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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改革开放至今,社会各个行业和领域都有了很大的发展。伴随着国家和社会的快速发展和进步,我国劳动力供给已经

无法满足企业的实际需求,劳动力的总需求正在不断的减少,从而逐渐形成了供给乏力和需求不足的局面。这两者之间形成了

双重的矛盾,导致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发生错位,同时也逐渐暴露出人口老龄化和劳动参与率低等问题。本文将以现代学徒制：

劳动力市场供给与需求的匹配之道为主线,进行简要的分析和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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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various industries and fields have developed greatly. Along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of the country and society, China's labor supply has been unable to meet the actual 

needs of enterprises, and the total demand for labor is steadily decreasing, thus gradually forming a situation 

of weak supply and insufficient demand. There is a doubl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two, which leads to the 

misalignment of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and the employment structure, at the same time, it gradually exposes the 

problems of population aging and low labor participation rate. This article will use the modern apprenticeship 

system: the matching of labor market supply and demand as the main line, for a brief analysis and descrip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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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现代学徒制而言,人们将其作为一种技能形成制度,可

以有效的增强学校与企业之间的合作。如果将其作为一种质

量进行考虑,则与劳动力市场之间存在着极为紧密的联系。就

劳动经济学方面而言,当前的学徒制能够按照企业的实际需

求进行技能人才的培养,以此来促进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

从总体的角度来讲,德国的双元制、英国现代学徒制等都是

比较典型的代表。相关工作人员致力于改善劳动力市场平衡

的措施,但对劳动经济学并不敏感,相关制度也不够完善和 

兴趣,更愿意接受；更愿意听专业课老师讲课；普遍认为专业

课老师教学过程中穿插信仰教育内容时,时间控制在10分钟

以内会比较好；在教学模式上尽量融进课程教学内容,随机穿

插,不要刻意讲,遇到典型事件的时候再好好讲一讲,平时少

讲,简单提两句就好,不要长篇大论的教学模式比较好。依据：

调查问卷第12-17题调查结果。(5)多数同学对课程思政化的

态度消极被动,也有很多同学对此持欢迎态度,只有极少数的

同学有抗拒心理。依据：调查问卷第14题调查结果。 

5 建议 

通过本次调查,我们可以清晰地感觉到学生的信仰情况

不佳,多数人没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或者适合的人生榜样；学

校原有的信仰教育效果不理想,吸引力小,多数学生对它没

感觉、没期待；学生的专业学习热情较高,对专业课老师的

信任度和期待感会比较高,同时,并不排斥在专业课教学中

适当融入信仰教育的内容。针对这些情况,我们建议： 

(1)学校应高度重视学生的信仰教育,全方位多角度地

开展信仰教育活动,积极帮助学生建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观和价值观,培养学生坚定的理想信念。(2)思政课老师要积

极改善教学方式与方法,更新改进教学内容,提升教学效果

和课程吸引力。(3)可以尝试在专业课教学中适当融入信仰

教育的内容。(4)加强师资队伍建设,强化“师德师风”要求

与信仰教育责任。尤其是专业课老师,不仅仅思想品德方面

要立得住,还要主动担负起一定量的信仰教育责任,同时做

学生人生道路上的职业领路人和道德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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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全,使我国现代学徒制的建立方向不够明确,很容易对市场

供给和需求的匹配原理有所忽略。下文围绕现代学徒制：劳

动力市场供给与需求的匹配之道展开一系列的讨论。 

1 劳动力市场不平衡的现状和问题分析 

如果把劳动力或劳动能力作为人体中的存在,将其作为

人类产生某种价值时所应用的智力与体力的总和。如此便可

以将劳动力市场定义为动态的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的运动。换

句话来讲,劳动力市场是一定时期和一定地区的劳工供求市

场。我国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科学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使得劳

工的概念已经不再是苦力劳工,当前所知的是技能型人才所

组成的群体,也可以将其称之为工作者。从宏观的角度来讲,

劳动力市场主要由政府、工作者以及企业这三大元素所构成,

彼此之间相互联系,能够从不同的选择当中选择出最为有效

的措施。工作者的主要目的在于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企

业则是追求团体利润的最大化,政府通过出台相应的政策及

调控措施维持各方平衡,同时也以征税或方法补贴的方式对

工作者和企业产生相应的影响。 

1.1劳动力供给和需求态势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社会在劳动力供给和需求结构

方面面临着难题。如果其他各方面的因素处于持平的状态,则

需要使以往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发生改变。劳动参与率和劳

动参与率更换去向的适当判断,可以对劳动力的供给产生直

接的影响。 

在劳动力需求态势方面,我国在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

道路上,就业以及产业结构和国民收入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

系,期间所存在的规律和人均收入的增长之间存在着较大的

一致性,将先前第一产业的劳动力转移至第二产业,之后再经

过经济增长,将其转移到第三产业当中。经过相关人员的调查

统计发现,我国的生产总值水平增长速度飞快,整体的产业布

局也在不断的优化。第一产业劳动力的需求量逐渐下降,第二

和第三产业对于劳动力的需求量显著增加,加以科学技术水

平的不断提高和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当中各个行业的实际需

求也在发生了激烈的变化。 

1.2劳动力市场面临供给乏力和需求不足的问题 

劳动力所供应的人口红利正在一点点的小时,结构逐渐

错误。生育力偏低,劳动参与率以及人口结构等因素的影响,

劳动力的供给直线下降。与此同时,各个年龄段的劳动力所

占比例也在进行相应的调整。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大学生就

业难,用工荒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之下,使得劳动力供给的结

构错位情况日益严重。不仅如此,随着国家经济的不断发展,

劳动力需求结构日新月异,导致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不匹

配。不仅如此,在社会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当中,二三产业吸

引了大批的劳动力,因而导致第一产业冷清。在教育方面,

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性,各个高校所设专业不够科学合理,在

产业结构的影响之下,进一步加剧了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

错位。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导致国民就业压力日益增大,

劳动力供过于求,进而出现了供不应求以及个别行业供过于

求矛盾的出现。 

2 劳动力市场不平衡分析 

所谓劳动力市场不平衡,实际上指的是劳动力市场供求

关系原本所应用的动态平衡被破坏。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动

态机理不光只是在供不应求和供过于求两个方面所体现。究

其原因,主要在于我国当前的经济、政治、文化、教育以及

人口分布情况,具有较高的复杂性。尽管如此,要想形成新的

机制,从而可以缓解和解决社会矛盾,首先应该对变量进行

有效的控制,将影响校对较小的因素进行排除。 

从劳动经济学的角度出发,动态的平衡是供给和需求彼

此互动所形成的结果,同时也可以用于二者之间平衡的检

测。从总体的角度来讲,可以将其分为三个方面,分别为质量

匹配、结构匹配以及总量匹配。如果没有政治因素的影响,

工作者在寻求职业以及企业在寻求工作者的过程当中一定

要趋向于一种平衡,如此才能够保证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平

衡。工作者通过就业才能够生存,在这一因素的影响下,势必

要掌握相应的素质和技能。 

从教育学的角度出发,职业教育与就业之间联系最为紧

密,彼此之间应该形成良好的对接,进而能够有效的促进大

学生就业。尽管如此,我国在高等职业教育模式上依然不够

成熟,无法保证教学效果和质量,因而会引发一系列的问题。 

3 现代学徒制是劳动市场不平衡的解决之道 

3.1分层匹配 

就同一个工种和产业而言,劳动力市场技能水平的需

求也有着不同层次的划分,从而将劳动力分为不同的等级。

低级工作者很难进入到高端的工作岗位,而高端的劳动者

也无法匹配到低级岗位,如此一来,势必会导致劳动力的严

重流失。应用分层的现代学徒制,可以有效的解决由于技能

分层错位所造成的供求关系不平衡的问题迎刃而解。不仅

可以进行直接的匹配,同时也可以有效的减少劳动者寻求

企业的时间,从而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劳动力。现代学徒

制的开展一定要以深入岗位分析和学徒制的轮岗作为前

提。在内部流动方面,首先应该对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进行

优化,采取适当的措施激发和加强工作者的积极性,使之能

够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当中,在此基础上也可以有效

的增强匹配度。 

3.2年龄分层 

通常情况下,学徒都是凭借兴趣或长时间的学习,才能够

掌握相应的技能。具有更高的优先等级。在英国,相关管理部

门将国家职业资格与学徒制之间进行了紧密的联系,将其分

为不同的阶段。荷兰与法国都是采用类似于英国的方式。由

此可知,不同年龄段的学徒可以通过多个阶段的学习,不断的

提升,从而使得技能人才的年龄结构能够与社会需求结构进

行科学的匹配。 

3.3总量匹配 

总的来讲,劳动力和劳动市场之间的匹配应该达到某种

平衡状态为最理想的效果,同时也是劳动力市场能够长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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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重要因素之一。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我国城市化建设脚

步逐渐加快,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人口出生率较低,加以科

学技术水平的不断发展,而社会各界对于劳动力需求的总

量也在不断的提高,从而使得劳动者必须在自身素质和技

能水平方面进行有效的提高,这也是实行现代学徒制的根

本目标之一。 

如果劳动者无法与企业进行有效的匹配,势必会导致二

者之间彼此寻求低效或无效。正因为如此,如果劳动力市场

不能有效的实现均衡,不仅无法增加国民的收入,反而还会

对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进步造成极为严重的影响和阻碍。 

3.4结构匹配 

在劳动力分配方面,市场和劳动力都是最为基础的因

素。实际上,劳动力市场的正常运行和发展需要凭借相应的

制度和平台,坚持原则,如此才能够实现平衡的状态。另外,

还应该保证要素市场的灵活性,使之可以积极的反应企业和

劳动者之间的结构调整。现代学徒制主要是为了保证市场能

够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使劳动者能够与企业之间积极的

互动。 

岗位的稳定性直接影响着总量能够维持动态的平衡。现

代学徒制的内部主要是对学徒的在校学习以及工作场所学

习的时间进行配置。外部则是需要企业、个人以及政府在时

间和金钱方面的投入。 

4 结语 

前文以现代学徒制:劳动力市场供给与需求的匹配之道

为主线,进行了简要的分析和描述。从总体的角度来讲,社会

的发展与国家的进步与各个行业企业的发展有着直接的联

系,而企业的发展需要以人才作为基础,应该保证劳动力和

企业之间的供需平衡关系,以此促进劳动力市场可以全面实

现良性发展,提高国民的整体收入,促进各个领域和行业的

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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