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工业 5.0 与未来教育 | 未来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对未来教育的思考目前主要有两个维度：技术维度和社会维度。

前者指的是教育如何利用新技术（如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来发生转变。这一维度对教育

来说，有一定的主动性在里面，即不是因为不利用新技术就无法继续开展教育活动，而是因为利用

新技术可能会使效率提高，也就是说这一维度所要解决的更多是教育的“发展”问题。例如，虽然出

现了电子白板，但并不意味着原来的粉笔+黑板不能用了，而是因为使用电子白板可能会使教学的

效率更高。

后者指的是教育应对社会发展变化而发生转变。由于培养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人才是教育的一个重

要功能，所以如果社会发生了变革，人才需求可能也会随之变化，这时教育就不得不做出转变来应

对这样的变化，也就是说这一维度对教育来说，有一定的被动性在里面，其解决的更多的是教育的

“生存”问题。当然这两个维度不是截然分开的，它们可以结合起来进行思考，如探讨如何利用新技

术来更好地培养符合未来社会发展需求的人才。

目前，从学术界的探讨来说，从技术维度来思考未来教育的相对居多，如我们之前推送的《人工智

能与未来教育走向》即是其中代表。

从社会维度来思考未来教育，相对而言不是很多。鉴于此，本文从这一维度出发，围绕下面三个问

题，通过梳理编译本月欧盟发布的《工业 5.0：迈向可持续的、以人为本的、富有弹性的欧洲工业》

（Industry 5.0：Towards a sustainable, human-centric and resilient European industry）报

告和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提高技能：实现共享繁荣》（Upskilling for Shared Prosperity）与《构

建工作技能共同语言：全球分类学》（Building a Common Language for Skills at Work: A Global

Taxonomy）报告来对此进行一点尝试性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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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社会什么样？

了解未来社会将是什么样是教育培养符合社会发展需求人才的一个基本前提。那么未来社会将是什

么样子的呢？欧盟新近发布的《工业 5.0：迈向可持续的、以人为本的、富有弹性的欧洲工业》报

告为这一问题的回答提供了一个参考的视角。

该报告认为，工业是欧洲经济的最大贡献者，但面临着不断的挑战，而应对挑战只有持续不断的创

新才能实现。目前指导欧洲工业发展的是“工业 4.0”的概念，但“工业 4.0”主要是一种技术经济观点，

较少关注社会公平和可持续性的原始原则。它表明了通常起源于非工业环境的更普遍的技术（数字

化和人工智能驱动的技术）进步将如何影响工业价值链，以及它们将如何改变工业的经济地位。它

描述了工业将如何利用技术更好地应对不断变化的世界和经济，这方面确实也做得很好。

然而，报告指出，工业变革的浪潮将产生涟漪效应，远远超出工厂的技术变革。转型后的工业也将

对社会产生变革性影响。对于工业工人来说，这是最重要的，他们可能会看到自己的角色发生变化，

甚至受到威胁。角色的转变和对复杂技术的依赖将需要新的技能。

http://mp.weixin.qq.com/s?__biz=MzU3Nzg3OTU5MQ==&mid=2247503799&idx=1&sn=2ba790e7c22a6a62f7d01612971379f0&chksm=fd7f64ffca08ede9218d5f93f263200efba9db65eff4f8abfe39cbe9e54dab17266ad8dd500b&scene=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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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该报告提出了“工业 5.0”的概念。它强调了将工业置于未来欧洲社会的决定因素，这些因素

不仅是经济或技术性质的，而且具有重要的环境和社会方面，它包括三个核心要素：以人为中心、

可持续性和富有弹性。

“以人为中心”是指工业中要将人类的核心需求和利益置于生产过程的中心，而不是以新兴技术为出

发点及考察其提高效率的潜力。这就意味着：不是问我们能用新技术做些什么，而是问新技术能为

我们做什么；不是要求工人调整自己的技能以适应迅速发展的技术需要，而是利用技术使生产过程

适应工人的需要，例如指导和培训工人。另外还意味着要确保新技术的使用不会侵犯工人的基本权

利，如隐私权、自主权和人的尊严。

“可持续性”指的是工业要尊重地球的边界，要再利用、重新目的化和循环利用自然资源，减少浪费

和对环境影响。这意味着：要减少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避免自然资源的枯竭和退化，确保当

代人的需要而不损害后代的需要。

“富有弹性”指的是需要提高工业生产的稳健性，使其更好地抵御干扰，并确保它能够在危机时期提

供和支持关键的基础设施。地缘政治的转变和自然危机，如 Covid-19 大流行，凸显了我们当前全

球化生产方式的脆弱性。应通过发展具有足够弹性的战略价值链、适应性强的生产能力和灵活的业

务流程来实现平衡，特别是在价值链服务于基本人类需求（如医疗保健或安全）的情况下。

该报告继而指出，这一新的发展理念对欧盟很多方面都有好处，是欧盟未来社会发展的一个愿景。

为此，欧盟也正在采取一些措施积极推进这一愿景的实现，其中在教育方面的一个重要行动就是更

新“数字教育行动计划（2021-2027 年）”，该计划的一项重要内容是提高数字技能。之所以如此，

报告指出，教育、培训、技能再培训和技能提高培训是适应产业数字化转型时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

题之一，因为合格的人力资本对于实现这一目标至关重要。然而不是每个人都有条件接受再培训，

因为有些工人甚至可能缺乏继续教育和培训所需的最基本的数字技能。

欧盟所提出的“工业 5.0”发展理念下的社会愿景虽然不一定是未来社会的走向，但至少为我们提供

了一个想象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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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来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

对于未来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才或者说未来社会的人才需具备什么素养，目前众说纷纭。所以有必

要就未来人才素养进行一个分类学的梳理。世界经济论坛新近发布的《构建工作技能共同语言：全

球分类学》就是来解决这一问题的。该报告提出了一个全球技能分类框架，它侧重于快速变化的劳

动力市场中日益相关的技能，其目的是通过允许用户对照这个框架交叉使用他们的分类法，作为现

有分类法在学习供给和需求方面的“通用适配器”。

该报告援引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未来工作报告 2020》指出，到 2025 年，50%的员工需要重新

培训，预计未来 5 年，现有工人的核心技能将发生变化。



报告提出的技能框架分为 5 个层级。其中 1-3 级为基本框架保持不变，第 4 层级可随着技能格局的

不断变化而进行调整；第五层级由最终用户（即雇主、学习提供者和政府）自己决定，可以“插入”

自己的分类法。



世界经济论坛的这一全球技能分类法为人才识别、评价、培养等提供了一个对标工具。例如，报告

建议，对于用人单位，可以利用该分类法来更新职位描述，使之成为一个宣传各种技能的职位，而

不是有特定学位要求的职位。而且研究发现，使用以技能为基础的招聘方法预测初级员工的工作成

功率是学位要求的五倍。以后在招聘过程中，学位要求可以完全取消，雇主可以与技能评估平台合

作，根据他们的特定技能对潜在候选人进行评估。

再如，职业技术教育机构和高等教育机构可以与雇主合作，利用这一分类，以确保就业人员具备在

劳动力市场取得成功所需的特定技能。课程和学习路径可以调整为专注于特定技能的发展，而不是

针对角色和学位。

另外，报告还建议中小学教育机构在制定课程时应参考该分类法，以确保儿童学习符合未来就业技

能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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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培育未来人才？

世界经济论坛新近发布的《提高技能：实现共享繁荣》报告为这一问题的回答提供了一个全局的视

角。该报告首先通过实证研究指出，到 2030 年，大规模的技能提升投资有可能使 GDP 增长 6.5

万亿美元；增长最快的是那些技能差距更大的地区和经济体，而且通过与新技术相结合的技能提升

潜力最大；到 2030 年，提高技能可能会净创造 530 万个新工作岗位。这说明，技能提升对未来经

济发展具有显著的回报，那么该如何做呢？该报告提出了四个关键领域的建议：

1.所有利益相关者：建立一个强大和相互关联的生态系统，致力于全面提高技能的议程，并给人们

参与的机会。

描绘不断变化的工作环境，预测未来的技能需求；

共同确定一套衡量行业、国家和地方各级就业质量的指标；

建立一个共同的研究框架，以了解劳动力市场和技能不匹配的动态和预测；

确定成功引导劳动力市场转型和提供良好就业的政策杠杆；

2.政府：采取灵活的方法来推动国家技能提升举措，与企业、非营利组织和教育部门合作。

在国家复苏计划中优先为技能提升提供资金；

认识到来自政府部门就业和相关供应链的经济、技能建设和包容性潜力；

支持和鼓励绿色投资和技术创新；

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培育产业投资项目；

鼓励对各产业中长期最可能需要的技能和工作类型的透明化；

3.商业：将提高技能和劳动力投资作为核心业务原则，并作出有时限的承诺。

制定明确的“人员计划”，采用以人为中心的方法，使技术与工人及社会的需求保持一致；

对提高员工技能做出长期承诺；

促进内部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多学科协作；

与劳工代表一起，确保良好的工作，并同意工人论坛和共同标准。



4.教育提供者：拥抱未来工作，将其再造人人终身学习正常化的源泉。

优先考虑那些与商业合作的“及时”而不是“以防万一”的职业和高等教育课程；

扩大为促进终身学习的自主学习供给和纳米学位；

在国家资格体系和终身学习之间架起桥梁，使技能得到全球认可；

在全球范围内将学校和学习场所连接起来。

总之，培养未来需要的人才，首先需要判断未来社会是什么样，对于这一问题可以从多种视角去思

考，欧盟的“工业 5.0”提供了一个经济学的视角。另外，还需要明确具备什么样技能的人才是未来

社会所需要的，虽然在不同的国家和经济体可能会有所差异，但世界经济论坛提出的全球技能分类

提供了一个对照参考的框架。最后，在未来人才培养上虽然教育发挥着关键作用，但是更需要教育

与社会其他部门之间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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