国、日本、美国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比较
7
 

国家 发展模式 培养模式 主要特点 

德国 社会市场型 企业+学校的现代学徒制 初中后分流、教育培训融为一体 

日本 政府主导型 

以企业为基础与员工签订长期

合同，注重技术开发 

劳动力离职率低、专注生产，工

资制度以年资和企业工会为基

础 

美国 自由竞争型 

以学校为基础完善的教育体系

和创新文化 

高中后分流，教育多样化，提供

最大限度选择；终身学习的社区

学院 

（1）传统人才培养模式滞后于产业发展需求。在经济转型和产业升级的关键时期，以

职业院校为主体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滞后于产业发展，师资队伍缺乏产业经验，不注重

学生技能提升和就业发展； 

（2）教育与培训融合度低。学历教育越来越强化，培训逐渐弱化，培养模式以学历为

导向、以升学为导向，教育体系不完善； 

（3）企业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尚未有效发挥。企业缺少动力，尤其是大型骨干企业的

                                                   
7
窦争妍，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背景下的人力资本积累研究[D]，上海社会科学研究院博士论文,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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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优势、资源优势没有发挥带头示范作用，产教融合程度不够； 

（3）人才培养面临着新的群体诉求。在新的经济形势下，以 90后为代表新生代成为职

场的主力军，这一群体对于就业环境、晋升空间、自我实现都有着强烈的诉求，传统职业教

育人才就业社会经济地位普遍较差。 

四、产业部门加强我国产业人才队伍建设的建议 

通过对以上三类产业人才工作现状和存在问题的分析，我们认为加强我国产业人才队伍

建设的重点是解决人才培育对接产业发展需求和人才质量满足产业发展需要两大难题。产业

人才队伍建设是一项巨大的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学校和社会的共同努力。但产业主管部门

在把握产业发展趋势、了解行业发展状况、贴近企业实际需求方面有天然的优势，在产业人

才队伍建设方面完全可以做出更大贡献。为此，我们对产业部门加强我国产业人才队伍建设

提出以下建议： 

1、加强顶层设计。产业部门应更加重视产业人才队伍建设工作，采取具体有效的措施，

在深入调查研究基础上，加强产业人才队伍建设的系统规划和顶层设计。 

2、以产业实际需求为导向，抓好产业人才培育和产业发展需求对接。产业部门应充分

发挥自身优势，组织对重点产业领域关键人才特征、需求以及发展趋势等进行调查分析，定

期向社会发布，引导产业人才培育主动对接产业发展需求。 

3、以产业实践为基础，研究产业人才标准与评价体系。与传统人才评价体系不同的是，

“产业人才”突出的是人才对产业发展的创新能力和贡献能力，在新的产业实践基础上，以

学历和职称为核心的人才评价体系是不能适应新的产业发展需求，因此应该加强产业人才标

准与评价体系建设，形成一套科学规范、企业认可的专业技术人才和技能人才评价体系，引

导推动产业人才质量不断提高，更好地满足产业发展的需要。 

4、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推动企业积极在产业人才培育中发挥主体作用。要使产业

人才培育精准对接产业实际需求，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是我们的必然选择。虽然目前还

面临不少体制机制障碍和各种挑战，企业主动参与产业人才培养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还不高，

但强劲的人才需求为企业在产业人才培育中发挥主体作用提供了巨大的市场机会。 

5、以重点产业为突破，加快多层次产业人才队伍建设。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期间，我国重点布局制造强国和网络强国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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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格局，这就对重点产业领域的人才数量、质量和结构提出了新的要求。产业主管部门应针

对重点产业领域，有计划地开展产业人才培育试点示范，发挥高层次产业人才的引领作用，

提升技术研究型产业人才的支撑力量，发挥应用型产业人才的基础能力，以多层次产业人才

队伍建设支撑推动重点产业领域的高质量发展。 

6、加强国际合作交流，提升产业人才培养国际化水平。一方面加强对国外产业人才培

养模式和经验的学习和消化吸收；另一方面，可以选择部分重点产业领域，就产业人才培育

模式、培育标准、课程体系、教材教具等开展广泛的合作和交流，以加快我国产业人才队伍

建设的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