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简介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世界经济竞争的重点从物质资本转向科技和人才。人力资

本的知识效应决定了人力资本是培育制造业区域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也是制造业不断

创新和保持竞争优势的基础。

2023年1月，人社部发布2022年第四季度全国招聘大于求职“最缺工”的100个职业

排行。与2022年第三季度相比，制造业缺工状况持续，汽车行业相关岗位缺工较为

突出，“汽车零部件再制造工”“工程机器人系统操作员”“汽车工程技术人员”等

职业新进排行，“汽车生产线操作工”位列排行前十；快递物流行业用人需求明显增

加，“采购员”“邮件分拣员”2022年四季度新进排行，“快件处理员”“装卸搬

运工”“网约配送员”“快递员”等职业缺工程度加大。截至2021年，我国技能劳

动者总量超过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超过6000万人，但我国技能劳动者占就业人

口总量仅为30%，从整个就业和经济发展需求看，我国技能人才总量仍然不足。截

至2022年底，全国技能劳动者超过2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超5000万名。产业转型

升级加速对高技能人才供给提出迫切需求，而劳动力市场中高技能人才长期供给不足

成形了供需错配，已经成为当前产业转型发展的瓶颈。

2022年4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

，审议《国家“十四五”期间人才发展规划》。会议强调，要坚持重点布局、梯次推

进，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北京、上海、粤港澳大湾区要坚持高标

准，努力打造成创新人才高地示范区。一些高层次人才集中的中心城市要采取有力措

施，着力建设吸引和集聚人才的平台，加快形成战略支点和雁阵格局。要大力培养使

用战略科学家，打造大批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造就规模宏大的青年科技人

才队伍，培养大批卓越工程师。要把人才培养的着力点放在基础研究人才的支持培养

上，为他们提供长期稳定的支持和保障。要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为各类人才

搭建干事创业的平台。2023年12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健全人

力资源社会保障基本公共服务标准体系全面推行标准化的意见》，《意见》明确加强

标准化顶层设计、健全标准体系、加快标准制定、完善政策标准、强化标准实施、推



动区域协同、开展效果评估、加强工作宣传、开展人员培训等9个方面的主要任务。

2024年1月3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印发《关于进一步规范职业技能培训管理工作

的通知》。《通知》提出，加强技能人才通用素质、中国特色企业新型学徒制、高技

能人才研修等重点领域，以及新产业、新技术、新职业、数字技能等新兴领域职业培

训教材及教辅材料开发与更新，推进职业培训资源数字化建设。2024年1月30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七部门发布《关于实施高技能领军人才培育计划的通知》

，要加强对领军人才供给需求的预测，结合经济社会转型、科技创新发展和产业结构

变革趋势，制定地方性、行业性领军人才专项培养计划。

中投产业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区域人才需求分析及人力资本建设战略研究报告》共九

章。首先研究了国内外制造业发展情况及我国制造业人才资源情况；接着分析了中国

区域制造业发展、人力资源需求以及区域人才流动现状；随后，报告对我国高等职业

教育政策、国内外产教融合情况以及区域的高等教育发展做了分析。最后，报告分析

了部分省市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和“双元制”教育在国内的应用，并对区域人力资本

建设的发展给出了对策建议。

本研究报告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统计局、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各省市教

育厅、中投产业研究院、中投顾问市场调查中心以及国内外重点刊物等渠道，数据权

威、详实、丰富，同时通过专业的分析预测模型，对行业核心发展指标进行科学地预

测。您或贵单位若想对区域人力资本建设有个系统深入的了解，本报告将是您不可或

缺的重要参考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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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行业协会、咨询公司、集团公司和各类投资公司在内的单位提供了专业的产

业研究报告、项目投资咨询及竞争情报研究服务，并得到客户的广泛认可；主导完成

了上千家产业园区或地方政府的产业发展规划编制，协助数百家家地方政府推进招商

工作和产业资源导入。

一一深圳市中投顾问股份有限公司把实践与理论相结合，提出了"空间是躯体，产业

才是灵魂"的规划理念；提炼出"建链、补链、抢链、强链"的产业发展思路；总结出

落地性极强的"预招商规划法"；提炼出"战术招商上升到战略招商才是破解招商困境

关键"的招商工作新思维；归纳出"规划、招商、运营三维一体"的园区发展策略；创

新提出城镇化建设要"遵循产城融合，更要注意产城协调"的科学发展模式；等等。

一一深圳市中投顾问股份有限公司以深厚的产业研究能力为基础，以"规划+落地"为

服务理念，以"咨询+资源"为服务模式，已经成为中国最专业的产业研究咨询服务机

构，并力争在未来5 年成为全球领先的产业投资与产业发展服务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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