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月 10 日，太原钢铁（集团）公司正式对外宣布，成功研发“笔尖钢”，

百亿支圆珠笔有望安上“中国笔头”。笔尖珠芯近 90%来自进口，我国圆珠笔长

期承受缺“芯”之痛。这意味着，历时 5年攻关，笔头用不锈钢材料的国产化、

自主化进程迈出了关键一步。人们期待，有更多创新破解“小不点儿”的缺芯痛。

2 月 14 日，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了

《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以下简称《指南》)，一时间引起了社会各界对于

工科教育的广泛关注。



对于广大学子及家长来说，这份《指南》为专业选择提供了新的参考，而对

于高等院校、职业院校等工科教育体系的践行者来说，如何回答“为谁培养人”

“培养什么样人”“如何培养人”三大问题，是当下最紧迫的任务。

未来最需要什么制造业人才

对于制造业来说，未来最需要什么人才?

在《指南》中，最引人注目的要数其列出的“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人才需求

预测”。在这份预测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档数控机床和机器人、航空航

天装备、海洋工程装备及高技术船舶、先进轨道交通装备、节能与新能源汽车、

电力装备、农机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及高性能医疗器械等 10 个专业榜上有

名。

根据《指南》，到 2020 年，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电力装备、高档数控机

床和机器人、新材料将成为人才缺口最大的几个专业，其中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

人才缺口将会达到 750 万人。到 2025 年，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人才缺口将达到

950 万人，电力装备的人才缺口也将达到 909 万人。

对此，《指南》提出，要引导高校本专科招生计划向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的

相关专业倾斜，扩大制造业重大基础研究、重大科研攻关方向的博士研究生培养

规模，提高重点领域专业学位研究生培养比例。

除了这 10 个领域，《指南》还指出，要围绕“四基”建设、智能制造、“互

联网+制造”等领域，重点培养先进设计、关键制造工艺、材料、数字化建模与

仿真、工业控制及自动化、工业云服务和大数据运用等方面的专业技术人才。

对此，天津大学精密仪器与光电子工程学院副院长杨秋波表示，目前迅猛发

展的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网络安全、大健康等新经济领域都已经出现人

才供给不足现象。



“面向光子与量子芯片、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基因组健康技术等前沿交叉与

未来技术的人才培养仍未引起足够重视。”杨秋波说。

杨秋波认为，随着更多“AlphaGo”的出现，未来的工程科技人员需要应用

现在还未出现的技术，去解决还未出现的问题。“科技革命改变教育内容，信息

革命改变教育模式，工程教育必须主动适应，帮助未来的工程师们建构起符合时

代要求的思维方式和知识结构，并且更加注重培养创新创业能力”。

因此，杨秋波指出，必须加快建设和发展“新工科”，培养新经济急需紧缺

人才，提前布局培养引领未来技术和产业发展的人才，推动传统工科专业改造升

级。

制造业人才培养的短板在哪里

中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制造大国，这样的地位离不开高等院校、职业院校建

立起来的工科教育体系。这些年来，我国的工科教育已经交出来了一张优秀的成

绩单。

我国的制造业人才培养规模位居世界前列。根据教育部的公开数据，2015

年，我国高等学校本科工科类专业点数约 1.6 万个，工科类专业本科在校生 525

万人、研究生在校生 69 万人;高等职业学校制造大类专业点数约 6000 个，在校

生 136 万人;中等职业学校加工制造类专业点数约 1.1 万个，在校生 186 万人。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巡视员王继平指出，我国制造业人才聚集高地

初步形成。以院士、科技创新领军人才为代表的制造业高端人才队伍逐步壮大，

形成了一批国际领先的重点学科、实验室、工程中心等，在科技创新、重大项目

攻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这可喜的成果背后，制造业人才队伍建设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王继平表示，目前制造业人才结构性过剩与短缺并存，传统产业人才素质提

高和转岗转业任务艰巨，领军人才和大国工匠紧缺，基础制造、先进制造技术领

域人才不足，支撑制造业转型升级能力不强。

而对于制造业人才的培养来说，王继平指出，如今制造业人才培养与企业实

际需求脱节，产教融合不够深入、工程教育实践环节薄弱，学校和培训机构基础

能力建设滞后。

在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执行副会长于清笈看来，制造业人才，尤其是机械工

业人才储备仍存在较大缺口。

“人才总量依然不足，人才对产业发展的贡献率不高。经营管理人才、工程

技术人才和高技能人才培养不足，仍存在较大缺口。”于清笈还指出，机械工业

行业领军型人才匮乏，高层次管理人才、创新型工程技术人才和复合型高技能人

才培养滞后，战略性新兴产业、服务型制造领域人才缺乏，培养渠道不畅。

于清笈补充道，目前需求量最大的技能人才存在“四多、四少”的问题。“初

级工多，高级工少;传统型技工多，现代型技工少;单一型技工多、复合型技工少;

短训速成的技工多，系统培养的技工少，‘绝活绝技’出现断档”。

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校长丁雪梅认为，我国制造业相关工程领域研究生培养也

存在问题。“我国制造业高层次创新型人才总量相对不足，尤其与制造业相关的

拔尖创新人才、领军人才，缺口依然很大”。

丁雪梅表示，国内高校对制造业发展需要的创新技术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聚

焦不足。这主要体现在“校企对接”“产学结合”不足，高校学科链、人才链与

产业链的脱节现象严重，高校重基础研究、轻工业应用和科技成果的转化。

而在工业和信息化部工业文化发展中心副主任孙星看来，我国工业大而不强

的问题仍然突出，特别是制造业的人才结构、素质与支撑制造强国战略目标的现

实需求相比，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孙星认为，“这与工业文化发展相对滞后密切相关，如创新不足、专注不深、

诚信不够、实业精神弱化等”。

如何培养未来制造业的接班人

在制造业人才结构性短缺的背景下，教育体系如何对此进行调整，《指南》

给出了一个全方位的“顶层设计”。

为健全多层次多类型人才培养体系，《指南》对从中小学教育、职业教育、

本科教育一直到研究生教育以及继续教育的各层次各类型教育均提出了重点任

务。

《指南》指出，中小学教育，强调要在实践活动课程、通用技术课程中加强

制造业基础知识、能力和观念的启蒙和培养，开展质量意识普及教育;职业教育，

强调加快构建现代职教体系，重点培育工匠精神，帮助学生树立崇高的职业理想

和良好的职业道德，大力培养技术技能紧缺人才。

对于大学教育阶段，《指南》强调，本科教育，重点推进探索应用技术型发

展模式，加强制造业相关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强化学生工程实践能力培养，

切实把制造业相关高等学校打造成“工程师的摇篮”;研究生教育，强调加强高

等学校与科研院所联合培养博士生工作，促进在重大工程、项目实践中培养博士

生，继续教育，强调利用各类教育资源，推动制造业企业职工培训全覆盖。

丁雪梅认为，目前我国工科研究生培养环境尚待进一步营造，急需深化研究

生教育综合改革，关键要突破传统的人才培养和科研体制机制的约束，形成有利

于产学研用深度合作的引导、激励和倒逼机制。

在回答“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人”“如何培养人”等问题上，杨秋波

则认为，要坚持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始终对焦需求、聚焦服务、变焦应用，还

要坚持对标国际最佳实践，更加强调与现代工业文明和制造业发展需求相适应的

复杂工程问题解决能力、创新创业意识和“工匠精神”。



说到底，什么样的教育体系，还需有相应的文化和精神支撑。《指南》提出，

要倡导以工匠精神为核心的工业精神，大力弘扬优秀工业文化，提升我国工业软

实力，把制造业人才培养和工匠精神培育紧密结合起来，着力提高人才的工业文

化素养。

孙星表示，《指南》把工业文化发展与制造业人才培养、业态模式创新、工

业软实力提升有机贯穿起来，突出强调了培养和发挥具有工业文化素养的人才在

制造强国建设中的引领作用。

“工业文化建设是一项长期工程和系统工程。”孙星说，“从工业文化入手

创新制造业人才发展机制、增强中国制造业软实力，是推进工业经济提质、增效、

升级的战略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