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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面对新世纪日趋激烈的人才竞争, 必须对人才队伍发展进行科学规划, 以满足经济跨越式发展的

需要。通过引入灰色系统理论对我国“十一五”期间高技能人才的需求状况进行了预测, 同时根据我国经济

发展趋势预测了高技能人才的需求结构, 并在预测结论的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人才积累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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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 言

人才资源是生产力中最重要、最活跃的资源 , 经济发

展和社会进步归根结底取决于人才数量的增长和素质的

提高。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加快, 高技能人才在经济建

设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但近几年来, 在我国经济

高速发展的大背景下 , 劳动力市场对高技能人才需求急

剧扩大 , 成批培养高技能人才的新机制还未到位等诸多

因素导致高技能人才的供求矛盾异常突出[1], 因此有必要

了解高技能人才的未来需求状况 , 以制定合理的人才发

展战略 , 确定教育和培训的规模和方向。

1 “十一五”期间我国高技能人才需求预

测

1.1 需求总量预测

灰色系统是指部分信息已知、部分信息未知的系统。

灰色系统理论的实质是将无规律的原始数据进行累加生

成, 得到规律性较强的生成数列再重新建模。由生成模型

得到的数据通过累加生成的逆运算———累减生成得到还

原模型 , 由还原模型作为预测模型。灰色预测具有要求样

本数据少、原理简单、运算方便、预测精度高、可检验等优

点 , 可以较好地对非线性系统进行预测[2]。在高技能人才

系统中 , 人才总数、结构等一些信息是已知的 , 而人才流

动、人才使用状况等又是未知的 , 况且高技能人才系统受

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社会等多方面因素影响 , 存在着

很大的不确定性 , 是一个典型的灰色系统。因此 , 本文采

用灰色系统理论对高技能人才需求进行预测。

进行高技能人才预测可以选定 GM(1,1)模型。GM(1,1)

代表一个白化形式的微分方程:

dx(1)
dt

+ax(1)=μ ( 1)

其 中 , a 称 为 模 型 的 发 展 灰 数 , μ称 为 模 型 的 协 调 系

数, x(1)是原始数据的累加生成序列( AGO) 。[3]这里采用的累

加生成 , 便是将同一数列的前 i 项元素累加后生成新数列

的第 i 项元素 , 用数学式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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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可以用来进行高技能人才需求预测的灰色模

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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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曾专门就此撰文 , 并认为高技能人才不可以用职称、

职业资格等级等划线的方式硬性界定 , 身怀绝技或技艺

精湛的能工巧匠 , 技术含量较高的技术技能型、掌握高新

技术知识的知识技能型以及掌握各种不同技能的复合技

能型人才都可以称之为高技能人才。但鉴于数据的可获

得性 , 本研究中高技能人才定位在具有高级职业资格以

上 的 技 能 人才 , 包 括 高 级 工 ( 国 家 职 业 资 格 三 级 ) 、技 师

( 国家职业资格二级) 、高级技师( 国家职业资格一级) 。通

过中国统计年鉴得到如下数据( 表 1) [4]:

根据以上数据和式( 1- 4) 得到预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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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模型预测每年高技能人才数量 , 并与每年高技

能人才实际数量进行对比分析 , 得出误差检验表 ( 见表

2) 。为了保证模型具有良好的精度 , 必须通过一定方法与

途径进行检验。灰色模型的检验通常使用后验差方法来

检验。进行后验差检验常使用 C、P 检验 , 根据计算所得到

的 C 值和 P 值可确定模型的精度( 见表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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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表格 , 可以看出模型具有非常优异的精度 ,

利用此模型我们可以对我国高技能人才总量进行预测 , 预

测结果见表 2。

通过对我国高技能人才总量的预测 , 我们可以得出这

样的结论 : 我国高技能人才的总量正在呈稳步增长趋势 ,

并预计在 2010 年达到 1 880.7 万人。这与劳动和社会保障

部关于未来 5 年我国将新增技能劳动者 2 280 万人 , 其中

新增高技能人才 890 万人 , 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的比

重将由目前的 21%提高到 25%的计划基本一致。高技能人

才队伍的不断壮大 , 体现了劳动力结构的不断优化 , 这是

一个十分可喜的现象。但根据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以及劳

动力市场反馈的信息 , 我们可以看到 , 我国每年培养的高

技能人才数量与实际需要量之间仍然具有比较大的缺口。

因此, 需要制定相应的人才积累对策。

1.2 需求结构预测

从整体上来看 , 我国的经济形势将基本保持稳定。据

预测 , 在“十一五”期间 , 我国的 GDP 平均增速将在 8%～9%

之间 , 保持稳定增长 ; 价格总水平 (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 将

在- 1%～3%的区间内波动 , 基本上处于我国价格的合理运

行区间之内。因此, “十一五”期间 , 我国经济的整体形势将

保持稳定 , 不存在明显的需要拉动经济增长或平抑物价的

压力。我国目前仍处于工业化阶段 , 产业结构迅速变化是

这一阶段的重要特征。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预测, “十一

五”期末 , 三次产业的比重将为 10.7: 54.1: 35.2, 到 2020 年

三次产业的比重将进一步变化为 7.1: 52.5: 40.4[5]。“十一五”

期间 , 第一产业的比重持续下降 , 第二产业的比重将会继

续上升 , 主要表现在由于能源需求的上升导致能源部门扩

张 , 以及高投资率带来的中间投入品中的资本品需求的上

升 ; 由于技术进步对于中间需求的偏向性 , 电子通信等高

技术部门的比重将进一步上升 , 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近些

年产业结构演变特点的延续。同时 , 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

上升 , 居民对服务业消费需求的不断增加 , 以及工业快速

发展带来的对于生产性服务业需求的增加 , “十一五”期间

序号 1 2 3 4 5 6

年份( 年)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人数( 万人) 498.4 528.9 569.6 650.9 735.3 875.8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 2000~2005)

表 1 1999～2004 年我国高技能人才历史数据

年份 k
实际值

x
(0)

(k)

预测值

x)
(0)

(k)

绝对误差

Δ(k)

相对误差

Δ) (k)

1999 1 498.4 498.4 0 0.000%

2000 2 528.9 506.933 21.967 4.153%

2001 3 569.6 577.944 8.344 0.146%

2002 4 650.9 658.905 8.005 0.123%

2003 5 735.3 751.204 15.904 2.163%

2004 6 875.8 856.437 19.363 2.211%

2005 7 976.4

2006 8 1 113.2

2007 9 1 269.1

2008 10 1 626.7

2009 11 1 649.4

2010 12 1 880.7

表 2 实际值与预测值对比及误差检验表

模型精度等级表 P C

好 >0.95 <0.35

合格 >0.80 <0.50

勉强合格 >0.70 <0.65

不合格 ≤0.70 ≥0.65

表 3 模型精度等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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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一直到 2020 年服务业的比重将继续上升。

伴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 , 就业结构也将出现很大的

调整 , 主要的特征表现在“十一五”期间以及一直到 2020

年劳动力的快速转移。第一产业的就业比重“十一五”期

末将下降到 41.0%, 到 2020 年进一步 下 降 到 34.2%, 比

2000 年下降了近 15%。“十一五”期间 , 第二产业的就业比

重将有所上升 , 这主要得益于纺织和服装业的快速发展 ;

与第二产业相比 , 服务业的就业吸纳能力会得到更大的

提升 , 到 2020 年将达到 43.4%。

根据前面所做的分析 , “十一五”及其今后一段时间 ,

我国对高技能人才的结构需求将出现如下特点:

第一 , 将增加许多新的职业 , 大批低技能就业岗位日

益转化为高技术含量的岗位 , 这对高技能人才无论是数

量还是质量上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 作为技术成果转化

的桥梁 , 高技能人才不仅仅是操作者 , 也是创造者。

第二 , 根据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总体趋势 , “十一

五”期间数字化电子技术的普遍发展以及数控机床、数控

加工中心的广泛应用 , 将需要更多的兼设计和生产于一

身及一专多能的复合型高技能人才。

第三 , 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将主要分布在数控技术、电

子技术、信息技术、机电设备维修、焊接技术、精密机械、

生物制药、环保设备维修等技术工种。

第四 , “十一五”期间 , 人们对于生活质量的高要求促

使第三产业也向高技能方向转化 , 以金融服务、现代通讯

技术服务、高科技电子产品服务为主体的第三产业 , 将对

高素质服务型技能人才产生强劲需求。

2 人才积累对策

2.1 转变观念 , 提高对高技能人才重要性的认识

高技能人才是我国人才队伍的重要组成部分 , 是技

术工人队伍的核心骨干 , 是推动技术创新和实现科技成

果转化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然而在我国, 由于受传统观

念的影响 , 重普教轻职教、重理论轻实践、重科学轻技术、

重知识轻技能的倾向还比较严重 , 加之社会转型期存在

的舆论导向失当( 如以高考录取率论英雄 ) 、收入差距拉

大 ( 企业一线人员收入过低 ) 、技术工人社会地位下降等

消极因素 , 都严重影响着高技能人才的成长。因此 , 必须

把 高 技能 人 才 的 培 养 作 为 人 才 发 展 战 略 的 重 要 组 成 部

分 , 把他们放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战略高度 , 统筹安排。

根据高技能人才增长与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调整相协调

的原则来确定高技能人才的总量目标和结构目标。要在

全社会确立“工人伟大 , 劳动光荣”的价值观和“江山代有

人才出”、“自古行行出状元”的人才观 , 从物质、精神、情

感等方面建立高技能人才的激励导向机制 , 大力宣传和

表彰许振超、李斌式的工人专家和技能标兵 , 提高他们的

经济待遇和社会地位。要让全社会感受到 : 科学家、工程

师是专家 , 高技能人才也是专家 , 刻苦钻研技术技能同样

是成才的阳光大道。

2.2 深化职业教育改革 , 加大培养高技能人才的力度

相比高技能人才的高师带徒、岗位自学成才等传统培

养方式 , 职业教育明显具有培养规模大、知识技能面广、快

捷高效、有较强发展后劲等优势。同时 , 我们也看到 , 职业

教育培养的人才在能力方面与高技能人才尚存在一定差

距。要适应高技能人才培养的需要 , 必须对我国职业教育

进行相应的改革。

( 1) 理顺职业教育管理体制。加强统一领导 , 加大法律

框架和政策调控的力度 , 建立和完善联系制度 , 改变教育

部门、劳动保障部门等多头管理下的隶属关系 , 逐步实现

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互认、职前培养和职后培训融

通、职业学校资源和社会企业培训机构资源共享 , 在普通

教育和职业教育之间搭建起通畅的立交桥。

( 2) 拓展高技能人才校企合作培养途 径 。实 践 证 明 ,

政府推动、依靠企业、校企合作是加速培养高技能人才的

最佳途径。各类职业院校和技师学院要主动承担高技能

人 才 培 养 任 务 , 以市 场 需 求 为 导 向 , 深 化 教 学 改 革 , 紧 密

结合企业技能岗位的要求 , 对照国家职业标准 , 确定和调

整各专业的培养目标和课程 , 与合作企业共同制定培训

方案 , 采取全日制与非全日制 , 导师制等多种形式实施培

训。

( 3) 整合全社会职业教育资源。利用政策杠杆和市场

机制对分散在不同部门、不同行业的各类职业教育资源进

行整合, 提高职业教育的规模效益。政府利用法律、财政补

助、行政等手段 , 促进职业教育中的校企合作 , 依靠政府投

入和企业自身潜力挖掘 , 建立学校教育与企业培训紧密结

合、以企业培训为主的职业教育模式。在开展“导师带徒”

活动的基础上 , 推行终身教育 , 使高技能人才的训练机会

和继续教育日常化、长期化、制度化。

2.3 创新机制 , 健全人才评价体系

实行职业技能鉴定 , 推行职业资格证书制度是评价高

技能人才的有效手段。实施人才强国战略 , 必须着力构建

以职业能力为导向 , 以工作业绩为重点 , 以职业技能鉴定、

竞赛和人才评选为方式 , 兼顾品德、知识等综合要素的高

技能人才评价体系。

( 1) 以职业能力为导向 , 以工作业绩为重点 , 注重职业

道德和职业知识水平 , 突出对实际操作能力和解决关键生

产技术难题的考核。考评中应以国家考核标准为基础 , 适

当增加企业生产、经营需要的技能知识和新工艺、新技术

及企业文化的内容。

( 2) 完善高技能人才的社会化考评制度。对符合技师

和高级技师申报条件者 , 不受区域、身份、年龄、所有制限

制 , 均可参加技师、高级技师考评。要采取技师社会化考评

与企业内技师考评相结合的办法 , 鼓励有条件的企业按照

国家统一标准进行技师的鉴定、评审和聘用。

( 3) 扩大职业技能鉴定规模 , 确保高技能人才评价 质

量。不断完善职业技能鉴定社会化管理体制 , 严格执行国

家职业标准 , 积极探索适合企业职工、职业学校毕业生和

马振华, 刘春生 : 我国“十一五”时期高技能人才需求预测与人才积累对策研究第 5 期 163· ·



社会从业人员不同特点的鉴定模式。加大职业资格证书

制度的推行力度 , 落实就业准入制度 , 扩大职业技能鉴定

规模 , 提高职业资格证书的覆盖范围。鉴定中要坚持“质

量第一 , 社会效益第一”和“方便企业 , 方便鉴定者”的原

则 , 使技能人才评价客观、公正、准确。

( 4) 逐步建立高技能人才评价与就业上岗和使用待

遇衔接机制。企业要按照劳动市场价位和劳动绩效, 确定

高技能人才的薪酬标准 , 推动企业建立培训、考核、使用

相结合并与待遇相关系的激励机制。打破员工的身份界

限 , 对有突出成绩和重大贡献的高技能人才 , 给予重奖 ,

成绩特别显著者还可根据其能力在培训的基础上委以技

术、生产乃至经营管理领导岗位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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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十一五”时期科技人才需求
预测分析及政策建议

张 敏, 党耀国, 王 瑞, 陆剑锋

(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南京 210016)

摘 要 : 在对江苏省经济发展及科技人才现状进行分析的基础上 , 建立了GM( 1, 1) 灰色预测模型和基于时

间序列的对数曲线回归预测模型, 分别对江苏省“十一五”期间的科技人才需求进行预测分析。最后为江苏

省吸引科技人才提供合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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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前 言

当今世界高科技迅猛发展 , 知识经济滚滚而来。经济

的竞争、科学技术的竞争、管理水 平 的 竞 争 , 竞 争 无 处不

在 , 而归根到底就是智力的竞争、人才的竞争。谁赢得人

才 , 谁就会成为竞争的优胜者。可以说 , 人才是一个国家、

民族发展的命脉。人才资源的开发利用, 已成为当今推动

经济发展的关键一环 , 谁拥有了高素质的人力资源 , 谁充

分发挥了人才资源的作用 , 谁就能把握经济发展的主动

权 , 从而在全球竞争中占据优势。随着科技发展的突飞猛

进, 全世界出现了严重的人才危机。美国、日本和欧洲发达

国家都出现了较严重的人才短缺问题。1992 年诺贝尔奖

获得者 , 美国经济学与社会学教授贝克尔认为 , 发达国家

的资本 75%以上是人力资本 , 而不是实物资本[1]。可以说知

识经济时代的核心是软件, 而不是硬件: 是人 , 而不是物。

江苏省位于经济蓬勃发展的长江三角洲地区 , 该地区

是中国最具发展潜力的区域之一。经过 20 多年改革开放

和经济发展 , 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地区已成为推动我国

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和经济全

球化趋势的加快 , 江苏作为东部沿海发达省份之一 , 要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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