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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问题提出
工人阶级是随着大工业的发展以及科技

对工业进程的参与而日益壮大起来的 [1]，国外

有学者认为在信息时代，机器人、人工智能

会取代大量劳动力，伴随科技的发展工人阶

级也会消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工人

阶级是我们党最坚实最可靠的阶级基础，历

史赋予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伟大而艰巨

的使命，无论时代条件如何变化，我们始终

重视发挥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主力军

作用 [2]。基于我国国情，那种无视我国工人

阶级成长进步的观点，那种无视我国工人阶

级主力军作用的观点，那种以为科技进步条

件下工人阶级越来越无足轻重的观点，都是

错误的、有害的 [2]。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

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我们

的现代化既是最难的，也是最伟大的。从这

个角度看，紧紧依靠工人阶级是必不可少的，

工人阶级代表先进生产力”[3]。

中 国 式 现 代 化 需 要 怎 样 的 产 业 工 人？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

次会议上强调，“加快建设以实体经济为支撑

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以人口高质量发展支撑

中国式现代化”[4]。我国处于工业化的中后期

阶段，经济高速增长对产业升级和转型的需

求日益增强，产业变革除了先进科学技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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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高素质劳动者大军是实现科技成果快速转化的人力资本。为了解我国产业工人的科学素质现状，

本研究依托第十二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抽样调查，对产业工人的科学素质及相关因素进行分析。结果发现，

产业工人的科学素质水平高于全国总体水平，城乡存在差异，其科学素质随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呈阶梯式骤升，

随年龄的增长呈下降趋势；产业工人对科技的兴趣和态度较为积极，具备科学素质的产业工人对科技的态

度更积极，获取科技信息的内部动机更高，通过网络获取科技信息的搜索行为更主动。在产业工人科学素

质提升行动中，建议倾斜配置优质、多样化的教育资源，破解科学素质不平衡问题；建议全面推广职业技

能培训，着力推动以赛促学提素质；建议涵养精神内核留住青年产业工人，智慧科普推动科学素质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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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外，对劳动力的素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在高端制造企业，一线工人接触的都是

人工智能、视觉识别、数字化操作等数智技

术 [5]。由此可见，如果科学技术不能被劳动者

掌握，科学技术就走不出“象牙塔”，不能转

化为现实生产力 [6]。科技和劳动者的关系并不

是只有机器人能替代工人，工人还能给机器

人当“师傅”[7]。我国重视产业工人在伴随科

技进步中的不断成长，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

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是建设知识型、技能型、

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

匠精神。2017 年 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

发《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以

下简称《改革方案》），明确要把产业工人队

伍建设作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

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支撑和基础保

障。总之，中国式现代化需要有知识、有技

能、能创新的产业工人。

如何培养现代化产业需要的产业工人队

伍？产业基础高级化与产业链现代化要求塑

造一支可以和世界上最先进的产业工人队伍

相媲美的新型产业工人队伍 [8]。《改革方案》

实施后，各有关部门纷纷出台相关政策、方

案。首先，从职业技能培训和职业教育提质

方面培养产业工人，国务院办公厅印发《职

业技能提升行动方案（2019 —2021 年）》，教

育部等九部门印发《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

计划（2020 —2023 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等四部门印发《“十四五”职业技能培训规

划》，均明确了终身职业技能培训的重要性，

并部署了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用以提升劳动

者就业创业能力。其次，从素质建设方面推

动产业工人的整体素质和科学素质提升，全

国总工会印发《全国职工素质建设工程五年

规划（2021 —2025 年）》明确职工队伍整体素

质是一项战略任务，国务院印发《全民科学

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 —2035 年）》［以下

简称《科学素质纲要（2021 —2035 年）》］提

出开展产业工人的科学素质提升行动，《2023

年全民科学素质行动工作要点》明确实施技

能中国行动，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等。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也积极开辟产业工

人从“工”到“匠”的新路径，从政策、表

彰、培训学习、收入、保障等方面全力推动

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纵深发展。我国对产

业工人队伍的关注多聚焦于职业技能、培训

和竞赛等方面，结果也显示在提升产业工人

的技术技能、完善其素质结构、优化其体制

机制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效和经验。

产业转型背景下产业工人的素质现状如

何？科技创新与大国博弈的关键是人才和劳动

者素质的竞争。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劳

动力，劳动力的质量可以用技能来衡量 [9]。各

国政府只有掌握劳动力能力水平的准确信

息，才能对教育和培训系统进行有效干预，

使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变化符合社会经济发展

与国际竞争的需求 [10]。目前国内外已有几

项针对劳动力的调查项目，一是国际成人能

力 评 估 计 划（Programme for the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of Adult Competencies，PIAAC），

它是国际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

于 2007 年启动的项目，主要考察成年人的文字

能力、数字能力、高技术环境下解决问题能力

以及工作中使用的技能 [11]。PIAAC 做了较多

国际比较，与我国对劳动者素质的需求不完

全匹配。二是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2022

年开展的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涉及

职工就业状况、收入分配、养老保险、职业

安全、职业卫生、劳动争议、劳动权益、敬

业度等方面 [12]，并没有调查测量产业工人知

识、技能、创新素质等方面的情况。三是公

民科学素质抽样调查，第十二次中国公民科

学素质抽样调查中包括了产业工人这一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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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群，分别对其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

精神与思想、解决问题的能力进行了调查 [13]。

本研究基于第十二次中国公民科学素质抽样

调查分析产业工人科学素质的现状与特点。

2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数据来自第十二次中国公民科学

素质抽样调查，此次调查设计样本量达到 28.3

万份，调查范围覆盖我国 31 个省（自治区、

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 18~69 岁公民，

回收有效样本 28.0 万份。该调查获得了全国公

民科学素质水平发展状况，公民获取科技信息

和利用科普设施的情况，公民对科学技术的兴

趣、态度和需求等方面的翔实数据。本次调查

考察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精神与思想、

解决问题的能力 4 个方面指标，权重分别为 40

分、20 分、20 分、20 分，总分 100 分，当总

得分超过 70 分即判定为具备科学素质 [14]。一

个国家公民科学素质水平用具备科学素质公

民占 18~69 岁总人口的百分比表示。本次调查

使用 R 软件对数据进行 IRT 模型的分析，得

到公民的科学素质分数，并依据上述标准判

定该公民是否具备科学素质。本研究在此基

础上使用 SPSS 22.0 进行数据分析。

经统计，有 42 755 名产业工人参与了本

次调查。从性别来看，男性 34 524 人（占比为

80.7%）， 女 性 8 231 人（ 占 比 为 19.3%）； 从

所在地区来看，城镇居民 34 296 人（占比为

80.2%），农村居民 8 459 人（占比为 19.8%）；

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小学及以下 625 人（占比

为 1.5%），初中 6 370 人（占比为 14.9%），高

中（中专、技校）12 037 人（占比为 28.2%），

大学专科 10 385 人（占比为 24.3%），大学本科

11 739 人（占比为 27.4%），研究生及以上 1 599

人（占比为 3.7%）；从年龄角度来看，本次调

查中产业工人的平均年龄为 38 岁，18~29 岁产

业工人 9 361 人（占比为 21.9%），30~39 岁产

业工人 15 330 人（占比为 35.9%），40~49 岁产

业工人 10 531 人（占比为 24.6%），50~59 岁产

业工人 7 533 人（占比为 17.6%）。

2.2 变量说明

2.2.1 产业工人对科技的兴趣和动机

针对我国公民对科技信息的兴趣和动

机状况，问卷中 C1 题询问了公众对科技类

信息感兴趣的程度（非常感兴趣、比较感兴

趣、一般、不太感兴趣、非常不感兴趣），以

此题作为判断公众科技兴趣的变量；C2 题

对 C1 选择一般、比较感兴趣、非常感兴趣的

公众进一步询问了解科技信息的原因，被访

者对几种原因，例如“对特定科技主题感兴

趣”“解决具体问题”等在“首选”和“其次”

的选项上进行选择。因研究需要，本文将问卷

中 C2 题中的变量进行了重新编码和赋值（首

选 =2 分、其次 =1 分），以这些题目作为判断

公众对科技感兴趣的动机变量，并得到内部

动机和外部动机的分值。

2.2.2 产业工人获得科技信息的渠道

针对我国公民获取科技信息的渠道状

况，问卷设置了 D1 题由受访者对日常生活

中 7 个获取科技信息的渠道进行“首选”“其

次”“第三”的选择，例如，报纸、电视、互

联网及移动互联网等。此题目为判断公众获

取科技信息的渠道变量。

问卷中 D1a 题对 D1 中选择“互联网及

移动互联网”渠道的受访者进一步询问，受

访者对 8 个网络渠道在“首选”“其次”“第

三 ” 的 选 项 上 做 出 选 择， 选 项 例 如 微 信、

QQ、微博等社交平台，新浪、网易、搜狐等

门户网站，学习强国等学习教育平台等。因

研究需要，对问卷中该题目中的变量进行了

重新编码和赋值（首选 =5 分、其次 =3 分、

第三 =1 分），以这些题目作为判断公众获取

科技信息的网络渠道变量，并得到主动搜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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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被动推荐的分值。

2.2.3 产业工人参与培训、学习及参加竞赛比武、

评选

问卷的 H 部分调查了产业工人参加培训

和学习，以及竞赛比武和评选的情况。其中

参加培训和学习包括职业培训、科技相关学

习、工作室培训基地等活动，参加竞赛和生

产比武包括生产比武、劳动技能竞赛、“五小”

活动（小发明、小创造、小革新、小设计、

小建议）、创业创新大赛、职业技能鉴定等，

评选包括“最美职工”“工人先锋号”等。然

后调查参加过这些项目的产业工人对其是否

有用或是否有收获。

3调查结果
3.1 产业工人科学素质水平较高，掌握科学方法

和应用科学解决问题的能力突出

本次调查显示，产业工人具备科学素质

的比例是 19.99%，高于我国公民科学素质水

平的 12.93%。产业工人在科学方法（总分为

20 分）上的平均得分是 12 分，高于全国总体

的平均得分 10 分；在应用科学解决问题的能

力（总分 20 分）上平均得分是 12 分，同样高

于全国总体的平均得分 10 分。

从性别来看，产业工人队伍中男性具备

科学素质的比例高于女性，男性具备科学素

质的比例提升更快。男性产业工人具备科学

素质的比例是 21.8%，高出全国男性具备科学

素质的比例 7.03 个百分点；女性产业工人具

备科学素质的比例是 15.3%，高出全国女性具

备科学素质的比例 4.32 个百分点。

从年龄来看，产业工人中青年群体具备

科学素质的比例较高，且具备科学素质的比

例 随 年 龄 增 长 呈 依 次 递 减 状 态。18~29 岁、

30~39 岁、40~49 岁、50~59 岁 的 产 业 工 人

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分别为 29.8%、23.5%、

17.6% 和 10.9%。

3.2 产业工人科学素质的城乡和区域差异明显，

高素质年轻人多集中在东部地区

本次调查显示，产业工人中城镇居民具备

科学素质的比例高于农村居民，东部、中部、

西部三个区域产业工人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依

次降低。

从 城 乡 来 看， 城 镇 产 业 工 人 具 备 科 学

素 质 的 比 例 为 20.6%， 高 出 全 国 城 镇 居 民

（15.94%）4.66 个百分点；农村产业工人具备

科学素质的比例为 17.4%，高出全国农村居

民（7.96%）9.44 个百分点。产业工人科学素

质的城乡差距为 3.2 个百分点，低于全国公民

科学素质总体水平的城乡差异 7.98 个百分点。

从地区来看，东部、中部、西部地区产业工

人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分别是 21.8%、19.6%、

16.5%，分别高于东部、中部、西部的公民科

学素质水平的 15.3%、12.0%、10.3%。

产业工人的科学素质在区域上存在一定程

度的发展不平衡现象，高素质年轻产业工人多

集中在东部地区，相比之下，中部和西部的人

才红利较弱。东部地区 18~29 岁的产业工人具

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为 34.2%，比 30~39 岁的产业

工人高 9.7 个百分点；中部地区该两个年龄段

人群相差 5.8 个百分点；西部地区该两个年龄

段人群只差 1.3 个百分点。东部地区 30~39 岁

的产业工人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为 24.5%，比

40~49 岁的产业工人高 7.2 个百分点；中部地区

该两个年龄段人群差 5.3 个百分点；西部地区

该两个年龄段人群只差 3.8 个百分点（见图 1）。

图 1  东部、中部、西部各年龄段产业工人具备科学素质的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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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产业工人科学素质水平随受教育程度提高呈

阶梯式骤升，本科以上学历的产业工人具备科

学素质比例是专科学历的近两倍

从产业工人受教育程度的层面分析，发

现产业工人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随受教育程

度提高呈阶梯式骤升（见图 2）。本科及以上

学历产业工人的科学素质水平是大专学历产

业工人的近 2 倍 ，大专学历的产业工人的科

学素质水平是高中（中专、技校）学历产业

工人的约 1.6 倍，这强有力地说明了教育程度

对科学素质水平的影响，尤其是高层次教育

对科学素质水平具有重要影响。

3.4 产业工人对科技发展的态度整体积极，具备

科学素质的产业工人比不具备科学素质的支持

科技发展的态度更积极

产业工人支持科技发展的态度总体较积

极（5 级计分，非常反对计 1 分，非常赞同计

5 分），平均得分为 4.57 分。具备科学素质的

图 2  产业工人科学素质的教育结构特点

产业工人支持科技发展的态度平均得分为 4.67

分，不具备科学素质的产业工人支持科技发

展的态度平均得分为 4.55 分，可见具备科学

素质的产业工人支持科技发展的态度更为积

极（见表 1）。

3.5 产业工人对科技信息的兴趣高于全国总体

水平，具备科学素质的产业工人比不具备科学

素质的对科技信息的兴趣更高；具备科学素质

的产业工人内部动机更高，不具备科学素质的

产业工人外部动机更高

产业工人对科技类信息感兴趣的比例达

到 93.4%，高于全国总体水平的 88.1%，平均

得分为 3.73 分，高于全国总体水平 3.59 分。

具备科学素质的产业工人对科技信息的兴趣

平均得分为 4.02 分，不具备科学素质的产业

工人对科技信息的兴趣平均得分为 3.67 分。

其中，在对科技信息感兴趣的产业工人中，

具备科学素质的产业工人了解科技信息的内

部动机平均得分更高，例如对特定科技主题

感兴趣、主动自我提升等，而不具备科学素

质的产业工人了解科技信息的外部动机平均

得分更高，例如解决具体问题、家庭和工作

需要等（见表 2）。

3.6 产业工人获取科技信息的渠道首选网络，其

中具备科学素质的产业工人获取科技信息的渠

道首选图书；具备科学素质的产业工人通过网

络获取科技信息倾向主动搜索，不具备科学素

质的产业工人倾向被动推荐

从产业工人获取科技信息的途径来看，通

过互联网获取科技信息排在第一位，通过电

表 1  产业工人对科技发展的态度

赞成“公众对科技创
新的理解和支持，是
建设科技强国的基础”
赞成“尽管不能马上
产生效益，但是基础
科学的研究是必要的，
政府应该支持”
赞成“政府应该通过
举办听证会等多种途
径，让公众更有效地
参与科技决策”
反对“持续不断的技
术应用最终会毁掉我
们赖以生存的地球”

产业工人选
择比例 /%

94.6

93.1

88.8

41.5

全国总体
水平 /%

91.0

90.1

87.7

35.5

表 2  对科技类信息感兴趣的原因

 
 

家庭和工作需要
解决具体问题
主动自我提升
对特定科技主题
感兴趣

外部
动机

内部
动机

产业工人选
择比例 /%

35.7
34.2
34.6

31.0

具备科学素
质的产业工

人得分

0.92

1.01

不具备科学
素质的产业
工人得分

1.10

0.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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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获取排在第二位（见图 3），这一趋势反映

了产业工人网络学习方式的鲜明时代特点。

具备科学素质的产业工人通过图书获取科技

信息排在第一位，通过期刊获取排在第二位，

表现出他们会对科技信息进行系统化获取。

通过网络渠道获取科技信息成为当今时

代最主要的学习方式，目前的网络渠道包括

搜索和推荐两种方式，在本次调查的网络渠

道中，属于主动搜索的渠道包括搜索引擎、

科普网站、学习教育平台、问答平台等，属

于被动推荐的渠道包括社交平台、短视频平

台、门户网站、电台广播平台等。本次调查

发现，产业工人通过被动推荐进行信息获取

的选择比例为 60%，通过主动搜索进行信息

获取的选择比例为 51%，他们更倾向通过被

动推荐获取。其中，具备科学素质的产业工

人更倾向于进行主动搜索，不具备科学素质

的产业工人更倾向于进行被动搜索（见表 3）。

图 3  产业工人获取科技信息的途径

3.7 产业工人素质提升行动的参与有待更广泛

地动员

调 查 发 现， 在 产 业 工 人 技 能 和 素 质 提

升培训中，48.6% 的产业工人参加过职业培

训，其中有 72.4% 只是偶尔参加。25.9% 的

产业工人参加过与科技相关的学习、考察、

展览等，其中有 86.9% 只是偶尔参加。在产

业工人技能和素质评比中，18.9% 的产业工

人参加过生产比武、劳动技能竞赛，其中有

81.1% 的产业工人只是偶尔参加。仅有 7.6%

的产业工人参加过“五小”、创业创新大赛等

技术创新活动。32.8% 的产业工人参加过职

业技能鉴定。15.2% 的产业工人参加过“最

美职工”“工人先锋号”等评选活动。在参加

过生产比武、劳动技能竞赛、技术创新活动、

职业技能鉴定、荣誉称号评选的产业工人中，

觉得有收获（很大收获、一定收获）的平均

比例为 90.6%。在参加过职业培训、与科技

相关的学习、考察和展览、工作室培训基地

等活动的产业工人中，觉得有用（比较有用、

非常有用）的平均比例为 77.25%。

4结论和讨论
4.1产业工人科学素质水平高于全国总体水平不显

著，教育结构和年龄结构是不显著的重要原因

教育是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基础 [15]，也

是有效提高公民科学素质的

重要途径 [16]。平均受教育年

限是一个量化指标，我国劳

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

从 2011 年 的 7.5 年 上 升 到

2021 年 的 10.9 年 [17]，2022

年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

限达 14 年，说明我国教育进

一步普及，劳动力的科学文

化素质也将有质的飞跃。产业

工人的科学素质随着受教育

表 3  产业工人获取科技信息的渠道

百度、必应等搜索引擎
学习强国等学习教育平台
知乎、百度知道等问答
平台
科学网、果壳网等专门
科普网站
微信、QQ、微博等社交
平台
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
新浪、网易、搜狐等门
户网站
喜马拉雅等电台广播平台

主动
搜索

被动
推荐

产业工人
选择比例 /%

68.6
22.2

24.0

19.7

73.2

63.1

23.5

05.7

具备科学素质的
产业工人得分

2.24

1.93

不具备科学素质
的产业工人得分

2.01

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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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的提高也越来越高。从本次调查中产业工

人的教育结构来看，大学本科及以上的产业工

人仅占比 31.2%，但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高达

50.3%，由此可见，产业工人的教育结构成为

制约其科学素质水平的重要因素。

青年是祖国的前途、民族的希望、创新

的未来。本次调查发现中青年群体产业工人

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较高，具备科学素质的

比例随年龄增长呈依次递减状态。从年龄角

度看，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中产业

工人平均年龄为 38.29 岁 [12]，本次调查中产

业工人的平均年龄为 38 岁，均反映了年轻人

少、中年人占多数的状况，这同样成为制约

产业工人科学素质水平发展的重要因素。这

也给我们带来一个社会现象的讨论，即年轻

人越来越不愿意进厂当产业工人。当前，我

国劳动力 （尤其是青年人） 就业存在“逃离制

造业”现象，产业工人成了全社会各阶层就

业取向中的边缘地带甚至是最边缘的地带 [18]。

年轻劳动力的主力军是“90 后”和“00 后”，

他们的成长环境和受教育程度优于老一辈，

伴随高科技发展其择业范围也更广，不少年

轻人选择外卖、快递、网约车、直播等行业，

不愿进工厂，长此以往，产业工人队伍将越

来越年老化，其科学素质水平也会受其教育

结构和年龄结构的影响而呈降低趋势。

4.2 产业工人科学素质的城乡差异存在，但其差

异低于全国总体的差异

产业工人科学素质的城乡差距低于全国

公民科学素质总体水平的城乡差距。在乡村

振兴战略背景下，农村得到了新的发展，农

民的素质也得到了新的提升。农村在基础设

施建设深入推进、电子商务进农村、推进农

村流通现代化、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逐步

完善等方面提升了发展质量。我国农村的第

一、二、三产业逐渐融合发展，企业兼并重

组、淘汰落后产能，农村剩余劳动力在第一

产业内部转移或向第二、三产业转移，大大

培育了农村产业工人的素质水平推动乡村发

展新动能。

4.3 具备科学素质的产业工人对科技的支持态度

更积极，获取科技信息的内部动机更高，通过

网络获取科技信息的搜索行为更主动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

第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加强国家科普能

力建设，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

线上线下多渠道传播科学知识、展示科技成

就，树立热爱科学、崇尚科学的社会风尚”[19]。

随着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加速渗透融合，

科技的创新、发展和应用需要更良好、健康

的社会氛围和舆论环境。对科学信任的丧失

和对科技应用的抵制，在许多国家已经阻碍

了科技进步和发展。对科学的信任度越高，

社会的新问题就越能通过科技来解决。科技

发展的环境越优越，在创新链、产业链、人

才链一体部署中才能更加深度融合。本次调

查显示，是否具备科学素质在对科技的支持

态度上、获取科技信息的动机上、通过网络

获取科技信息的搜索行为上表现出明显差异。

具备科学素质的产业工人具备积极的态度、

获取信息的内部动机更高、获取行为更主动，

所以积极提升公民的科学素质，也是提升科

技在社会中的地位，进一步助力强化科技的

前瞻性、战略性、系统性布局，推动科技创

新的成果应用在广袤的祖国大地上。

5建议
从本次调查中产业工人的数据结果和

特点分析来看，产业工人的科学素质高于全

国总体水平，同时也表现出鲜明的城乡、区

域 差 异 和 教 育 结 构 特 点。《 科 学 素 质 纲 要

（2021 —2035 年）》指出，产业工人科学素质

提升行动是以提升技能素质为重点，提高职

业技能和创新能力，打造一支有理想守信念、

我国产业工人科学素质的现状和提升对策 <<< 苏    虹    任    磊    冯婷婷  等 专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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懂技术会创新、敢担当讲奉献的高素质产业

工人队伍，更好服务制造强国、质量强国和

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结合数据分析提出以

下几点提升产业工人科学素质的建议。

5.1 倾斜配置优质多样化教育资源，破解科学素

质不平衡问题

教育是提高人口素质的重要途径，也是

推动“人口红利”向“人才红利”转变的关

键 [17]。提高劳动年龄人口受教育水平，他们

便会以更高素质来有效抵消因人口红利逐渐

消失带来的不利影响，并以此推动建设庞大

的知识型、技术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国

际经验表明，教育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

化最重要的动力，是深度开发人力资源、全

面提高人的素质的基础，通过优质教育资源

向经济欠发达地区和边远农村的优先配置，

促进区域和城乡协调发展 [20]。利用科学教育

正式学习和非正式学习 [21] 两条路径，提高产

业工人的科学素质，破解城乡不平衡和地区不

平衡问题。未来也需持续优化产业工人继续教

育模式，激励高学历人才到生产一线，通过完

善产业工人的教育结构促进产业的新态势。

5.2 全面推广职业技能培训，着力推动以赛促学

提素质

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发现，职

工更加注重自身和长远发展，更加期望工会

组织可以发挥更大作用，其中 95.3% 的职工

有兴趣学习新的职业技能或知识，这一比例

在 18~40 岁职工和大学本科以上学历职工中

表现尤为突出。但从本次调查结果来看，产

业工人职业培训、生产比武的参与度仍不够

活跃，与职工期望有一定距离。随着越来越

多青年人进入职场，他们对职场中的个人成

长和未来规划有更多期待。通过职业培训能

给职工带来技能提升，通过增加竞赛和比武

能提升职工的素质水平，最终实现留住人和

发展人的双重目标。

5.3 涵养精神内核留住青年产业工人，智慧科普

推动科学素质建设

精神是人才发展的内驱力 [18]。习近平总

书记指出，我国几代科技工作者通过接续奋斗

铸就的“两弹一星”精神、西迁精神、载人航

天精神、科学家精神、探月精神、新时代北斗

精神等，共同塑造了中国特色创新生态，成

为支撑基础研究发展的不竭动力。要在全社

会大力弘扬追求真理、勇攀高峰的科学精神，

广泛宣传基础研究等科技领域涌现的先进典

型和事迹 [19]。科普的重要作用便是开展理想

信念和职业精神宣传，发挥企业家示范引领

作用，激发产业工人科学素质提升的内部动

力，让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和企

业家精神引导青年产业工人积极向上。

公众获取科技信息的渠道越来越依靠网

络 [22]，科学素质建设需要科普更适应网络时

代，需要科学素质提升行动更适应网络时代

产业工人的特征。互联网激发出的庞大信息

和算法介入公众选择时，若产业工人对科技

信息的获取方式较为被动，容易陷入信息茧

房，扼杀其创造力。尤其是不具备科学素质

的产业工人更容易获取被动推荐的信息，他

们看到的也会是高相似度的信息 [23]，不利于

素质提升。多种形式的智慧科普有助于推动

打破产业工人的信息茧房，促进其科学素质

的提升。

总之，劳动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

要把“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落到实处，就

必须把经济建设真正转移到依靠科技进步和提

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24]。没有产业工人科

学素质普遍提高，就难以建立起高素质劳动者

大军，难以实现科技成果的快速转化。科学技

术是劳动者创造的，是劳动者集体智慧的最高

成果。产业工人科学素质的提高，为建立宏大

高素质劳动者大军提供基础保障，为科技创新

提供重要人力资本的核心支撑。

2023，18（3）：3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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