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浙江台州是技能型社会建设试点城市。作为拥有128万名技术工人的民营制造业
大市，台州聚焦构建技能培育体系、技能创富体系、技能生态体系三大支撑，率先编制
了《技能型社会建设规划（2022~2025）》，探索出了多元办学、工学一体、职技融通等
“十八招法”，初步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台州样本”，为我国技能型社会建设闯关探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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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技工“C位”，让技能“流行”
浙江台州“十八招法”探索技能型社会建设新路：

王建平扎根轴承行业30余年，现在
是台州八环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

技术改造领军人物，他带领的团队累计

解决技术难题600余项，提出合理化建议
上千条，创造经济效益5000多万元。
“我们设立了‘年薪制’‘提成工资

制’‘项目工资制’‘协议工资制’，对于为

企业作出突出贡献的员工，将给予额外

的技能薪酬激励。”八环科技人力资源

总监金哲明说，公司对参与关键技术项

目开发人员最高可奖励20万元。
台州引导企业从员工培养、生涯设

计、薪酬激励和能力评价等方面建立起

了一整套更加规范完整的技能人才评

价体系，推动“以技提薪”落到实处。

不可否认，当前一些地方和领域重

学历、轻能力的观念依然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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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技能型社会成为迫

切之举。2022年7月，台州市在实施技术工
人“扩中”改革的基础上，在浙江省内率先

开展了全市域技能型社会建设试点。

如何激发各方积极性，尤其是企业

主体的积极性呢？台州在全国率先探索

出台了《技能创富型企业激励办法》，把

技术工人比例和薪资待遇情况与企业用

地、能耗、亩均评价、技改补贴、工匠培育

等相挂钩，有针对性地实施差异化供给

制度，引导企业提高技术工人比重、提升

技术工人待遇。

“政策的出台，折射出‘技能创富’的

发展新逻辑，就是理顺技术工人群体与

企业市场主体的关系，让‘职工增技、企业

增效、职工增收’的正向循环实现可持续

发展。”台州市人力社保局局长柯婉瑛说。

据介绍，随着台州试点深化推进，

当地人力社保部门组建了专班，依托各

类生产生活场景创建了一批技能型乡

村、技能型社区、技能型学校、技能型小

镇等技能型社会基本单元，并适时开展

标准化研究，推动技能型社会从蓝图倡

议变得触手可及。

人民获得感是检验改革成效的重

要标尺。在台州，一大批技术工人从“打

工者”变身“合伙人”。信质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去年向39名优秀技术工人授予股票
期权，配股152万份。由于公司业绩增长
达到了考核目标，顺利进入第一年行权

期，按目前股价计算，1万份股票期权市
值约为14万元。
近年来，台州还面向全市制造业企

业一线技术工人出台了星级“台州技工”

激励政策，如一次性奖励、景区免门票优

惠、流动人口积分等；推出技能共富贷，

为技能人才、技能创富型企业、技能共富

产业等量身定制金融服务；探索技术工

人“扩中”立法，以地方性立法方式加快

转变社会观念，强化“技高者多得”导向。

台州市委书记李跃旗表示，台州将

在巩固既有工作成效的基础上，依托技

能型社会建设推动“技能创富”模式持续

走深走实，扩大群体覆盖面，提升改革获

得感，推动工作标准化，努力形成一批可

复制、可推广的标志性成果。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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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景化应用，构建技能型社会良好生态

在位于台州的杰克控股集团，来自河

南周口的“85后”黄艳辉19岁时以工人身份
进厂，如今已是公司负责生产的部门经

理，年薪40多万元，还有股权等激励措施，
“我从农村出来，高中学历起步，没有任何

身份背景，从工人做到管理层，离不开企业

为各类技能人才设置的职业发展通道”。

杰克集团根据企业管理、销售、技

术等岗位职能，将职业发展通道分为3大
序列70余个职级，其中，技工类分为7个

职级，技术类分为10个职级，每半年或一
年进行一次评级。技工可以向高级工、技

师、工程师、首席专家不断晋级，还可跨

平台向管理岗位转型。在台州，技能与职

业发展“挂钩”，畅通了技工成长链。截至

目前，台州全市有800余家企业参照指引
制定了管理序列、专技序列、技能序列贯

通的“H型”技术工人职业发展通道。
去年，台州率先出台了《台州市技术

工人职业发展通道设置指引》，从技能提

升体系、技能评价体系、薪酬激励制度、企

业工匠文化等方面引导企业建立纵向畅

通、横向贯通的“H型”技能人才职业发展
通道，破解技术工人职业成长难题。

“90后”小陈是台州温岭新界泵业的
一名铣工，他去年通过了企业内部的高级

工技能认定，迎来了工资上涨。小陈喜滋

滋地说：“每个月收入多了几百元，如果我

继续‘闯关升级’，每升一级工资都会涨。”

本着“从一线中来，到一线中去”的原

则，浙江银轮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建立了工

人寅班组长寅工段长寅生产经理寅厂长
乃至更高岗位的有效职级上升通道，让人

才脱颖而出。据公司人力资源总监叶春英

介绍，公司29.5%的高管、厂长、子公司总
经理都是由基层技术工人晋升而来。

“我们要让崇尚技能、学习技能蔚然

成风，让技能‘切入’产业、‘长入’经济、‘汇

入’生活、‘融入’文化、‘渗入’人心。”台州市

代市长沈铭权说。

技能成才，打破技工职业上升“天花板”

两年前，台州技师学院2021届毕业生
陈灵辉怀揣技师证和函授大专毕业证书，

进入了浙江海德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

司，不到一年，他就成了企业的技术骨干。

台州拥有128万名技术工人，技能
人才约占全市人口总数的20%，占从业
人员的33%。与众多制造业大市一样，台
州也面临着因供需结构性矛盾导致的

技工荒。如何破解这一矛盾？台州以打造

国家职业教育创新高地和省一流技工

教育为契机，大力推行“专业+产业”培
养模式，打通技能人才培养链。

相比于一些本科院校，台州当地技

工院校的就业率一直较高。“只要想就业，

基本都能找到工作。”台州技师学院党委

书记李金国说，自2016年办学以来，该校
前4届毕业生的平均就业率为98.93%。这
得益于政府牵头、企业深度参与、产教融

合贯穿全程的高素质人才定制培养模

式。台州打通培养链，充分发挥“两手”作

用，健全全生命周期技能人才成长通道。

汽车、模具、医化……台州支柱行

业的1500余家企业与30所职业院校签订
了长期合作协议，打造了70余个校企合
作共同体，每年培养技能人才3.3万人。
台州科技职业学院学生金凡锋今

年一毕业就入职了浙江凯华模具有限公

司高精模具设计部。“生产线与教学充分

融合，学的就是要用的，一毕业就能上岗，

上岗就能胜任。”台州科技职业学院机电

与模具工程学院院长何昌德说，这个班的

44名学生全部实现了“零距离”就业。
出于锻造核心竞争力的需要，台州

的吉利汽车、华海药业等一批知名企业

也兴办了职业院校。“在这种模式下培养

出来的学生，能够掌握一线最新生产技

术，对企业文化认同度也高，毕业留岗率

和企业满意度都比较高。”华海药业人力

资源部高级经理张丽说。专业对接产业，

育人对接用人。台州通过实施“学历证

书+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每年可输
送约1万名学历技能“双证”人才。
今年9月，台州技师学院试行职技融

通长学制培养。电气自动化设备安装与

维修、数控加工和药物制剂3个专业的
135个名额，一经推出即报满。
“学院制定了岗位画像和相应的人

才培养方案，为企业订单式培养高素质

技术技能人才。未来，这些学生或将成为

上市公司的班（组）长、线（工段）长、车间

主任等高素质人才和储备干部，实现高

质量就业。”李金国说。

产教融合，实现校门厂门就业“零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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