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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minic Barton 

2016 年世界经济论坛（WEF）指出：“我们正处于一场新技术革命

的边缘，这场革命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生活、工作和彼此连接的方式。转

型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复杂程度之高，可以说是人类有史以来从未经历

过的。” 

这次被 WEF 称之为“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新技术变革，将各国的劳动

力市场推入了新轨道。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的研究，在未来几十年中，

全球 4 亿～8 亿人的工作可能会被自动化取代。目前，可完全自动化的工

作还相对较少（不到 5%）。但是在所有职业中，60%包含了大量（至少 30%）

可完全实现自动化的部分。在未来 15 年内，如果自动化以足够快的速度推

进——也就是说，企业能成功部署所有可行的技术进步成果——那么今天

德国、日本、美国一半的工作都能实现自动化（见图 1 和图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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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工业革命（具有中国特色） 

反观中国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由于目前的自动化发展路径相对平缓，

因此，服务、建筑等中等薪资职业的净增幅可能会最大（见图 3）。 



 

 - 5 - 

 

人均 GDP 意义上更壮大、更富裕的中产阶级，相应地，在创造工作岗

位方面起到的作用比先进经济体的中产阶级更加强大。人口老龄化的加剧

也会拉动对健康及相关领域工作岗位的需求。再者，由于中国相对于其他

新兴国家工资水平更高，且对技术持开放态度——中国既是工业机器人的

最大生产国，也是最大应用国——因此能创造出大量高薪资的工作岗位。

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GI）预计，到 2030 年，中国的中等薪资和高薪资

工作岗位数量将分别增加 29%和 21%。总的来说，中国的自动化就业损失

能够被弥补。 

尽管中国创造就业的前景相对光明，做出发展自动化的选择，未来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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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内需要应对如下挑战。 

定义中国的技能挑战 

虽然中国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但教育培训体系还无法满足不断增长

的对“终身学习”的需求。 

积极的一面是，中国已成功扩大中学和高等教育的规模，这在过去 15

年尤其明显。2000 年高校毕业生人数为 100 万，相比之下，2017 年达到

了 800 万，职业教育也在大发展。在某些特定领域，成果更为显著。例如，

在最近一次经合组织针对 15 岁学生的评估中，中国学生（来自北京、广东、

江苏和上海）表现优异。但相较于全国，贫困和农村地区的学生仍处于落

后水平。 

但也还有其他顾虑。 

首先，整体教育质量落后于发展的速度。一半以上新的大学就是改了

名的理工学院。虽然中国不乏世界一流学府——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排名

前 30 位——但很多高校都较为一般。 

其次，对于很多学生（以及他们的父母师长）来说，要紧的事是通过

高考。但考试绝不代表一切。劳动者未来从事的工作中，有越来越多的内

容要求具备当前教育体系所忽视的技能，比如敏捷思维、情商、抽象推理、

与他人合作解决问题。 

要解决技能再培训的挑战，中国的高等教育机构必须重新思考自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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