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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 

 

技能之歌  唱响中国 
 

——从 2017年中国国际技能大赛看我国技能振兴之路 
 

本报记者  吴叶柳 
 

 

    自主设计的移动机器人，造型各异的美发作品，精心打磨的木器，构思奇特的花艺⋯⋯6 月

6 日至 9 日，2017 年中国国际技能大赛在上海和苏州同时举行，来自 35 个国家和地区的 227 名

技能人才登台竞技，演绎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技能盛宴”。 

    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举办的最大规模的国际性技能赛事，2017年中国国际技能大赛吸引

了全世界关注的目光。近年来，从关起门来自己比赛，到走出去参加世界技能大赛，再到敞开怀

抱举办国际性技能赛事，这背后，彰显的是我国技能实力不断壮大的自信，更深藏着“中国制造

2025”等国家战略对高素质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培养大国工匠，弘扬工匠精神，厚植工匠文化，

在这条技能振兴之路上，中国正高歌前进⋯⋯ 

    技能大赛呈现“国际范儿” 

    “这些都是世赛指定设备，也是我们一线工人在培训中使用的。”在机电一体化比赛现场，

技术支持单位宝武集团人才开发院主任吴福民指着选手们正在使用的设备，一脸自豪地说。 

    与国内大多数比赛不同，这次大赛充满了“国际范儿”，所有竞赛设备和工具均按照国际标

准准备，竞赛工位按照标准尺寸统一设置。 

    由于引入了世赛的评分标准等，大赛对细节格外重视。车身修理项目副首席专家叶建华介绍，

这一项目的 4 个模块被细分成了 200 多个评分点，最终，损坏的车身要能恢复到原厂技术要求。

“车身修理项目直接关系到驾驶员的生命安全，对细节的强调再怎么苛刻都不为过。”叶建华说。 

    对选手综合能力的检验是本次大赛比拼的关键点。在美发项目比赛现场，经过选手们的精心

设计和打造，一个个创意十足、造型各异、颜色多变的发型出现在人们面前。美发项目专家组组

长、国际裁判吉正龙介绍：“这个项目不仅考验选手在剪、烫、染、盘、雕刻等方面扎实的基本

功，还对选手的美学素养、创新能力提出了要求。” 

    近年来，在世界技能大赛全国选拔赛、江苏技能状元大赛等国内的技能竞赛中，世赛的风向

标作用已经显现，“对接世赛标准”已成为办赛的重要准则。“世界技能大赛带给我们诸多先进理

念，例如，对参赛者技能水平和产品质量‘精益求精’的价值追求，对参赛者人身安全和职业发

展‘安全健康’的人文关怀，对自然环境‘节能环保’的特殊关照。”上海市人社局副局长张岚

认为，引入这些理念，有助于带动技能人才培养标准乃至整个行业水平的提升。 

    对众多选手和专家来说，这次高标准的大赛是备战第 44 届世赛绝佳的“练兵”机会，也是

难得的交流平台。“能在这样的比赛中检验自己的能力水平，以后比赛就不容易紧张了。”走出工

业控制项目赛场，中国选手郭世豪一脸轻松。 

    借鉴世界技能大赛开放办赛的理念，中国国际技能大赛向社会公众免费开放，还在每个赛项

附近设置了展示互动区域。既有剪纸花艺、宋锦织造、紫檀木雕等中国传统文化技能项目，又有

VR 技术、智能制造、航空高铁等反映产业领域和前沿技术手段的项目，可看性和参与性兼具，

让不少前来观摩的人直呼“有意思”。“开放办赛不仅与世赛接轨，也给社会大众提供了一次与技

能亲密接触的机会。”江苏省人社厅相关负责人说。 

    为申办世赛“呐喊助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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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已经参加过三次世赛了，这次中国举办的国际技能大赛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设备很

专业，服务也很周到。”在电气装置项目比赛现场，来自奥地利的专家弗朗兹竖起了大拇指。 

    当前，我国正积极申办 2021年第 46届世界技能大赛，并决定将上海作为承办城市。据悉，

申办结果将于今年 10月在阿联酋阿布扎比召开的世界技能组织大会上由各成员投票确定。“这次

在上海举办国际技能大赛，就是希望在促进世界技能交流的同时，展示并检验中国上海承办国际

性技能竞赛的能力和水平，查找短板和不足。”在大赛开幕式上，人社部部长尹蔚民坦诚表示。 

    近年来，我国在技能领域取得的成果，为申办增添了足够的“底气”。截至 2016年底，全国

高技能人才总量达到 4791 万人，比 2012 年提高了 39%；接受职业教育的青年达 2500 多万；每

年有 1000多万职工和学生参加技能竞赛活动；从 2010年加入世界技能组织开始，中国已参加了

三次世赛并累计摘得 5枚金牌、8枚银牌、7枚铜牌，获得了 29个优胜奖。 

    作为承办城市，上海正在争取更多的关注和支持。“瑞士巴塞尔实力强劲，但上海也有自己

的优势。”上海市人社局局长赵祝平自信地介绍，上海是我国改革开放前沿城市，国际影响力与

日俱增，具有丰富的举办大型赛事、会议、活动经验，现有大型会展中心和场馆设施等完全能够

满足大赛需求。 

    今年 4月，世界技能组织考察评估团来上海实地考察时，世界技能组织首席执行官大卫·霍

伊曾提出，上海拥有世界一流的设施，也具备一流的运营和管理人才，这都是举办世赛的重要支

撑。在他看来，上海要向世界积极展示自我，谋求更多的“加分点”。 

    6 月 9 日晚，大赛圆满落幕，上海和江苏两大赛场共同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引入世赛标

准呈现的高规格赛事，比赛前夕召开的技能与发展国际研讨会，比赛期间精心安排的参观考

察⋯⋯这些为申办积累了宝贵经验，也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赛代表们传递出中国政府、企业、学

校对技能人才培养和技能大赛的信心和诚意。“从我看到的和听到的来自各参赛国家和地区专家

选手们的反馈来看，大家都认为这次大赛组织得非常好。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世界技能组织主席西蒙·巴特利毫不掩饰自己的惊喜和赞叹。 

    “我们期待在上海为世界奉献一场富有新意、影响深远、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全球技能盛会，



 

第 3页 共 3页 

国的很多家长和学生很少接触技能和职业教育，更不知道这一领域其实有这么多可以施展才华、

走向成功的平台。”广东省机械技师学院教师兼竞赛教练、第 43届世界技能大赛数控铣项目金牌

获得者、全国技术能手张志坤说。曾经的他也是因中考失利开始了“投笔从戎”的生涯，但凭着

自己的一股拼劲，在第 43届世界技能大赛中，他以超高分一举夺魁。“希望通过各类技能竞赛和

广泛宣传给大家传递‘技能也能成才’的信念。” 

    工匠精神的推广也离不开各方的重视和投入。“2017 年中国国际技能大赛的成功举办，对全

社会尊重、重视、关心高技能人才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职业技能竞赛的社会效应和公

众影响力还不够深远，高技能人才的社会地位和待遇水平仍然与其贡献不相适应。”江苏省人社

厅相关负责人建议，要继续加大投入力度，健全激励措施，为技能人才成长创造良好环境，让崇

尚技能成为社会风尚。 

    世赛传递出的导向正影响着我国技能人才的培养方式。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的老师梁丽君

在比赛间隙特意向花艺项目的专家、裁判进行了请教。“我们平时的教学更侧重整体架构，但世

赛标准对色彩均衡、细节处理等要求更为严格，更能体现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下一步我们要根

据这些来调整和改进我们的教学方式。”梁丽君说。 

    “世界技能大赛的技术标准来源于企业，与企业生产实践、人才培养紧密相连。”张立新说，

“当前，我们正在系统地梳理职业技能竞赛的先进标准，将其精髓与理念不断转化为人才培养的

标准与规范，进而打造出与世界前沿技术接轨的专业，实现职业技能培训助推经济发展、助力产

业腾飞的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