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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培训

1 大企业内训难“解渴”又怕做“嫁衣”

“好不容易培养了几名物联网安装调试员，可技术刚一成
熟，人就都走了。”陕西一家大型消费者物联网公司总经理黎
小辉说，看到物联网的巨大市场，自己花大代价给他们进行
物联网操作技术、单片机安装、安卓编程以及云平台搭建等
知识的培训，结果还没展开业务，就被几家高新技术企业以
诱惑力极高的年薪挖走了。

黎小辉无奈地说：“像这样刚培训成熟就被挖墙角的情况
比比皆是，都为中小企业做了‘嫁衣’，谁还愿意花大代价进
行培训。”

基于这种恶性循环，即使一些企业开展相关培训，也难
真正“解渴”，更多的是隔靴搔痒。

“我们需要心理学、美学以及一些前沿的时尚元素进行专
业提升，但单位通常都是一些为培训而培训的‘说教型’传
达式内训！”西安高新区某大型企业高级形象顾问李佩说，

“搞的这些培训都不痛不痒，很难真正提升自己。”

“没有专业人才，接不到核心业
务；接到关键业务了，没人干。”感觉到
公司“人才荒”，时常觉得应该下大力
气培养一批骨干力量的某网络公司总
经理王权健说。

王权健想花大价钱帮助职工技能
提升并考取一些关键证书，但风险太
大。为防止大家离职，需要和职工提

前签订最少服务年限协议，结果很多
职工不愿意，觉得束缚了自由。“比我
们大的企业有师资有资金都不愿自己
培养人才，我们这小公司没‘高手’、没
专门经费、也没有精力，想要人才只能
挖同行企业的墙脚。”省内一做新型多
媒体业务的传媒公司副总经理杜伟说。

杨凌一新建智能农业企业的人力

资源总监穆纯悦直言，我们单位要的农
业经理人都是成熟能干事的，比起耗时
耗力一点一点培养，我们宁愿花大代价
直接挖经过考察的“现成的”人才。

在这种各方都有小心思的情况
下，大量新兴职业行业便形成了这样
一种循环：大企业人才流失严重，行业
内人才流动过于频繁。

2 中小企业要人才大多只想挖墙脚

大型省属国企信息部门新人赵
凯，不想从事日复一日的简单叠加劳
动，他坚定地认为，数字化管理是今后
社会发展的绝对趋势，并一直建议分
公司要提前谋划，培养专门人才，可在
单位复杂的培训机制下，很难实现。

他咨询和试听了不少培训中心和
短训班，都差强人意，基本没有那种专业
对口的培训班。同时，他发现，企业的培
训更注重有特定基础的职工的技能提升
培训，像他这样的新人，很难有机会找到
合适的培训。

于是，赵凯只能用笨办法，运营流
程维护、工作流协同、大数据决策分

析、企业上下游在线化连接等一点一
点自学，靠着勤奋，他把自己逐渐熬成
了一个还算不错的“高手”。

“我能有今天的成就，都是自己花
费大量金钱和无数个夜晚自学的，单
位让我给同事毫无保留地传授，我不
愿意！”已成为数字化管理师的赵凯
说，“我们单位就我一个人从事这项工
作，大家都会了，我也就没竞争力了。”

和赵凯一样，带货主播刘小雨也
是类似的想法。

“我做直播，可这个行业针对圈
里人的提升培训并不多。”带货主播
刘小雨说。她入行半年多，创建了

一家直播运营工作室，可招不到理
想的专业文案策划运营师、布景
师。无奈她只能一人兼数职，无数
次模仿并从别的主播那里领悟提
升。历经千辛万苦，但还是因为各
种原因没能坚持下来。

“我曾找过几个业内的‘高手’，但
出于竞争考虑，并没人愿意教我。没
办法，我花了无数次冤枉钱，一点一点
地从各种皮毛式培训中逐渐积累！”加
入别人工作室工作的刘小雨说，现在
她的负责人想让我给大家培训，让大
家少走弯路，可自己“很纠结，有点不
太情愿。”

3 员工自学成才后不愿带徒

《2019年生活服务业新职业人群
报告》显示，在某些重技能、快速迭代
的新职业领域，个人自费参加培训成
主流，71.2%的新职业从业者参加过职
业培训，而参加过公司组织的职业技
能培训的仅占34.8%。

“即使自费技能提升，也很难真正
学到东西。”这已成为很多新兴职业从
业者的直接感受。

比如，在线学习服务师、陪购师、
网络运营师、收纳师等，这些新消费领
域催生出的新职业，因为当下都没有
统一的行业标准，自然没有统一的培
训标准。

渴望成为在线学习服务师的彭城
说，今年 5月，人社部公布了 10个新
职业，其中之一是在线学习服务师。
在线学习服务师是运用数字化学习

平台为学习者提供个性、精准、及时、
有效的学习规划、学习指导、支持服
务和评价反馈的工作人员。

“最难的是目前并没有统一的行
业标准，在线学习服务师的教学质量
很难考核，服务师的能力高低也很难
说得清。”彭城说，“培训机构鱼龙混
杂，培训内容更是五花八门，有的甚至
还神乎其神地讲心理学和风水！”

4 新职业培训需要统一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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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 注■

中小微企业喜欢“现成的”，大企业怕
做“嫁衣”。面对新业态，当下不少企业在
新职业技能提升方面缺乏积极性，稀缺的
第一批新职业从业者又不愿“分享”。新
业态从业者如何提升职业能力，仍是新职
业之困。

从 2010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职
业培训促进就业的意见》，提出构建面向
全体劳动者的职业培训制度，我国近年密
集出台了相关政策，面向全体劳动者的终
身职业培训制度逐渐确立。

“如何为新职业从业者提供可持续发
展的技能提升渠道，在线学习或是突破
口。”黎小辉说。

《新职业在线学习平台发展报告》显
示，在新职业学习方式的选择上，72%的
用户选择线上学习。他认为，在线学习打
破了时空限制，为学员提供了灵活、方便、
统一标准的学习体验，将成为未来主流学
习方式。

黎小辉说：“未来一定是个知识共享
的时代，在当前培训力量分布不均的情
况下，可以大力发展线上培训，让‘资源
高地’的师资服务薄弱地区在岗职工，持
续不断地提升他们的职业能力，才能更好地服务各地
经济。”

而王权健认为，单纯线上满足不了在岗职工高效
学习的需求，线下报班学习又没有大把时间，只能利
用生活中的零星时间来提升技能。“所以线上课程进
行辅助和引导，再结合短期的线下集训效果最好。”王
权健说。 □本报记者 王何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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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业态、新技术
催生出不少新职业。然
而全日制学校培训难以满足
新职业岗位需求，短期培训又面
临着企业积极性不高、缺乏统一
培训标准、无合适培训机构等诸多
问题。

连日来，记者调查发现，
新职业从业者提高职业技
能面临重多挑战。

新职业之困新职业之困：：
企业内训难企业内训难““解渴解渴”” 员工学成不带徒员工学成不带徒

随着互联网发展，各种新职业相继出
现。数据显示，在这些重技能、快速迭代的新
职业领域，参与过公司组织的职业技能培训
的职工只占少数，个人自费参加培训成主流。

在新职业技能培训方面，大企业有钱
有师资，但是不少职工技能提升后就跳
槽。中小企业没师资没培养实力，想要人
才只能奉行“拿来主义”，这导致企业在职
工培训方面积极性不高。

当前大部分培训都是公司按照计划安
排的，职工也是有安排就学，没安排就不
学。培训内容学员都是被动接受，类似于我
们从小到大的“填鸭式”教育，效果不能说没
有，到底有多大因人而异，但是肯定有改进
空间。而培训内容离职工的职业发展需求
往往也存在一定差距。正如新工所讲，企业
培训更注重有特定基础的职工，像他们这样
的新人，很难有机会得到合适的培训。

另外，在新职业里有自学成才的一些
高手，却并不想带徒，这种情况下，当以激
励为主。当然，光有激励是不够的，在技术
上也要有一定的准备，如培训的目标一定
要明确，测试的标准也要清楚，为职工自学
创造条件，否则职工就很迷茫，不知道学习
哪些东西对企业有用，对自己有利。

工作绩效提升的快慢，需要职工和企
业共同努力。职工的创造性是无限的，只

有立足岗位实时学习、永续学习，做好自我
培训；企业提供精品实用内容，做好服务，
精准把脉，才能走出培训困境。

此外，还需做到——大企业内训不怕
做“嫁衣”，中小企业要人才不止是只想挖
墙脚，并制定新职业培训的统一标准，把
企业间知识共享作为突破口，如此才能
真正解决“企业内训难‘解渴’ 员工学成
不带徒”的困境。 □王青

精准把脉才能走出培训困境■评 论■

本报讯（张昆）日前，第五
届全国高校青年教师教学竞赛在
南京举行。经过激烈角逐，西安
交通大学刘源荣获思政组一等
奖，省教科文卫体工会荣获优秀
组织奖，续写了陕西参加此项比
赛的优异成绩。

本届大赛共分为文科、理科、
工科、医科、思想政治课专项等五
个组别，全国 31个省（区、市）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 162名优秀
教师济济一堂，切磋技艺。竞赛
伊始，省教科文卫体工会全程跟
进备赛过程，制定详细的备赛方
案，严控时间节点，积极协调省
教育厅、各高校工会和学校教发
中心，做好参赛选手后勤保障工
作，并对每位参赛选手进行了个
性化培训，为取得佳绩奠定了坚
实基础。

全国青教赛是各大高校针
对青年教师教学发展与培养的
关键平台，是参与面最广、学科
门类最全、组织规模最大的全
国性高水平教学类竞赛，其总
体特点是专业要求高，备赛强
度大，涵盖 20 个完整的教学设
计与教学阶段的准备，对青年
教师来说是挑战，也是展示风
采的平台。

新华网北京11月3日电 教育部、国家
统计局、财政部近日发布了2019年全国教育
经费执行情况统计公告。公告显示，2019年
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为50178.12亿元，首次
超过 5万亿元，比上年的 46143.00亿元增长
8.74%。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为 40046.55亿
元，首次超过4万亿元，比上年的36995.77亿
元增长 8.25%，占 GDP 比例为 4.04%。自
2012年实现4%目标以来，这一比例连续8年

保持在4%以上，4%成果进一步巩固。全国一
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为34648.57亿元，比上年
的31992.73亿元增长8.30%，占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238858.37亿元的比例为14.51%，比上年
的14.48%提高了0.03个百分点。

根据统计公告，2019年全国幼儿园、普
通小学、普通初中、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
校、普通高等学校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
费增幅分别为：12.30% 、5.48% 、5.00% 、

8.36%、5.99%、5.43%；全国幼儿园、普通小
学、普通初中、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普
通高等学校生均一般公共预算教育事业费
支出增幅分别为：14.32%、5.97%、5.33%、
9.23%、8.31%、5.09%；全国幼儿园、普通小
学、普通初中、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普
通高等学校生均一般公共预算公用经费支
出增幅分别为：11.50% 、1.76% 、2.68% 、
8.17%、5.84%、3.81%。

新华社北京 11月 4日电 （记者 姜
琳）记者 4日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获
悉，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世界技能组织经
与中国及各成员反复研究，决定将原定于
2021年9月在上海举办的第46届世界技能
大赛推迟一年举办。

世界技能组织将与中国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上海世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
另行研究确定具体举办时间。

受此影响，原定于 2023年在法国里昂
举办的第 47届世界技能大赛也将推迟至
2024年举办。

陕西代表队在全国青教赛中获殊荣

近日，宝鸡
文 理 学 院 开 展

“双百工程”红围
脖暖冬行活动，
为 太 白 县 靖 口
镇、太白河镇和
黄柏塬镇中心小
学赠送红围脖和
手套各 320 多条
（双），篮球、围棋、
足球等文体活动
用品44个种类共
1452 件。据悉，
该活动已连续开
展了7年。

□韩恩强 摄
近日，西

安工业大学
对 2020 级军
训新生进行

“ 弘 扬 民 族
精 神 、担 当
强 军 使 命 ”
主题国防教
育讲座。图
为副校长刘
发林为同学
们上国防教
育课。

□周新梁
杨飞 摄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例连续8年超4%

上海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

将延期一年举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