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设技能型社会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到一

定阶段的必然趋势。随着云计算、大数据与人

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飞速发展，产业结构调整和

新旧动能转换不断迭代升级，催生了产业链支撑

要素、生产模式和组织方式的根本性变革，加快

培养适应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的技术技能人

才成为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战略的迫切需要。

技能型社会建设是国家技能强国战略的重要支

撑。2021年4月，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创造性地提

出了建设技能型社会的理念和战略。同年10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

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进一步明确

到2035年，职业教育整体水平进入世界前列，技

能型社会基本建成，要加快构建面向全体人民、

贯穿全生命周期、服务全产业链的职业教育体

系，建设国家重视技能、社会崇尚技能、人人学习

技能、人人拥有技能的技能型社会[1]。人社部印

发的《“技能中国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提出“技

能提升”“技能强企”“技能激励”“技能合作”四大

行动，在实施层面诠释了技能型社会建设的内涵

要素，全面开启了新时期技能型社会建设的序

幕。技能社会建设的关键是构建技能形成的制

度环境、动力机制、模式路径，达成技能形成核心

要素的融合与适配，实现人力资源的充分开发和

合理配置，以推动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城市进

步的适应性。新时期，厘清技能型社会建设的内

涵特征、影响因素，构建科学测度模型，对加快构

建技能型社会系统具有重要意义。

一、技能型社会的内涵和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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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指出，技术进步和人力资本是促进国家或地

区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 [2]。技能型社会是以人

的全面发展、技能提升为中心，从学习者的技能

学习出发，强调技能的形成过程，以技能习得求

发展，构建国家重视技能、社会崇尚技能、人人

学习技能、人人拥有技能的社会。技能型社会

建设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特征描述，

反映技能型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所

起的积极作用。其基本特征是以技能为本质与

核心，以技能形成体系为重要载体，以技能共同

体为建设逻辑的社会[3]，构建实现终身技能学习

的环境和文化，突出了学习的内容和目标，凸显

了技能型社会教育体系的类型特色，进一步突

出了技能的产业性和实用性。

技能型社会是在技能与技能形成体系的概

念基础上演进而来的社会化体系[4]。作为职业能

力社会化的载体和核心，技能社会应由技能形成

制度体系，技能型社会教育体系、技能激励系统、

技能合作体系等要素构成。相较于学习型社会，

技能型社会更加强调学习的内容和以技能谋求

发展进步的方式和社会制度体系。从这个意义上

讲，技能型社会是学习型社会的一种具象化特征

表现，进一步诠释了不同类型教育的理念和类型

特色教育体系的内涵特征和要素构成，体现了从

学历社会走向能力社会的理念转变。

技能型社会建设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

础保障，其动力源于产业转型迭代升级对技能人

才培养所提出的更高要求，是在我国新时期推进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促进社会成员全面发展、社会

价值充分体现、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新型社会。从

社会建设的范畴看，其本质的作用是在社会结构

转型的关键期，通过提升劳动者的知识技能水

平，促进优质就业，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以技

能提升实现人民生活水平的提升，从而推动区域

产业迭代、城市规划、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技术成

果转化等要素在政策上相互支撑、数量和结构上

适配衔接、效果上共生共进。推进形成经济驱

动、城市进步和人力资本提升的新发展新格局，

实现产、城、教、人的有机融合和统一。

二、技能型社会的特征要素

技能型社会建设受到区域经济社会产业结

构、人口要素、环境条件、教育系统、制度政策等

因素影响。从产业需求视角，在“技能培养”“技

能利用”和“技能治理”等方面呈现出鲜明的社

会性：从治理角度看，受“全民参与”“全政府治

理”“终身开发”“高效利用”等关键要素的影响；

从体系建设层面看，具有类型特色、体系健全、

多方参与等突出特征；从个体技能视角看，不同

个体的技能培养与提升除了依赖于课堂和学校

场域，更依赖于工作场域，通常需通过参与社会

实践或组建实践共同体来习得技能。因而，技

能不仅以个体为载体，更依赖于超越个体层面

的组织、组织间的协作关系以及宏观的制度 [5]。

不同地区的技能社会在发展基础、发展阶段、资

源禀赋等方面存在差异，突出表现为区域适应

性、产业适配性、体系完备性、合作共生性以及

治理适切性。

（一）区域适应性

区域产业结构不同对劳动力的技能水平、

层次、结构要求不同。研究表明，国家的技能形

成体系是国家政治经济和历史文化等体制因素

合力作用的结果[6]。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

教育制度、社会环境等与技能形成体系相互作

用，不同的国家制度、环境形塑了多样化的技能

形成体系特征，多样化的技能形成体系又支撑

了不同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学者们依据各

国政治经济制度的特征，将技能形成体系划分

为社会合作模式、技能替代模式、政府主导模

式、分裂模式 [7]。我国各地经济社会发展不平

衡，地方各级政府对国家战略的实施担负着不

同职责，在政策统筹和制度化设计方面，不同地

区特色各异。受产业结构、资源、文化、技术等

因素影响，区域技能形成与区域经济GDP、空间

特征、产业结构、生产性服务业就业比重等有着

密切关系。

（二）产业适配性

产业结构升级是技能形成的目的和动力。

新时期产业链上下游的全要素数字化升级、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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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和再造加速了新旧动能转换，对产业分工格

局进行了重塑，同时对企业质量效率提出高要

求，极大地推动了技能体系的形成、完备和自我

更新。不同产业具有不同的习得规律，这决定

了人才培养的逻辑和模式不同。从产业到职业

再到技能的习得和形成，需要进行系统性的设

置和重构，一方面是技能形成策略层面，突出人

才培养结构配置、专业设置、培训项目与产业发

展的适应性，包括教育体系中人才培养结构比

例与产业规划的适应性，技能形成教育体系中

专业集群与产业集群的对应性，技术技能人才

培养投入与区域产业经济产出的耦合协调性；

另一方面是技能形成路径层面，体现在重构课

程体系、重组教学内容、创新产教融合载体、评

价技能形成方法等方面。其中，技术赋能教育

也促进技能形成路径创新，是技能的先进性和

可持续发展性的有力保证。

（三）体系完备性

国家技能形成体系是指一个国家提供技能

资本的体系。技能形成体系分为两个部分：一

是正规教育为主的外部技能体系，即职业教育

体系；二是企业为主的内部技能体系。因而，技

能型社会建设的教育体系框架应包括基础教育

的技能启蒙、职业教育的技能养成、企业内训的

技能提升、社会培训的技能补给、继续教育的技

能获得，从启蒙、习得到培训提升，贯穿人的全

生命周期。这其中，技能标准是贯穿体系建设

的核心，为技能提升和转换提供统一的度量

衡。技能形成的要素、程序及组织结构决定了

职业教育体系的类型特色。技能形成教育体系

的层次、结构以及文化内涵反映国家的经济社

会制度和技能的社会属性。党的二十大报告提

出要统筹“三教”协同创新，系统推动“三融”改

革，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培养更多大国工

匠、高技能人才，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阶段对加快推动和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

设的目标要求和战略部署。

（四）合作共生性

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技能型社会建

设的类型特色属性。建立符合技能形成基本规

律和区域特点的技能协作关系，将企业要素有

机融入技能形成的过程，创新合作模式，促进技

能供给侧与产业需求侧的精准对接，是技能形

成体系的核心着力点。开展产教合作共生，不

仅促进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和内涵建设，更

为重要的是直接为企业转型升级提供各层次的

技术技能人才和技术创新，同时促进员工整体

技能水平的提升。合作共生是技能治理体系的

前提基础。推动企业发挥主体作用，加强院校

与企业、企业与企业之间资源要素互补和共建

共享，其本质是根据区域、行业的技能建设基

础，创新技能形成的合作交易模式，并与政府、

行业协会、科研院所、产业园区形成技能提升的

良性循环链条和运行机制，以不断优化技能供

给结构和质量，适应产业持续发展的技能需求。

（五）治理适切性

产业技能形成制度体系是国家协调社会各

职能部门、各利益群体，以社会合作的方式培育

社会经济发展所需技能的制度系统。产业技能

形成体系需要完善的制度体系作支撑，可被视

为一组制度的集合，并受国家教育体系结构变

化的影响 [8]。技能形成制度安排受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技能水平、人口结构、教育基础等的影

响，同时也受制度基础因素影响，例如，劳资关

系制度、用工制度、金融制度等，这些制度之间

形成了相互匹配的关系，不同的技能形成制度

模式与不同的劳资关系、用工制度、金融制度匹

配 [9]。技能形成制度是技能型社会建设的基础

保障，将技能形成、利用和激励等各项制度以规

范化、标准化的形式固化下来，形成模式，为加

快创新驱动，彰显类型特色提供支持。

三、技能型社会建设的绩效表征

技能型社会建设成效在于通过技能形成促

进人力资本提升，推动产业协调和区域经济发

展，为满足行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升级提供合适

的技能型人才和协同共生平台，实现人的全面

发展和新旧动能转换的统一适配。其根本是现

代职业教育体系、企业治理机制和社会保护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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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的匹配。

（一）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发展相统一

产业结构合理化速度取决于人力资本水平

与当地产业结构的匹配程度,而产业结构高级化

速度更多取决于人力资本水平与技术进步水平

的匹配程度[10]。劳动者的技能水平是产业发展

的基本元素，劳动力的素质也决定产业的素质，

对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研究

表明，人力资本高级化和城镇化质量提升对高技

术产业集聚均存在正向促进作用[11]，劳动者技能

提升能够有效促进生产要素的有序流动，推动产

业集聚和结构优化，为区域发展提供内生动力。

产业结构迭代升级持续推动劳动者技能提升，从

而推动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从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的视角看，技能型社会建设的内涵体现在促进

产业与城市的协调融合，资源与效率的统一、生

产和生活的互动、居住与服务的和谐、经济与环

境的协调等方面[12]。技能型社会建设将进一步

促进技术赋能产业集聚中的新技术、新业务和新

场景融入，与城市发展进行良性互动，促进技能

形成、技能利用的成效。

（二）技能形成体系与人的全面发展相适配

高质量发展需要高素质劳动者。实现高质

量发展的基础是社会的技能形成供给与各层次

人群对技能的诉求之间的适配。人的全面发

展，致力于提高在现代化进程中各种需要提升

的技能，激发发展的潜能，实现社会总体人群的

发展，并为其参加物质生产劳动和精神文化活

动提供广阔的空间。从这个意义上说，构建适

应人的全面发展，系统完善的技能形成体系是

提升人力资本，获得全要素生产率的有效途

径。技能形成是整个社会的劳动者获得技术、

技巧和能力的过程，也是全社会学习、开发、创

新和提高生产力的能力[13]。技能形成体系包括

国家协调社会各职能部门、各利益群体，以社会

合作方式培育社会经济发展所需技能的制度系

统[14]，是制度体系的组合，受国家体制、教育体系

结构、社会文化的影响，技能型社会应构建与人

的全面发展相适配的技能形成的教育与培训体

系和协调运行机制，适应不同群体在不同阶段

对公共技能和专业技能的需求，推动技能供给

与产业链集群的对接匹配。

（三）技能制度环境与技能形成路径相适应

技能型社会建设的关键在于设计与产业结

构、人才成长规律相适应的技能形成路径和制

度环境。国家对技能形成体系的制度安排和环

境创新是实现产业转型升级的前提基础。建设

技能型社会所需的区域制度环境，包括适应产

业的技能培养规划，技能供给的促进政策，技能

形成的推动政策、技能利益相关者的推动和激

励政策等。宏观层面的产业政策建构是否能够

真正有效地促进产业升级，依赖于其与车间实

际生产的匹配程度，生产车间的工艺流程与技

能储备是宏观产业政策实现有效转化的最终环

节[15]。产业转型升级中生产要素的更新、生产方

式及组织结构的变革，推动工艺流程标准化和

柔性定制化，对低技能升级和高技能的现场弹

性提出更高要求，需要从经济环境和社会环境

两方面系统考虑制定产业规划以及与之配套的

技能投资制度、技能供给制度、技能认证制度、

技能使用制度以及社会合作制度[16]。具体包括：

合理规划产业升级进程，完善技能投入机制，构

建现代职业技能教育体系，从院校、企业和社会

层面建立职业技能规范化、制度化的培养体系，

以及与之配套的技能资格认定、薪酬体系、评价

机制和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机制。

（四）产教融合共生与优质就业相协调

产教融合共生的基础是院校与企业通过合

作获得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资源，为各自的可持

续发展提供核心竞争优势。体现在宏观层面是通

过区域内的资源集聚，形成“院校—行业企业—

政府—科研院所—产业园区”产教融合创新生

态系统[17]，实现技能形成教育体系与区域产业转

型发展之间的协调统一。其协调性体现在：企

业要素赋能技能形成提升人职匹配度和工作稳

定性，获得相对完善的职业环境及合理的劳动

报酬、相对自由的工作决策空间，以及较高的工

作满意度[18]，实现人才供给侧与行业企业需求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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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建设基础 技能型社会建设水平 技能利用

优质就业

产业适配

技能优化

人口要素

区域要素

产业要素

环境要素

产业匹配度

技能形成体系

治理协同度

产教融合度

图1 技能型社会建设指标体系要素构成

的精准对接，促进技能使用的高效性。因而，从

技能形成的过程来看，聚焦产业资源，聚力拓展

产教融合平台，更加需要发挥行业企业在技能

形成中的主体作用。根据岗位技能需求，参与

制定技能提升的培养方案，重构课程体系，将企

业的真实项目、任务、场景有机融入，以增强技

能形成的先进性和实践性。实现教学过程与生

产过程对接，推进技能形成与企业岗位需求对

接，实现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

衔接。保证将企业的技能要求贯穿人才培养全

过程，促进企业对新技能的获得和利用。

四、技能型社会建设的测度模型

当前，对技能型社会建设的研究大多数出

于对概念内涵的认知和建设逻辑的论证层面，

对技能型社会建设进行测量的研究较少。欧洲

职业培训发展中心从个体技能的形成、使用以

及匹配程度三个维度构建了技能指数体系，包括

技能培养、技能激活和技能匹配等三个维度[19]。

这其中没有考虑技能型社会建设中制度环境、

产业合作等要素的影响，忽略了人力资本提升

与产业聚集、城市发展的适应性，产业结构与

人力资源结构的互动效率、人才培养投入与产

业经济产出适配性等方面的影响。

技能型社会建设应围绕实现产、城、人之间

协调统一展开。从提升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适

应性的视角，可以运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

法对其建设情况及成效进行测度和评价。这有

利于促进社会各方深入理解技能型社会内涵，

进一步推动各方形成建设合力，提高公共资源

整体配置效率，推进技能型社会建设水平提

升。本研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运用主成分

分析法和熵值法，通过构建技能型社会建设测

度指标体系，对区域技能型社会建设情况进行

分析，以期为进一步促进区域人力资本提升，推

动产业与城市协调发展提供参考依据。

（一）指标体系构建

从技能型社会的特征及其建设的绩效表征

来看，评价的维度可从技能适配、技能形成、技能

治理、技能利用四个方面进行描述，包括系统自

身的技能供给能力、体系建设完善程度，以及外

部的基础资源聚集度、产业匹配度、产教融合度

和治理协同度。本研究引入技能型社会的建设

水平概念，以技能基础—技能形成—技能利用为

主线，增加协同治理和产教融合的维度，审视在

优质就业、技能适配程度和优化提升方面的成

效。其中，在技能型社会建设基础层面考虑人

口、区域、产业和环境要素，包括地区生产总值

（GDP）、人均GDP、城镇化率、人口红利指数（劳

动人口占比）以及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在技能

型社会建设水平层面，从产业匹配基础，包括产

业匹配、技能形成、技能治理、产教融合等四个要

素，将社会制度体系和顶层设计与个人的技能形

成相适应；在技能利用层面，将优质就业、产业适

配和技能优化作为支撑技能利用的维度（图1）。

（二）数据来源

本研究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建立数据模型

并收集相关数据，综合考虑数据的可得性，对能

够获取的数据进行了多次测试和筛选。数据来

源为《中国统计年鉴 2021》《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2021》《中国教育经费统计年鉴2020》《2021中国

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以及职业教育提质培

优行动计划2021年度绩效数据。

（三）测度思路和方法

首先，对进入指标系统的各要素进行主成分

分析，通过降维保留主要因子，力求表达原始变

量的大部分信息，使各因子变量对技能社会建设

具有较强的可解释性。然后，运行熵值法确定

指标权重，要素指标的离散程度越大，所占权重

越大，其测度结果的影响也就越大。考虑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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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标含义各不相同，测度单位和标准各异，因

此，对所有要素指标进行了无量纲化处理。

（四）数据及结果

运用SPSS20.0统计软件分别对三个子系统

的 10个二级指标中的 53个要素进行主成分分

析，得到内部一致性较为理想的 50个三级指标

（表1）。三个子系统的KMO值分别为0.821、0.726
和 0.667，显著性水平均小于 0.05。根据特征值

大于1的原则对全部要素进行自动主成分提取，

得到系统KMO值为0.738，三个子系统的主成分

累积方差均大于80%（表2），系统总贡献率达到

89.35%。这说明本研究所提取的主成分要素的

可信度较高，能够反映技能型社会建设的大部分

信息，保证了各项指标准确性和系统性。

用Matlab软件对31个省、市、自治区的技能

型社会建设基础、建设水平和技能利用三个要

素进行熵值法运算，得到技能型社会建设三项

指标的权重 K1、K2、K3 分别为 9.02%、66.07%、

24.91%。根据三个一级指标的综合得分，计算

得到各省、市、自治区的技能型社会建设得分

（表 3）。综合排名前五名的分别是广东、江苏、

山东、浙江、河北，这些地区均为经济发展较快

的省份。建设水平排名前五位的是广东、江苏、

山东、湖南、河南，这些地区均为与教育部进行省

部共建职教高地的省份。技能利用排名前五位

的是陕西、浙江、广东、山东、河北，这些地区均构

建了与产业结构紧密相关的技能供给系统，反映

了人力资源使用的高级化程度（图2）。
（五）结果分析

1.技能型社会建设指数能够系统反映建设

的内涵特征

数据显示，对指标体系贡献排名前 10位的

指标分别是企业提供的实践教学设备值、通过

实训基地实习实训获得证书人数、人口红利指

数、每10万人拥有就业训练中心数、技术交易到

款额、每10万人职教本科在校学生占比、学校学

生开设学分银行账户数量、职业院校横向技术

服务产生的经济效益、通过社区教育老年教育

获得证书人数和本省就业人数。其中，每 10万

理念层

技能型
社会建
设基础

A1

技能型
社会建
设水平

A2

技能利
用 A3

目标层

产业要素
B11

区域要素
B12

人口空间
要素B13
产业匹配
度B21

技能形成
教育体系

B22

技能治理
协同度
B23

产教融合
度B24

就业B31

优质就业
B32

技能优化
B33

指标层

地区生产总值GDP C111
人均GDP（万元）C112
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 C113
城镇化率（%） C121

人口红利指数（15~65岁人口占比）C131
职业院校专业与区域产业契合度 C211
城镇就业人员占劳动年龄人口比重 C212
每10万人普通教育在校生数 C221
每10万人拥有高职学校数 C222
每10万人拥有中职学校数 C223
每10万人拥有职教本科学校数 C224
每10万人拥有技工学校数 C225
每10万人拥有就业训练中心数 C226
每10万人中职在校学生占比 C227
每10万人高职在校学生占比 C228
每10万人技工学校在校生数 C229
每10万人职教本科在校学生占比 C2210
中职学生专本贯通升学人数占比 C2211
招收退役军、农民工、下岗失业人员、高素质
农民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占比 C2212
职业学校学生开设学分银行账户数量 C2213
各级各类学校、机构年培训人数 C2214
职业教育经费投入占本省教育经费比 C2215
技能形成创新协同治理部门数量 C231
建立高水平技能实训实践基地数量 C232
建立社区教育老年大学数量 C233
推动技能提升机构集团化发展数量 C234
是否有产教融合型企业认证制度 C235
是否开展产教融合型城市建设 C236
落实对企业的组合式激励政策数量 C237
研制产业技能培养规划 C238
参与产业技能培养规划的院校数量 C239
国家级产教融合型企业数量 C241
省级产教融合型企业数量 C242
职业院校横向技术服务到款额 C243
职业院校横向技术服务产生的经济效益 C244
技术交易到款额 C245
企业提供的实践教学设备值 C246
省级以上示范职教集团企业参与数量 C247
各级示范性教师企业实践流动站数量 C248
本省就业人数 C311
三次产业就业契合度 C312
职业院校规模以上企业就业率 C321
学生对口就业率（%）C322
高职学生世界500强企业就业率 C323
职业院校毕业生月收入（元）C324
学生雇主满意度 C325
学生毕业三年晋升比例 C326
各级各类学校取得职业资格证书人数 C327
通过实训基地实习实训获得证书人数 C328
通过社区教育、老年教育获得证书人数 C329

表1 技能型社会建设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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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拥有就业训练中心数、职教本科在校学生占

比、学校学生开设学分银行账户数量、通过实训

基地实习实训获得证书人数、通过社区教育老

年教育获得证书人数反映的是技能形成体系服

务群体的广度，对受教育群体既强调构建完善

的学历教育体系，又关注职工技能提升和社区

层面各群体的技能提升，反映促进技能形成的

持续性和多样性。企业提供的实践教学设备值

反映企业主体作用发挥的程度表征。人口红利

指数是15~64岁人口占区域总人口数的比例，反

映技能供给的基础规模。技术交易到款额、职

业院校横向技术服务产生的经济效益反映了技

省份

广东

江苏

山东

浙江

河北

河南

陕西

湖南

湖北

安徽

江西

四川

重庆

广西

上海

辽宁

北京

海南

贵州

福建

天津

甘肃

吉林

云南

内蒙古

黑龙江

宁夏

新疆

山西

青海

西藏

建设基础

0.077 8
0.059 0
0.055 3
0.044 7
0.036 2
0.048 4
0.022 9
0.035 0
0.034 1
0.032 4
0.023 4
0.043 4
0.020 3
0.023 0
0.028 8
0.024 0
0.028 1
0.005 8
0.017 9
0.030 6
0.014 1
0.010 6
0.013 0
0.024 6
0.016 1
0.016 2
0.004 3
0.013 8
0.018 3
0.003 2
0.002 0

建设水平

产业匹配程度

0.001 2
0.001 2
0.001 1
0.001 0
0.000 9
0.001 0
0.000 9
0.001 2
0.001 1
0.001 0
0.001 2
0.000 7
0.000 9
0.000 7
0.001 1
0.000 8
0.001 0
0.000 7
0.000 7
0.001 0
0.001 2
0.000 8
0.000 8
0.000 7
0.000 7
0.001 0
0.000 7
0.000 5
0.000 8
0.000 7
0.000 6

技能形成教育体系

0.143 3
0.132 0
0.127 9
0.080 4
0.127 1
0.152 1
0.104 8
0.084 0
0.096 2
0.091 5
0.106 9
0.078 1
0.103 6
0.094 3
0.030 0
0.059 6
0.025 7
0.098 4
0.078 7
0.077 1
0.057 4
0.059 1
0.052 3
0.107 0
0.054 6
0.061 3
0.053 3
0.075 7
0.071 4
0.049 3
0.036 7

技能治理

0.117 2
0.101 8
0.081 7
0.075 7
0.086 5
0.073 6
0.042 8
0.060 9
0.081 6
0.083 3
0.062 9
0.052 1
0.054 6
0.051 9
0.055 6
0.060 6
0.030 1
0.020 4
0.024 3
0.063 9
0.054 4
0.033 3
0.032 0
0.006 2
0.031 5
0.024 3
0.025 2
0.052 4
0.022 6
0.021 9
0.006 8

产教融合

0.112 5
0.138 5
0.084 1
0.116 7
0.036 1
0.049 7
0.014 4
0.143 2
0.041 6
0.029 7
0.029 1
0.039 2
0.038 6
0.025 0
0.016 9
0.016 7
0.036 3
0.003 4
0.040 9
0.018 1
0.013 4
0.010 7
0.014 0
0.007 9
0.008 4
0.023 8
0.003 0
0.011 5
0.010 5
0.003 9
0.000 1

技能利用

0.947 3
0.869 2
0.939 4
0.951 0
0.925 9
0.859 0
0.995 0
0.849 1
0.871 2
0.866 5
0.867 5
0.859 5
0.839 5
0.853 5
0.910 9
0.876 0
0.881 5
0.875 9
0.827 8
0.794 8
0.814 6
0.835 4
0.834 6
0.800 9
0.824 4
0.782 9
0.824 9
0.689 2
0.713 2
0.711 8
0.633 8

技能型社会

指数

1.402 8
1.304 7
1.296 8
1.273 4
1.216 1
1.186 9
1.183 8
1.177 4
1.130 1
1.108 3
1.094 2
1.077 8
1.062 8
1.054 0
1.053 9
1.042 3
1.024 1
1.017 1
0.995 3
0.988 8
0.961 2
0.956 4
0.952 4
0.952 3
0.940 1
0.916 8
0.915 6
0.848 3
0.839 7
0.795 7
0.684 4

表2 技能型社会建设相关因素主成分分析的特征值及方差贡献率

成分

1
2
3
4

建设基础

特征值

2.339
3.113
1.434

方差

58.472
9.155
35.838

累计

58.472
79.905
94.310

建设水平

特征值

7.068
3.163
2.341
2.241

方差

20.787
9.303
6.885
6.590

累计

20.787
66.750
87.790
92.381

技能利用

特征值

2.922
1.662
1.230

方差

22.480
12.786
9.462

累计

22.480
52.972
88.741

表3 各省（市）、自治区技能型社会建设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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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建设基础 技能建设水平 技能利用 技能社会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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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各省、市、自治区技能型社会建设子系统与总指数

0.800 9

能转化程度，体现附着在人身上的技能转化为

生产力的能力。这些指标的权重构成客观且合

理，系统反映了技能型社会建设的内涵要义。

2.完善技能形成教育体系是技能型社会建

设的核心

数据显示，技能形成教育体系中各层次教

育机构数量、培养规模，经费投入等要素对指标

的贡献达到27.21%。其中，就业训练中心数，每

10万人中职教本科在校学生占比，学生开设学

分银行账户数量，招收退役军、农民工、下岗失

业人员、高素质农民、招收其他灵活就业人员人

数占比以及各级各类学校机构培训人数的贡献

较大，这说明指标系统在反映产业转型发展对

人力资本技能提升的迫切需求方面具有较强的

代表性。与当前构建纵向贯通、横向融通的现

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点稳步发展职教本科，完

善培训体系为不同群体提供技能提升的路径和

机会的理念相一致。目前，各地在积极开展职

教本科的探索和实践，并制定技能提升培训行

动计划，对重点产业、重点人群的技能提升做出

部署。数据显示，河南、广东、江苏、山东、河北

等地成效较为突出。北京、上海两地的产业结

构对数字化转型人才有迫切需求，目前，在中

职、高职人才培养方面专业适配性较好，且由于

产业发展基础较好，城镇化率较高，因此在技能

利用、人才吸纳方面也排在前列，但是，在技能

形成体系建设方面，目前还缺乏整体的推进和

规划，特别是职教本科建设方面，此项指标排在

最后，与其专业与产业匹配程度不相适应，需要

区域层面予以重视和加强。

3.技能治理政策和校企协同技能转化对技

能社会型建设贡献显著

技能治理集中关注了区域技能规划、技能

提升群体、产业需求研判和对企业的认证和激

励政策等方面。其中，开展产教融合型城市建

设、扩大社区教育基地或老年大学示范校数量

和研制产业人才需求报告等要素对技能治理层

面的贡献较大。企业提供的实践教学设备值、

技术交易到款额、职业院校横向技术服务产生

的经济效益是反映校企协同技能转化的重要指

标，表征着技能由附着在人身上的技能转化为

专利技术、技术诀窍、工艺配方、信息情报等“智

能化”技能形态的能力，反映产教融合更深层次

的效度。数据显示，各地的技能治理情况不均

衡，省部共建高地建设省份，如广东、江苏、安

徽、山东等地的治理政策措施系统性较强，但在

校企协同促进技能转化方面存在较大差异，其

中，安徽等地需要在技术转化、教师素质提升及

职教集团建设等方面加快建设。湖南、天津、浙

江等地在产教融合技能转化方面有较好的成效，

但需要在落实促进企业主体作用的组合式激励、

深化产业需求研判等方面加强建设（图3）。
4.技能型社会建设基础和技能利用是技能

社会建设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技能型社会建设以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和人

的全面发展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因而，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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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要素、区域要素、人口要素进行考虑，选取

人口红利指数、地区生产总值、人均GDP、城镇

化率等指标，整体呈现了各地的产业结构、人力

资源和城市发展情况。不同区域的基础条件

差异较大，需要有与之匹配的技能形成体系和

治理系统。以就业率、对口优选率和技能适配

性等指标来反映技能利用，其中高技能实训基

地技能提升人数的贡献率最大，反映了加强技

能提升的示范性和专项性安排对技能利用具

有较大促进作用。从数据来看，不仅是产业结

构优化，人才吸纳能力强的地区，例如，浙江、广

东、山东、上海、北京等地区呈现较高的技能利用

程度和优化率，那些技能匹配能力强、企业适配

性好、培训再提升程度高的地区，例如，陕西、河

北、辽宁等地区也有较为显著的成效体现（图4）。
五、技能型社会建设的优化路径分析

（一）加强政府主导作用，统筹部门协同治

理水平

政府应充分发挥主导作用，根据经济社会

发展和产业升级需求、人力资源特点制定区域

技能型社会建设方案。明确技能供给主体和技

能形成过程的主导者，构建与社会市场治理模

式相匹配的制度环境。一是完善技能型社会建

设的制度体系。针对区域技能社会建设基础，

各层次人才技能提升需求，明确统筹规划重点，

在技能投入比例、技能形成教育系统、技能认

证、技能利用以及产教融合等方面完善制度保

障。二是建立部门间协同治理系统。推动建设

支撑技能型社会运行的基层治理结构，完善多

部门协同共治的运行机制，明确组织职责、制定

治理路线，构建运行系统、服务体系和质量评价

监控体系，形成良性发展循环。

（二）完善技能形成系统，构建系统技能提

升通道

扎实做好数字化转型、产业结构调整对人

才的个体素质结构、群体结构以及社会结构的

研判分析，为不同群体设计制定技能形成的教

育体系和职业生涯发展路径，以教育促进产、

城、人的融合。一是完善类型特色技能形成教

育体系，加快提升人才增量的速度和质量。以

专业集群对接产业集群，针对产业结构需求规

划专业设置，完善职教本科层次人才培养，实现

图3 各省、市、自治区技能治理与产教融合情况比较

广
东

江
苏

山
东

浙
江

河
北

河
南

陕
西

湖
南

湖
北

安
徽

江
西

四
川

重
庆

广
西

上
海

辽
宁

北
京

海
南

贵
州

福
建

天
津

甘
肃

吉
林

云
南

内
蒙
古

黑
龙
江

宁
夏

新
疆

山
西

青
海

西
藏

0.16
0.14
0.12
0.1

0.08
0.06
0.04
0.02

0

0.112 5
0.138 5

0.084 1
0.116 7

0.036 1
0.049 7

0.014 4

0.143 2

0.041 60.029 7
0.029 1

0.039 2
0.038 6

0.0250.016 9
0.0167

0.036 3
0.003 4

0.040 9
0.018 10.013 40.010 70.014

0.007 9
0.008 4

0.023 80.003
0.011 5

0.010 50.003 90.000 1

技能治理 产教融合

图4 各地技能型社会建设基础和技能利用情况

技能利用 技能建设基础

1.20
1.00
0.80
0.60
0.40
0.20
0.00

广
东

江
苏

山
东

河
南

浙
江

四
川

河
北

湖
南

湖
北

安
徽

福
建

上
海

北
京

云
南

辽
宁

江
西

广
西

陕
西

重
庆

山
西

贵
州

黑
龙
江

内
蒙
古

天
津

新
疆

吉
林

甘
肃

海
南

宁
夏

青
海

西
藏

0.95
0.87

0.94
0.86

0.95
0.86 0.93 0.85 0.87 0.87 0.79

0.91 0.88
0.80

0.88 0.87 0.85
1.00

0.84
0.71

0.83 0.78 0.82 0.81
0.69

0.83 0.84 0.88 0.82
0.71

0.63

—— 76



技能形成教育体系的纵向贯通，探索技术赋能

下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提高技能供给的质量。

二是构建满足技能提升需求的技能形成培训系

统，对存量劳动力进行二次开发。针对有技能

提升需求的劳动者，建立终身职业能力开发制

度，促进劳动力拥有可持续应对就业变迁的能

力。构建以就业技能培训、岗位技能提升培训

和创业创新培训为主要形式的实施体系，推行

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和在岗继续教育制度，

制定国家资历框架，促进不同教育类型的横向

融通，提高人岗适配性。

（三）构建产教融合生态，提高技能社会建

设成效

推动产教融合，多元参与，为技能型社会建

设提供优质资源和条件保障。一是促进企业发

挥承担职业教育的主体责任。鼓励企业主动为

教师学生提供实践、实训场地和岗位，加快资源

共建共享，分担人才培养成本，推动职业院校与

企业共同开展技术研发和社会服务，促进技能

转化效率。加强产教融合型企业的培育与认

定，从支撑企业长足发展的角度提供激励扶持

政策。二是形成支撑产业的产教融合集成化优

势。发挥城市承载、行业聚合、企业主体作用，

完善技能形成规划和资源布局，搭建重大平台

载体，推动政府、行业、企业、科研院所、行业协

会、社会组织的多元参与，建设学习型技能形成

组织，营造技能形成的良好生态。

（四）优化要素配置机制，提高技能匹配利

用效率

技能的高效匹配是高质量发展的强大持续

动力。一是树立正确的人才观。健全培养、考

核、使用、待遇相统一的激励制度，打破以学历

为主要依据的定薪制度，鼓励企业在工资结构

中设置体现技术技能价值的工资单元，营造各

层次各类型并重、重视技能人才和尊重技能人

才的良好社会环境。二是促进劳动力市场的内

部要素循环。优化区域层面的就业率、三次产

业结构适配度、对口就业率、转岗提升就业率、收

入等因素，提升劳动力要素的配置效率和配置能

力，适应劳动力市场化、结构化、多样化的调整趋

势。三是畅通技术技能人才发展通道。为各提

升需求提供平台和机会，健全公共就业服务体

系，完善就业信息服务制度，建立区域技能提升

动态调整机制，建立运用大数据支撑行业需求、

民生品质提升需求的数据平台，支持人才规模、

层次、结构匹配需求调整，提高技能利用配置效

率，促进技术技能人才公平就业、体面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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