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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简 　介

赵志群博士 ，１９６６年出生于山西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技术学院技术与职业教育

研究所所长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理事 、教育过程研究会主任 ，联合国教科文职

业教育科学研究会（UNIP）东亚区负责人 。

赵志群从师于著名学者 、德国技术与教育研究所 （ ITB）的创始人劳耐尔
（F畅Rauner）教授 ，并在博士研究期间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 作为访问学者 ，赵志群在

德国慕尼黑技术大学等十余所著名大学 、企业和国家研究所进行过学术交流或合

作科研 ，曾主持和参与过多项国家 、国际科研项目 ，其中有的获得国家教育科研一 、

二等奖 ，发表过 ５０多万字的著作和论文 。 赵志群还通过承担国家 、地方政府 、行业

管理机关 、企事业单位以及国际援助机构开发咨询工作 ，为我国提高教育培训的质

量和效益做出了努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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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尧司长序

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
代化的新的发展阶段 。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
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描绘了宏
伟蓝图 。走有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 、现代化道路 ，需要
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 。

我国是个人口大国 ，有着巨大的人力资源开发潜力 。
职业技术教育培训的水平和效益如何 ，在很大程度上决定
着我国劳动者整体素质的高低 。在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和
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的新形式下 ，加快职业教育改革与发
展 ，加快人力资源的开发 ，提高劳动者的素质 ，不仅势在必
行 ，而且非常紧迫 。

深化教育教学改革 ，是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大力推
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 ，是提高职业教育质量和
效益的根本性措施 。我们应当通过职业教育教学改革 ，全
面推进素质教育 ，切实加强对受教育者的职业道德教育 ，
加强文化基础教育 、职业能力教育和身心健康教育 ，注重
培养创新精神 、创业能力和实践能力 ，促进职业教育与培
训面向社会 、面向市场和面向群众办学 ，促进职业教育培
训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 ，促进理论学习与工作过
程相结合 ，加强职业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不断提高质
量和效益 ，努力办出职业教育特色 。

职业教育的教学改革离不开广大职业教育工作者的



努力 。作为职业教育的专职科研人员 ，赵志群同志在教育部职业技术教
育中心研究所工作的十多年里 ，参加了大量国内和国际职业教育科研活
动 ，在技术 、劳动组织与教育培训的关系 、职业技术教学过程和职业教育
师资培养等领域有着深入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 ，在国内外发表了大量学
术论文并出版了著作 。这部专著的出版 ，凝聚了作者辛勤工作的成果 。
本书引入了如行动导向学习和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等国际职业教育理

论与实践的新理念 ，结合他在诸多典型实验中获得的经验 ，较为系统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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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地阐述了作者在职业教育培养目标 、课程开发 、教学方法 、学校发展 、
教师以及教学质量控制等方面的思想和经验 。由于作者有良好的外语
基础和在国际著名研究机构的留学经历 ，书中引入的大量国外最新科研
成果和实践经验 ，对于从事职业教育和培训工作的同志来说都是大有裨
益的 。
人力资源开发和职业教育是一项极有前景的伟大事业 ，需要更多的

同志为之而贡献出自己的辛劳 、汗水和智慧 。希望作者继续努力 ，在职
业教育培训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方面取得更大的进步 。

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

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所长

２００３年 ３月 １９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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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宇教授序

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初 ，我曾担任过当时由劳动部和国家
教委共同领导的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的副所长 。那
时 ，赵志群研究生毕业刚刚参加工作 。他给我的印象是努
力 、勤快 ，富有实干和探索精神 。后来我离开了职教所 ，一
段时间相互没有音讯 ，再后来得知他从师于著名学者劳耐
尔（Felix Rauner） ①教授 ，成为我国第一个专门研究技术教
育培训中学习问题的博士 ，已是著述和实践俱丰的职业教
育培训专家 。想来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一分耕耘 ，一分
收获吧 。

① Felix Rauner ，国际著名职业教育学家 ，德国不来梅大学技术与教育研究所（I TB）创始人 。 他提出的“构

建（Gestaltung ，一译设计）导向”理论已成为西方现代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指导思想 。

２００２年底 ，德国技术合作公司（GTZ）向我们提出聘请
赵志群为专家 ，对劳动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承担的中
德政府职业资格证书合作项目进行中期评估 ，我愉快地接
受了德方的建议 。在那次合作中 ，我们深入交流了很多共
同关注的问题 ，感到在职业教育培训的理论和实践方面有
不少共识 。从这部著作可以看出 ，这些年他悉心地梳理了
国际职业教育培训的前沿理论 ，深刻地分析了中国职业教
育培训的实际经验和症结所在 ，特别是对职业技能开发的
微观运行过程这一核心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思考 。我
们可以看到 ，赵志群的这本书不仅是一部内容新颖精湛的
理论作品 ，还包含蕴藏着相当的实践价值 。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在职业教育培训领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这些
成就主要表现在职业教育培训为国家的经济发展培养出了大量技术技

能型人才 ，同时也表现在职业教育培训的理论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比如
说 ，在基础理论上 ，我们划清了学科性教育和职业性教育的界限 ，指出了
职业教育培训不是以学科体系的逻辑而是以生产活动的规律为指导的

基本特征 ；在指导思想上 ，我们提出了以职业活动为导向 、以职业能力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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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的新型职业教育培训和考核鉴定的指导思想 ；在技术方法上 ，我们
在学习国外先进理念的基础上 ，开发和建立起职业功能理论体系 ，正在
开发和建立目标导向的标准体系 、行动导向的教学体系 、项目反应式个
性化培训模式 、核心能力开发理论和技术 、鉴定题库开发理论和技术 ，以
及多元式多媒体技术方法体系和基于现代质量控制理念的培训和考试

质量控制技术等等 。
当然 ，我们清楚地知道 ，科学发展的道路是永无止境的 。任何理论

的发展 ，终究要体现在对实践的指导价值上 。要想真正利用先进的理念
来促进中国职业教育培训事业的发展 ，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 。其中很重
要的一步就是 ，将这些理念转换为具有充分科学根据的 、实际可行的实
施策略 。比如 ，在人们知道了职业教育培训是以生产活动规律为基础的
基本特征之后 ，就必须了解生产活动过程与教育培训过程之间的互动规
律 ；在树立了以职业能力为核心 、以职业活动为导向的培训考核指导思
想之后 ，就必须全面了解职业能力的内涵以及职业活动导向培训和鉴定
的具体方法和原则 。在本书中 ，我们欣喜地看到 ，赵志群在这方面确实
做出了极有价值的贡献 。
赵志群曾经谦虚地对我说 ，他奉献给大家的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科

学研究成果 ，而仅仅是利用自己在信息和资源方面的优势 ，帮助大家阅
读一些真正具有科学价值的文献 ，总结一些真正具有推广意义的经验 。
他说 ，他不过是在大家进行的理论研究和科学实践中承担了一个探路者



的角色而已 。我想 ，探路是任何新兴事业发展的必经过程 。路漫漫其修
远 ，我们现在最缺乏 、最需要的就是上下求索的探路者 。这也正是赵志
群工作的闪光之处 。我衷心地祝愿赵志群在这一领域的耕耘取得更加
丰硕的成果 ！谨此代序 。

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主任

劳动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主任

· v ·

２００３年 ３月 ２０日

陈陈陈陈宇宇宇宇教教教教授授授授序序序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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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２００１年底 ，正值中国刚刚加入世贸组织之际 ，我的好
友 ，原常驻我国教育部和劳动部的德国顾问依德（V ．
Ihde）先生在劳动部的一次活动中意味深长地讲到 ：“中国
刚刚加入了 WTO ，这就意味着中国在很多方面必须与世
界接轨 。不能因为有中国特色 ，在中国使用 Windows的
人技能就可以比在美国低一些 ；也不能因为有中国特色 ，
在中国操作数控机床的人就可以比在德国差一些 … … ” 。

这是一个对中国人民怀着美好感情的外国人对自己

在华 ７年工作经验和教训的一个总结 。作为与他共事多
年的朋友 ，我完全了解这番话的含义 ：在中国 ，已经有太多
太多的改革设想因“不符合中国国情”而流产 ，已经有太多
太多的改革探索因“不符合中国国情”而被扼杀在摇篮之
中 。如教育培训中许多国际上通行 、被证明为先进的课程
模式和培训方法 ，或者因“不符合中国国情”而无法在国内
推广 ，或者为“适应中国国情”而被修改得面目全非 。

我自认为是属于那种民族感情沉积比较深厚的一种

人 ，这可能是因为长期在国外学习和研究 ，一直致力于人
力资源开发和职业教育国际技术合作工作的缘故吧 。随
着工作经验的积累 ，把我们在学习方面的“投入”和“产出”
与发达国家进行比较后 ，我常有一种惶惑 ：

我曾经陪同作为中外合作项目“短期专家”的一个德
国高年级大学生来中国工作 ，其专业能力及综合素质都得



到了中方合作伙伴的肯定 。我觉得 ，同样的工作 ，交给中国大学生 ，不论
他们是在国内读书还是在国外读书 ，虽然他们从总体上都要比德国学生
用功得多 ，却几乎无法胜任 。
德国职业教育和培训以高质量闻名于世 。我在多家知名企业做过

实习生 ，如西门子（Siemens）和 MAN 等 。我发现 ，与中国优秀中等职业
学校的学生相比 ，德国培训生（相当于我国中等职业学校学生）的“学习
态度”也有很大的问题 ，他们甚至很少知道什么是家庭作业 ！但是 ，当我
把他们的课堂作业拿给一个在我供职的研究所实习 、成绩优良的中国同
专业大专毕业生做时 ，他告诉我 ，他看不懂 ！
我们各级各类学校和培训机构都在努力地工作 ，多少优秀教师病倒

在讲台上 ，他们像蜡烛一样燃烧自己 ，照亮别人 。可外国人却说我们要
想培养出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至少还需要 ３０ 年的努力（某了解中国教育
状况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语） 。
党中央对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予以高度重视 ，各级政府 、企业和个人

均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 ，可我们的科技综合竞争力排名仍然没有多
大提高 ，与发达国家相比 ，甚至有下滑的危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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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 ，中国国门大开 ，我们意识到了自己的落后 ，于是
痛下决心 ，努力学习 ：学生按照社会的要求发奋学习 ，“学好数理化 ，走遍
天下都不怕” ；学校和教师按照传统思维对教育的理解培养着“接班人” ，
“师者 ，传道 、授业 、解惑也” ；企业和社会也对职工教育投入了大量精力 。
但是 ，面对已见端倪的知识经济和滚滚而来的经济全球化浪潮 ，面对成
为“世界工厂”的良好机遇 ，按照现有教育观念和经验培养新世纪具有世
界竞争力的人才 ，特别是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型人才 ，我们是那么
力不从心 。
原因何在 ？
环顾四周 ，我们突然感觉到 ，原来所熟知的学习活动竟然也是那么

陌生 。人们甚至不知道应该学习什么 ，更不知道怎样去学习 。特别是在



职业教育培训领域 ，许多固定的东西动摇了 ，很多经典规律似乎都与眼
前变化毫不相干 ———当然这不是中国所独有 ！
学习的大变动 ，引发了众多学者和政治领袖的思考 。
面对这场学习的大变动 ，法国教育家郎格朗（P ．Lengrand）预感到了

持续学习的必要性 ，于 １９６５年提出了“终身教育”议案 。但遗憾的是 ，他
对终身教育的内容和地点却没有给出深入的说明 。
面对这场学习的大变动 ，德国社会学家梅滕斯（D ．Mertens）１９７４年

提出了“关键能力”（key qualifications）方案 ，并得到西方社会和教育界高
度关注 。可他的英年早逝却给教育界留下了一个迄今未能了结的课题 。
面对这场学习的大变动 ，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A ． Toffler）１９９４年

在他的名著枟未来的冲击枠（ Future Shock）中大声疾呼 ：在超工业社会生
活的人需要掌握学习 、关系和选择三个至关重要的技能 ，这与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提出的“学会学习 、学会生活 、学会合作 、学会发展”不谋而合 。
预言和建议的盛行表明社会遇到了大困惑和大空虚 。面对世界的

急剧变动 ，德莱顿（G ．Dryden）和沃斯（J ．Vos）作石破天惊之语 ，高唱枟学
习的革命枠 ，提出“塑造未来世界的 １５种主要趋势” ，呼吁“立即行动 ，进
行一场学习和思维的革命 ，以适应技术和信息的飞速变化以及我们生产
商品和提供服务的能力的不断提高”（德莱顿／沃斯 ，１９９７） 。
进入 ２１世纪 ，中国遇到了发展成为“世界制造中心” 、成为制造强国

的良好机遇 。但应当认识到 ，中国能否成为世界的制造中心 ，关键还是
人的因素 ，特别是从事生产和管理实践的劳动者 。引进外资和技术 ，可
以使局部技术和设备在短期内达到或接近世界水平 。但外国先进设备
最终还需要中国人自己来操作和维修 ，而这些人不可能大量引进 ，必须
由我们自己来培养 。如何培养和获得具有国际水平的技术和管理应用
人才以及数以亿计的劳动大军 ？这对中国企业和教育机构（特别是职业
教育和培训机构）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

· ix ·

学习环境的改变 ，导致必须寻求新的学习策略 。学习改变着世界 ，

前前前前 　　　　 　　　　言言言言



变化了的世界又改变着学习 。只有看到这一点 ，才不至于迷失方向 ，才
能更好地认识昨天 、理解今天 、把握明天 。中国的教育机构和企业必须
通过学习强化自己对环境变化的敏感性 ，提高对未来社会和技术发展的
创造能力（而不仅仅是被动的适应能力） ，否则 ，就有可能被时代所淘汰 。
为此 ，必须做好以下几件事情 ：

（１） 知道我们在何处 ，认识现在的状况 。
（２） 知道我们将去何处 ，了解进化的趋势 。
（３） 知道怎样做 ，顺应趋势 ，创造性地做出组织和个人的反应 。
在人力资源开发和教育培训领域 ，永远也不会有现成的 、拿来就可

以使用的 、包治百病的良方 。我们必须在研究国外经验和总结其教训的
基础上 ，根据中国国情 ，寻求适合国情的 、具有普遍推广价值的职业学习
理论和实施方案 。笔者经过十多年的学习和探索 ，特别是在大量的职业
教育与培训的国际合作项目活动中 ，经历了无数次成功和失败 ，在学习 、
总结了大量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 ，形成了这本小册子 。

“洋为中用”是本书的宗旨 。书中的内容不是对国外经验的简单概
括和描述 ，所提及的理论和一些具体做法 ，在中国几乎都有成功的案例 。
在每一章后都附加了一些中国成功实践的案例以飨读者 。
时代的发展已使观念的改变比技术的更新更为重要 。总结过去的

失误 ，认真学习历史的 、外国的好经验 ，既不夜郎自大 ，也不妄自菲薄 ，才
是达到理想目标的有效途径 。

赵志群

　 · x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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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现代企业需要什么样的
　 　 　 　 　 职业人才



制造业是我国经

济发展的重要推

动力

一 、中国成为制造强国还缺少什么

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制造业的发展以及对国计民生的贡
献令人瞩目 ，制造业成为国民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推动力
量 。让我们先看一组数据 ：

（１） １９８０年到 １９９８年 ，中国制造业增加值的年增长率高达
１２畅７ ％ ，比同期 GDP增长率高出 ２畅７ ％ 。中国是世界上制造业发
展最快的国家 ，制造业成为国民经济增长最为重要的推动力量 。

（２） ２０００年 ，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
７７畅６ ％ ，占 GDP的 １／３ 。中国近百种制造业产品产量已经跃居世
界第一位 。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已仅次于美国 、日本和德国 ，居世
界第四位 。制造业成为国民经济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

（３） ２０００年 ，中国制造业提供了国家税收总额的 ３６ ％ ，
财政收入的近一半 ，创造了近 ３／４ 的外汇收入 ，提供了 ９０ ％
的工业就业岗位 ，吸纳了近一半的城市就业人员和农村剩余
劳动力 。制造业成为中国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 、出口创
汇的主力军 、提供就业机会的重要场所 。

实践证明 ，制造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发挥着其他产业无法
替代的主导作用 。发展强大的制造业 ，是推动我国工业化和现
代化进程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决定力量（邱晓华 ，２００２） 。

然而 ，从世界范围来看 ，我国还远称不上制造业强国 ，我
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仅仅是制造强国的 ５ ％ ，我国也没有
一家制造业企业进入世界 ５００强 。从生产和出口技术结构的
比较中可以清楚地看出 ①我国制造业与世界水平的差距（表
１唱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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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按照经济合作发展组织 （OECD）的标准 ，现代制造业可分为 ４ 大产业 ：

a畅 高技术产业 ，包括航空航天 、计算机与办公设备 、医药 、电子与通讯设

备 、科学仪器仪表 。 b畅 中技术产业 ，包括汽车 、化学制品 、通用设备 、标准

电子电器 。 c畅 低技术产业 ，包括纺织 、服装 、鞋类与皮革制品 、玩具 、金属

与塑料 、家具与器皿等劳动力密集型产业 。 d畅 资源型产业 ，包括食品 、烟

草 、木材 、炼油 、染料 、皮革 、有机化学制造业 。



职业人才方面的

缺陷是制约制造

业健康发展的重

要因素

表 1唱1 　 1998年我国制造业生产和出口技术结构与世界水平的比较
制造业增加值

技术结构（ ％ ）
制造业出口技术结构（ ％ ）

中高技术

产业

低技术

产业

高技术

产业

中等技术

产业

低技术

产业

资源型

产业

中国 ５１ ４９ １８畅２ １８畅４ ４５畅６ ９畅０

世界平均 ５８畅７ ４１畅１ ２５畅１ ３８畅７ １８畅８ １７畅４

美国 ６３ ３７ ３１畅０ ３４畅４ １０畅１ １１畅１

日本 ６６ ３４ ２９畅６ ５１畅５ ８畅０ ６畅３

德国 ６４ ３６ １７畅１ ４７畅７ １３畅７ １１畅２

发展中国家 ４８畅７ ５１畅３ ２８畅２ ２５畅６ ２８畅０ １８畅２

　 　 （资料来源 ：枟联合国工业发展报告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枠）

实践证明 ，在我国制造业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 ，也存在
许多因素制约和阻碍着制造业的健康发展 。 新时期中国制
造业的发展道路必须解决好技术路线 、产业结构调整 、市场
开拓和地域布局等方面的重大问题（郑家亨 ，２００２） 。 我国要
想建立强大的制造业 ，必须向“自主创新型”模式转变 。经验
告诉我们 ，有两个问题必须靠我们自己的力量解决 ，即技术
创新和培养高素质人才 。 因为 ，战略技术和核心技术是引不
进来的 ，只能立足于自主创新 ；大量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是
不可能引进的 ，只能靠中国人培养中国人（图 １唱１） 。

然而 ，恰恰在这两个最为关键的领域 ，我们却出了大问
题 。根据枟联合国工业发展报告 ２００２／２００３枠的统计数据 ，我
国工业技术成果和创新指数居世界第 ４８位 ，而劳动技能指数
仅居世界第 ５９位 ，均处于世界较低水平 ！

据统计 ，目前我国企业产品平均合格率只有 ７０ ％ ，不良
产品每年损失近 ２０００ 亿元 ；在近几年企业发生的各种事故
中 ，有一半以上是因为职工岗位意识不强 、技能不高造成的 。
尽管近年来我国职业人才的培养和使用工作有了不小的发

展 ，但是比起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来说 ，仍有较大的差距 。
具体表现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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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唱1 　最现代化的生产最终也离不开人

　 　 （１） 高水平的职业人才奇缺 ：如调查显示 ，制造大省广东
２００１年社会劳动总需求为 １０２畅４ 万人 ，其中需求技术工人占
４０畅８ ％ ，而劳动力供给技术工人只占 ３０ ％ ；中山市 ２３ 家大中
型企业的工人队伍中 ，持有职业资格证书的技术工人仅占
３畅７ ％ 。在沈阳装备制造企业的 ３５ 万职工中 ，技术工人只占
２３ ％ ，其中高级工仅占 ５ ％ ，而发达国家工人队伍中技术工
人占 ７６ ％ ，高级工占到了 ３５ ％ 。 从整体上看 ，技能人才特别
是高级技能人才不能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 ，素质不高 、技能
偏低 、技术单一 、年龄断层的问题相当突出 。

（２） 观念上存在误区 ：目前 ，人们“重仕轻工” 、“重学历轻
技能”的思想依然根深蒂固 。 如在政策制定和宣传导向上 ，
职业和技能人才常被排除在人才之外 。 这种认识上的误区
引发一系列人才选拔 、使用和待遇的问题 ，并直接导致社会
对职业和技能型人才的鄙视 。

（３） 尽管职业教育和培训机构有了长足的发展 ，但是针
·4·



对经济社会迅猛发展的形势要求 ，他们培养的人才数量和质
量还远不能满足要求（参见本书第二章） 。

（４） 职业教育培训经费落实困难 ：近年来 ，政府教育经费
主要用于普及义务教育和普通高等教育 ，职业教育培训经费
投入却严重不足 ，如“九五”期间全国财政拨款中的中等职业
教育经费比例呈逐年下降态势（赈黉 ，２００２） 。

综观新闻媒体 ，经常会遇到一个个诸如“华东企业东渡
日本招聘大量高水平技工” 、“好钳工比研究生还难找” 、“年
薪 １６万招聘高级塑料模具工而无所得”等令人惊讶而不愿意
相信的消息 。但是 ，这里给出的信号是明确的 ，即扭转我国
高素质职业技能人才短缺的现状已迫在眉睫 。

高素质职业人才队伍的建设是一项长期而系统的工程 ，
必须建立教育培训与就业 、技能水平与待遇落实相结合的科
学的运行机制 ，扩大初级人才培训 ，巩固中级技能人才教育
培训 ，加强高级技能人才开发 。 而了解企业和社会发展对职
业人才规格的需求是一切工作的基础 。

二 、从哪些方面确定对职业人才的能力需求

要想促进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 ，实现企业利益（技术革
新 、成本下降 、生产率和竞争力提高）和劳动者个人发展（如
收入提高和职位升迁等）的双赢 ，必须建立科学的职业教育
培训体系和企业人力资源开发机制 ，这需要经济界 、教育界
和全社会的共同努力 。 其前提条件是必须了解现代企业的
人力需求 。

进入 ２０世纪后期 ，国际和国内市场的供求关系先后都发
生了急剧的变化 ，卖方市场逐渐转变为买方市场 。 企业间的
竞争加剧 ，并经受着前所未有的革新的压力 。 为了取得市场
竞争的主动 ，企业都加大力度引进和开发高新技术 。

然而 ，这仅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 人们发现 ，引进高新
技术并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 ，特别是先进计算机信息系统和
自动化设备投入使用带来了一系列人们事先没有预料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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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对企业提

高生产力的作用

是巨大的 ，但不是
惟一影响因素

劳动组织方式

构建（Gestaltung）

技术 、劳动组织和
人力资源必须协

调发展

问题 。如微小的系统故障常造成整个生产体系停顿并带来
巨大的经济损失 ，而自动化设备一方面可能造成生产能力过
剩 、开工不足 ① ，另一方面也可能降低企业对市场需求反应的
灵敏程度 。人们逐渐认识到 ，要想彻底解决这些问题 ，单纯
依靠技术方案是不行的 ，因为企业的劳动组织方式和人力资
源状况在此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

所谓劳动组织方式 ，是指在生产 、管理 、服务和经营过程
中劳动者与劳动工具之间的关系 ，它是通过劳动者承担不同
的工作任务和应用不同的劳动工具来区分的 。 选择劳动组
织方式的依据 ，是企业职工的能力素质 、企业领导方式 、工作
分工模式和工具的分配方式（帕尔等 ，１９９８） 。

事实证明 ，采用相同的技术和不同的劳动组织方式 ，对
生产力的促进程度有可能是完全不同的 。 人们甚至发现 ，不
同的劳动组织方式 ，还可以使技术按照不同的模式发展 ，即
人类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构建”（Gestaltung） ② 技术的发展道

路 。如下文所提及的精益制造模式就是计算机技术 、小组生
产方式与高素质员工共同发展的结晶 。 可以说 ，技术 、劳动
组织和人力资源始终处在一种直接的 、相互制约和相互影响
的关系之中（图 １唱２） 。

企业要想在生产和服务中创造性地利用经济和技术潜

力 ，要想比它的竞争伙伴更快地为顾客提供价廉物美 、品种
丰富甚至个性化的产品 ，必须拥有高素质的员工和更加有
效 、灵活的劳动组织 。 这一切都取决于高质量的职业教育和
培训体系 。因此 ，企业在制定发展策略时 ，仅仅局限于新技
术和新产品上的考虑是远远不够的 。 现代企业必须按照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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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从德国和英国发展起来的人文主义职业教育研究思潮 ，

即人们不仅要有适应能力 ，更重要的是有能力本着对社会 、经济和环境负

责的态度 ，参与构建（也有设计和创造的意思）未来劳动世界的发展 。 它

目前已经成为西方职业教育发展的主流指导思想 。 “构建”与建构主义学

习理论有紧密的联系 ，但不完全等同于建构主义 ，它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赋予了职业教育的具体内涵（何克抗 ，１９９７ ；劳耐尔等 ，２００１） 。

典型的例子如世界（包括我国）轿车生产能力严重大于市场需求 。



动组织和技术发展的要求 ，制定包括生产技术发展 、人力资
源发展和劳动组织战略在内的一体化发展战略 。

图 1唱2 　技术发展 、劳动组织与人力资源的关系（海德格尔等 ，1989）

三 、劳动组织方式对人才规格的直接影响

不同的劳动组织方式 ，对确定企业人力需求有着重要的
影响 。劳动组织方式决定了从事不同工作（岗位）员工的层
次 、员工培训的目标和内容 。 如在很多企业中 ，蓝领阶层主
要通过实践技能培训 ，而白领阶层则主要通过高等教育及理
论学习成长起来的 。 那么 ，如何认识现代企业的劳动分工 ？
白领和蓝领阶层之间的差别是在缩小还是扩大 ？ 各个阶层
的工作内容和劳动方式发生了哪些变化 ？ 对这些问题的答
案 ，是制定成功的人力资源开发策略的关键问题 。

（一） 从福特的流水生产线到丰田的“精益生产”
组织方式

劳动组织方式是通过不同的任务分工 、制定计划 、质量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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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管理原则与

泰勒主义

垂直和水平劳动

分工

控制 、信息交流 、岗位学习和领导方式等来区分的 。 了解劳
动组织方式 ，应当从泰勒的科学管理原则谈起 。

１畅科学管理原则与流水装配线
１９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期 ，美国工程师泰勒（F ．W ． Taylor ）

提出了以劳动分工和计件工资制为基础的科学管理原则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 management） ，从而使传统的手工单件
生产转向工业化批量生产 ，使早期工厂管理实践向科学管理
迈出了划时代的一步 ，掀起了一场企业管理的变革 。

科学管理原则（即泰勒主义）的基本内涵是 ：在单件的手
工生产方式向大量的 、机械化生产方式的发展过程中 ，把工
业生产活动分割成一系列的单个简单劳动行为 ，进行严格而
详细的“工作分析” ，借此对生产过程进行有效控制和管理 ，
其特点是 ：

（１） 对工人操作的每个动作进行科学研究 ，用以代替单
凭经验的劳动操作 。

（２） 科学地挑选工人 ，并进行培训和教育 ，不允许工人仅
凭爱好选择工作 。

（３） 管理人员与工人亲密协作 ，保证工作按建立起来的
规章制度去办 。

（４） 管理人员和工人在工作和职责上要有分工 ，各自承
担最合适的工作（泰勒 ，１９９９中文版） 。

按照科学管理原则 ，生产劳动被划分成按照简单程序重
复进行的操作 ，工人的劳动分工详细 ，内容简单 ，工作内容智
能含量低 ，领导和从属关系复杂 。 工人被分为熟练工 、半熟
练工和非熟练工人 ，甚至工程师也被分为设计 、工艺 、生产和
设备工程师 ，即进行详细的垂直和水平劳动分工 。

所谓垂直劳动分工 ，就是产品设计开发者和生产组织者
与生产实施者之间的分离 ，即白领阶层及蓝领阶层的划分 ①

（图 １唱３） 。 劳动的水平划分 ，是通常的同一层次 （如技术工

·8·

① 从技术发展史来看 ，生产技术的发展过程就是生产技术的科学化过程 。

生产技术科学化的社会显像 ，就是垂直劳动分工 。



流水装配线

人）职业或工种间的区分 。

图 1唱3 　职业的垂直与水平划分

１９１３年 ，福特（H ． Ford）按照科学管理原则 ，把汽车装配
分解成若干简单操作步骤 ，如拧紧螺丝 、焊接和涂漆等 ，在自
己的公司建立了世界第一条汽车装配流水线（assembly line） 。
流水生产线缩短了生产周期 ，提高了生产效率 ，降低了成本 ，
保证了质量 ，使得福特公司生产的 T 型车价廉物美 ，成为历
史上最早普及的家庭轿车 。 流水线的出现使世界工业生产
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产生了代表 ２０ 世纪工业文明的 、以
高效专用设备和流水线生产为特征的大量生产方式 ① 。

由于大量生产方式可大幅度提高生产效率 ，因此在许多
工业领域中都得到应用 。到二战后的 ５０年代 ，大量生产方式
发展到了顶峰 ，生产力得到飞速发展 ，社会物质财富迅速增
长 。目前 ，我国多数制造企业的劳动生产就是按照这一模式
进行的 ，这在加工制造业表现得尤为突出 。

大量生产方式对社会结构 、劳动分工 、教育制度和经济
发展也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 如大量离乡农民进入工厂 ，
成为按照一定节拍进行重复简单操作的工人 ；职业培训机构
提供越来越多的短期课程 ，以满足社会分工的需要（图 １唱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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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按照科学管理原则形成的大量生产方式 ，在管理学中也称为“福特主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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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益生产方式

图 1唱4 　在装配线中 ，工人只从事重复而简单的操作

然而 ，进入 ２０世纪后期 ，市场竞争演变成了质量和品种
的竞争 ，大量生产受到了严峻考验 。 新产品开发和产品更新
换代加快 ，多品种 、小批量生产日益增多 ，产品的复杂程度也
增高 。如在汽车制造业 ，人们惊异地发现 ，尽管美国在许多
领域占有技术优势 ，但竞争力却每况愈下 。 而大洋彼岸的日
本却蒸蒸日上 。日本企业在竞争中如鱼得水 ，可以在很短的
时间里为顾客提供价廉物美 、品种多得让人瞠目结舌的产
品 。于是 ，大家把目光投向了东方 ：除技术外 ，到底是什么成
就了日本的企业 ？

２畅丰田创立精益生产方式
二战以后 ，以丰田为代表的 、当时还极为落后的日本汽

车工业 ，没有照搬美国的大量生产方式 ，而是根据日本国民
个性和国情 ，探索具有日本特色的生产方式 。经过 ３０年的努
力 ，日本汽车工业在质量上超过了美国 ，成为数量上仅次于
美国的第二大汽车生产国 。 而汽车工业的发展又带动了其
他经济领域的繁荣 ，创造了日本战后经济腾飞的奇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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扁平化管理

柔性化

１９８９年 ，美国著名的麻省理工学院（MIT）发表了枟改变世
界的机器枠的科学报告 ① 。它总结了丰田汽车公司成功的生产
方式 ，提出了以改革企业生产组织方式为特点的所谓“精益生
产”（lean production）模式 ，也称为“扁平化管理”模式（图 １唱５） 。

图 1唱5 　精益生产的扁平化管理

精益生产是典型的“以人为中心”的组织方式 ：对于单件
小批量甚至产品多变的批量生产 ，把指挥生产的职能和决策
权下放到车间 ；在生产组织上 ，它与泰勒方式相反 ，不是强调
过细的分工 ，而是强调各部门密切合作 ，充分考虑人的因素 ，
采用灵活的小组工作方式 ；由于一线生产工人的参与 ，能及
时调整实际生产情况 ，减少工件在生产过程中的等待时间 ，
使生产组织具有更大柔性 ，从而大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 。

精益生产的基础是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和普及 ，其核心是
企业采用适度自动化技术和团队作业方式 ，充分发挥人的潜
力 、智慧和积极性 ，排除企业内等级化 、反应迟钝的部门间的
隔阂（图 １唱６） 。精益生产不仅在技术上实现制造过程和信息
流的自动化和集成 ，更重要的是对企业的活动及其社会影响
进行全面的 、整体的优化 ② 。精益生产体系不仅着眼于技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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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计算机在企业的推广 ，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要建立灵活的生产和服务系
统（即柔性化） 。 而灵活的生产服务系统与刚性的 、强调分工的泰勒式劳
动组织方式和人事管理制度的矛盾 ，是无法仅仅通过技术手段来解决的 。
因为 ，即使是在大量采用计算机的条件下 ，要想对所有生产和操作过程进
行全面自动控制 ，在经济上也是不可行的 。 因此 ，减少劳动分工 、实行扁
平化的“精益生产”模式 ，是惟一技术上有效和经济可行的方案 。

这里的机器 ，既包括计算机和人 ，更泛指具有极大竞争力的 、先进的丰田

模式本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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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小组）作业

先进的生产方式

对员工的素质要

求

还充分考虑到组织和人的因素 。

图 1唱6 　精益生产的团队作业方式

以精益生产为代表的先进生产方式对企业劳动组织造

成的冲击是革命性的 ：精益生产采用灵活的小组工作方式 ，
不强调分工 ，弱化了企业的水平劳动分工 ；企业领导不再是
生产的监督者 ，而是小组工作的组织和协调者 ；生产车间的
一线人员参与生产指挥和决策 ，对素质的要求有了空前的提
高 。 　

精益生产方式与泰勒生产方式的比较以及精益生产方

式对企业职工素质的要求列于表 １唱２ 。

表 1唱2 　精益生产与泰勒生产方式的比较

泰勒生产方式 精益生产方式 精益生产方式对职

工素质的要求

领导模式 等级分 明 ，决策

由上级领导机

关做出

领导层减少 ，每个

人都必须对一定

的行为负责 ，并

具有一定的权限

决策 能 力 ，责 任心 ，

组织领导能力

分工方式 分工明 确 ，任务

单一

常以团组方式工

作 ，需专业协作

合作能力 ，方法能力 ，

灵活性 ，自信心

技术革新模

式

通过采用新技术

而发生跳跃性

发展

经过不断革新而

逐渐发展

创造性 ，工作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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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唱２

泰勒生产方式 精益生产方式 精益生产方式对职

工素质的要求

产品质量控

制

各个环节由 工人

自行质量保证 ，
缺陷 和 错 误 在

终了时被发现 ，
浪费大

由检查部门事后

进行检验 ，缺陷
和错误由工作

者本人发现并

排除 ，浪费小

质量 意 识 ，自 我 批
评能力

同事工作关

系

感情疏远 ，工作单
调 ，缺乏动力

强调工作友谊 ，团
结互助

合作能力

生产组织 工作时间固定 工作时间灵活 纪律性 ，责任心

可以看出 ，精益生产是一个完整的生产组织管理的解决
方案 ，它不仅涉及直接生产领域 ，更多的是生产前和生产后
的领域以及企业内 、企业间和企业外的关系 。 专门研究日本
劳动科学和职业教育的著名学者乔治（W ．George）指出 ：“精
益生产的实质 ，是处理研究与开发 、管理层与员工之间的关
系以及国家与企业在产业与教育培训政策方面的关系”（乔
治 ，１９９３） 。在精益生产中 ，通过所有员工来共同设计和构建
工作过程 ，通过员工自己的建议不断提高 、改进现有技术和
管理水平 ，使员工的潜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 。

（二） 劳动分工变化如何影响职业人才规格需求

现代生产技术 ，特别是计算机和自动化技术的推广 ，使
得现代企业的劳动组织不断发生变化 ，这些变化对职业人才
的能力要求和人力开发策略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 这可以从
水平分工和垂直分工的不同影响看出 。

１畅水平劳动分工
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 ，泰勒生产方式下的水平劳动分工

呈现出了很多问题 ，突出表现在 ：
（１） 水平劳动分工过细 ，员工的工作活动范围过于狭窄 ，

灵活性和积极性受到限制 。
（２） 不同岗位间的界限过于刻板 ，岗位和职业界限不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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