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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新时期劳动和技能竞赛形式更加多样，内容更丰富，它是全面提升劳动者素质的重要手段。论文依托近年来对典

型区域劳动和技能竞赛开展状况的调研，对竞赛活动给予劳动者的正向作用全面梳理，分析竞赛活动对劳动者素质提升的机理，

以及完善竞赛活动的建议。

Abstract: In the new era, the form of labor and skill competition is more diverse and the content is more abundant. It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workers. In this paper,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labor 

and skill competitions in typical regions in recent years, the positive effects of competition activities on workers are comprehensively 

sorted out, and the mechanism of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workers by competition activities is analyzed, and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competi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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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0 年底首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的举办，进一步显示

了中国政府对于产业工人队伍素质建设的决心和信心，也为

社会注入一股技术能量。伴随中国高质量发展目标的确立，

提高广大劳动者素质也成为重中之重。而劳动和技能竞赛一

直发挥着提质量、增效益、育人才的功能，在“十三五”期

间显示出不可低估的力量，在“十四五”计划中已经被全国

总工会和人社部门作为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提升劳动者

素质的重要工具。

2 竞赛对提升劳动者素质的作用体系

劳动和技能竞赛在全国规模以上企业有着广泛应用，近

些年还不断地从国有企业向非公企业渗透。很多劳动者借助

竞赛的平台实现了技术技能的快速成长，有的脱颖而出成为

令人敬佩的技术工匠。劳动和技能竞赛发挥作用的形式主要

有以下几个方面。

2.1 岗位练兵类的生产竞赛对基础劳动素养的提升

岗位练兵是一种引导员工立足本职岗位，学习知识、练

习技能、勇于创新、建功立业的业务类竞赛。岗位练兵以“干

什么、练什么、缺什么、补什么”为宗旨，将日常工作以竞

赛之心对待，工作结果也以竞赛评比方式展现 [1]。以此激发

广大职工“比、学、赶、帮、超”的上进心，练技术也练品

行，使得人人成为岗位上的“行家能手”。这类竞赛是同岗

位同时段的竞比，对共同进步整体提高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温州一家制鞋厂，就是利用智能化系统将岗位竞赛与生产线

上的作业端进行连接，劳动者（团队和个人）的业绩（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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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数量和质量）清晰显现，与同类生产线排名实时呈现，以

此激发各个劳动者不断修正自己的行为和技术。

2.2 “五小”竞赛等智能型竞赛对劳动者创新能力

的提升

“五小”（小发明、小创造、小革新、小设计、小建

议）、合理化建议等智能型竞赛活动，呈现出更多的创新型

训练，赛事对劳动者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提升很有帮助。

这类竞赛活动会引领职工立足本职岗位，全员参与，从“小”

做起，动脑筋想办法解决企业运行管理等各个岗位上存在的

问题，促进企业发展。合理化建议还培养着普通员工对企业

管理的参与意识。这类集职工素质提升和企业价值创造为一

体的竞赛活动，不仅是增强员工创新热情的助力剂，是创新

型人才成长和涌现的平台，也是企业提质增效、持续发展的

基础保障。上海的一位创新达人，就是通过一次创新竞赛获

得了组织的认同，让他找到了工作的意义，被竞赛点燃的他

从原来“混”的工作状态，成长为全市的创新先锋和劳动 

模范。

2.3 竞赛关联培训与交流对劳动者整体素质的提升

大的技能竞赛都会有专门的技能提升培训，培训通常会

配备技术高手提供集中指导。首钢集团的电焊赛手直言，这

种脱产的集中学习训练，对于很多一线普通职工是太难得的

提高机会，选手们的交流切磋，高能教练的关键性点拨与示

范，大大节约自我成长的时间，也在技能上突破自己摸索多

年都未必能够达到的高度。选手们即便赛事不能取得理想成

绩，对于选送单位来讲，都是获得了一个优秀的技能人才，

他们都能给本单位带回去可复制的训练经验以及技术指导。

2.4 参与赛事带来的自我认同与潜能挖掘

任何的竞技活动对竞技者的意念和行动都会产生有力的

激发，这种来自环境和自我的压力及目标动力，从一定程度

上可以让参赛者不断向内挖潜，从而培育出更好的个人素

质。比赛本身就是一种激励和激发，它利用人们争强好胜的

普遍心理和要面子心态，对参赛者产生一种外在压力，让参

与者从心理和行动上都高度关注赛事的内容和标准，不断地

打磨赛事作品和技能，将个人的创新力、注意力、学习力都

主动调动起来去做赛事的准备。而这一过程无疑会对劳动素

质（技能和知识等）带来整体提高。这是几乎所有参与竞赛

活动个体的共同感受，为备赛而进行的高度集中的学习和训

练以及深度思考，都是一种自我挖潜，无论赛事成败，对个

人业务能力和心理承受力以及自我管理能力都带来了真实

的提升。获奖者还能收获社会认同，这会直接提升自我认同，

让自己更有信心在以后的工作中做出成绩。每个赛场的竞

技，是对参赛者自我能力素养的一种检验，也是向同行参观

和学习的最好机会，棋逢对手，取长补短，这种营养的吸纳

无疑是极具个人成长价值的。

2.5 职工技能和创新工作室的常态化示范与引领

职工技能和创新工作室严格说是劳动和技能竞赛的高端

成果，也是推动劳动和技能竞赛的最佳孵化器。工作室一般

是由劳模或技术能人“担纲领衔”，组成一支各有所长的专

业团队。工匠、技能大师或者劳模们通常都是经历过劳动和

技能竞赛的选拔，在赛事中获得优异成绩，然后被委以重任，

以建立个人命名的工作室为平台。工作室的主要职责是服务

于企业攻坚克难任务；也作为工匠精神、劳模精神的示范窗

口，感召本单位的职工积极上进；也是高技能人才培养和技

术创新示范的重要基地 [2]。近些年，各级别的职工创新工作

室纷纷建立，对广大一线职工是巨大的鼓舞和支持，大批想

有更大作为和更好技能、素养的职工走进工作室，在这里获

得技术指导、创新能力训练和工匠精神、劳模精神的熏陶，

提升了自己的技能水平。

3 竞赛的素质提升机理与优化改进建议

3.1 劳动和技能竞赛对劳动者素质提升的机理解析

由图 1 可见，劳动和技能竞赛对劳动者素质的提升是全

过程、全方位的。无论是赛前、赛中还是赛后，都是劳动者

学习和交流的空间，也是不断增强个人心理素质、技术技能

和职业道德的场域。无论是基础素养培育的岗位练兵和技能

比武，还是更高精尖的创新能力培养，都是素质提升可依托

的平台。职工创新工作室作为绩优劳动者的日常聚合平台，

则为劳动者素质提升提供了榜样与示范，指导与实践。总之，

劳动和技能竞赛为劳动者素质提升提供的动力系统、设置了

压力环境，也提供了学习提升的导师资源和物资支持，竞赛

后的表彰奖励体系是有力的动力系统，既为下一轮的竞赛活

动树立了榜样，也让更多人获得肯定和激励。

3.2 优化竞赛活动对劳动者素质提升建议

3.2.1 推动竞赛全程数字化

数字化的发展为人力资源管理和开发提供了新工具。前

不久，在中国温州市相关部门的推动下，利用互联网进行连

接，实现了不同区域间的比拼空中现场，而关注赛事的人随

时可借助网络近距离观察和学习，竞赛现场的技能培育功能

充分实现。数字化的竞赛还对参赛选手进行技能、知识等多

个素质能力测试，通过数据分析，可以更清晰地展示选手的

优势或短板，进而可以开展针对性的培训和提高，使素质提

升更精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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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 扩增职工创新工作室

将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向普通的职工创新工作室延伸。

只要职工有想法、有干劲、有能力，都可以组建创新团队。

为此，组织可以成立不同层级和不同群体的工作室，充分利

用这种平台为普通职工的成长成才、干事创业提高更宽松的

环境。组织的认同和支持，对创新活动和群体建功立业非常

关键。

3.2.3 激励措施完善

员工参与竞赛活动的激励措施，会直接影响到赛事的参

与度和参与效果。有效的激励措施一定和职工最需要解决的

问题紧密相关。当今职工的整体素质、来源结构正在发生变

化，其需求也与以往不同。课题组调研发现：在工程工地的

农民工更在意奖金多少；新生代技工，80% 的被调查者期

待职业发展能力提升，78.2% 关注个人社会价值的实现和认

同 [3]。由此，竞赛的激励措施必然要多元化，要努力贴近不

同竞赛主体的需要来制定。

4 结语

劳动和技能竞赛作为产业工人队伍素质提升的重要抓

手，已然显现出良好效果，未来要不断优化赛事的内容和形

式，借助现代新技术，增强其对劳动者的吸引力和塑造力，

深入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长，完成国家产业工人队伍建设

的目标，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人才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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