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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点事件：年轻人不愿进工厂

一、热点概述

“目前，职业教育普遍存在非兴趣入学的状况。年轻人就业脱实向虚，对技术的追求缺乏热情，不

愿进工厂。”2024 年全国两会召开在即，全国政协委员、九三学社上海市委员会副主委邵驰表示，技能

型人才是支撑实体经济发展的主力军，但目前中国的技能型人才队伍存在总量不足、结构不优、配置效

率不高等问题。为此，他将提案建议加快推进职业技能人才培养，破解“年轻人不愿进工厂”难题。

加快职业技能人才培养与破解“年轻人不愿进工厂”难题，是两个层面的问题。前者是人才培养问

题，后者是社会需求问题，这两者当前存在脱节、“供需两张皮”。职业院校毕业的学生，有相当比例

不愿意进工厂，这既影响技能人才培养质量，也影响制造业等实体经济发展。为此，只有坚持以需求为

导向，着力破解“年轻人不愿意进工厂”这一难题，才能推进职业技能人才培养，满足社会对高素质技

能人才的需求。

二、答题素材

1.事实（举例）论证：

（1）让年轻人和工厂“双向奔赴”要让工厂更“香”。当前，我国制造业正加速向数字化、智能

化转型，直接改变着技术技能人才的职业发展环境。仅以广东为例，作为经济大省、制造业大省，广东

正加速发展新质生产力、推进产业科技互促双强，对高素质技能技术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传统产业转

型升级、新兴产业竞相发展、未来产业孕育孵化，意味着“工厂”早已不是过去的概念，它们更高端、

更智能，正用自身魅力吸引更多年轻人投身其中。

（2）工信部发布的《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显示，到 2025 年，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人才需求

总量为 6191.7 万人，而人才需求缺口为 2985.7 万人。对此，有人提出，要加快技能人才培养以满足人

才需求。我国职业院校近年来也增加了相关专业点、扩大技能人才培养规模。据报道，2023 年，全国共

有 6500 多所职业学校开设制造业相关专业点约 5.2 万个，专业布点规模比 2022 年进一步扩大。但是，

如果不解决“年轻人不愿进工厂”这一问题，即便扩大技能人才培养规模，在市场化就业背景下，职业

院校相关专业的毕业生，也有可能不到工厂就业。此前，就有面向全国职业院校学生进行的调查显示，

63.97%的受访者表示毕业后不会选择进入工厂、工地、车间等一线基层岗位。这表明不能靠加快技能人

才培养来解决年轻人不愿意进工厂的问题，而需要换一个思维。

2.道理论证：

（1）眼下，不少人选择职业院校，仍是“学习不好”的无奈之举；一些家长也将学技能视为读高

中、大学之下的“次等出路”。对此，仍需在全社会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良好风尚，要在培养、使用、

评价、激励等各环节强化保障，让技能人才更有奔头，进而激励引导更多年轻人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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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路。有一天，学生觉得学技能稀松平常，家长觉得孩子进厂“脸上有光”，“年轻人不愿进工厂”

已然彻底解决。

（2）职业院校开展高质量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让学生提高技能、掌握现代技术，对他们选择

到工厂工作有着重要的作用，这也才能形成高质量职业教育、高素质技能人才培养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的良性循环。问题在于，开展高质量的产教融合，一方面需要与高端的制造企业合作，另一方面需要投

入大量经费。这就要求淘汰落后的产能，同时要加强对职业教育的投入。然而，我国对职业教育的投入

是低于对普通教育的投入的。因此，亟需从需求角度来破解“年轻人不愿进工厂”难题。

3.原因分析：

（1）工厂的工作环境、工作内容与薪酬待遇，缺乏对年轻人的吸引力……

（2）眼下，不少人选择职业院校，仍是“学习不好”的无奈之举……

三、出题方向

（一）你怎么看？

1.近几年，招工难已成为很多企业面临的最大问题之一，尤其是在电子制造业领域，缺工现象

更是十分普遍。但是目前职业教育普遍存在非兴趣入学的状况。年轻人就业脱实向虚，对技术的追

求缺乏热情，不愿进工厂。对此，你怎么看？

◎审题判断——你怎么看？（热点现象类）——答题结构【点题/破题-影响-原因分析-过渡-对策-

总结结尾】

◎解题思路

第一步——点题/破题：

制造业作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主体，可以说是“立国之本、兴国之器、强国之基”，但是现在却

出现了招工难、“年轻人愿意进工厂”的现象。对此，我认为我们需要理性看待……

第二步——影响：

其一，职业院校毕业的学生有相当比例不愿意进工厂、当蓝领，这既影响技能人才培养质量，也影

响制造业等实体经济发展……

其二，年轻人不愿进工厂，也会导致我国技术型人才与知识型人才比例的失衡，技能型人才队伍存

在总量不足、结构不优、配置效率不高等问题随之产生……

第三步——原因分析：

首先，“进厂打工”不少岗位薪资待遇偏低，职业发展空间受限，工作内容相对枯燥，缺乏对年轻

人择业的吸引力……

其次，社会上对于进厂“打螺丝”仍然存在刻板印象和偏见，将选择职业院校视为“学习不好”的

无奈之举；一些家长也将学技能视为读高中、大学之下的“次等出路”……

第四步——过渡：

以上现状提醒我们，要想实现年轻人和工厂的“双向奔赴”，我们还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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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步——对策：

第一，让工厂更“香”。我国制造业要加快向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加速发展新质生产力，逐步扩

大对高素质技能技术人才的需求，逐步改变技能人才的职业发展环境，打破工厂在大众眼中干脏活、干

累活的刻板印象，以更加创新、包容、高端的面貌吸引年轻人加入到制造业大军中来……

第二，年轻人更“专”。要加快推进职业教育改革，深化产教融合。比如紧盯当地战略性新兴产业、

重点行业、紧缺专业等，调整、优化专业设置，鼓励开展特色鲜明的产教融合实践，更加精准有效培育

重点行业高技能人才队伍，让年轻人获得更高质量的职业教育，实现高质量就业自然水到渠成……

第三，让风向更“正”。宣传部门要积极引导，在官方媒体平台上进行科普宣传，打破偏见，在全

社会持续营造崇尚技能的良好风尚。同时也要在培养、使用、评价、激励等各环节强化保障，让技能人

才更有奔头，进而激励引导更多年轻人走上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第六步——总结结尾：

打破“年轻人不愿意进工厂”这一僵局。还需要我们在教育、宣传、产业升级方面“狠下功夫”。

我相信通过以上措施，年轻人能够脱下“长衫”，穿上“工装”，为制造业的可持续发展献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