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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匠精神的不足导致产品质量不高吗?
*

———来自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 CEES) 的经验证据

程 虹 田宏邈

摘 要: 对于工匠精神与产品质量间的关系，学术界已经从多个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但

是现有文献并没有给予工匠精神以严格的分类，特别是没有研究工匠精神是否为影响像中国

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产品质量的一个重要变量。所以文章通过将工匠精神的代理变量确定为

专业精神和专业能力，利用制造业企业与员工的匹配数据，采用 OLS 回归的方法进行了实证

的检验，得出了工匠精神的两个内涵即专业精神和专业能力均与企业产品质量间存在正相关

关系，其中专业精神对于产品质量的提升更为显著的结论。因此，要加快我国产品质量的提

高，应着重提升制造业员工工匠精神中的专业精神，同时加强对员工专业技能的培养。具体的

建议为引进德国二元职业教育制度、增加技能型大学比例、发挥企业员工“干中学”的优势以

及加强中高等教育对制造业企业员工工匠精神的培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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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产品质量是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和源泉。影响企业产品质量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学术界已

从技术创新( Schumpeter，1934) 、政府监管程度( Posner，1974) 和人力资本( Schultz，1975) 等角度来解释

影响企业产品质量的原因。其中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企业员工与产品质量有着密切的关系，员工是企业

产品质量的重要推动者。对于人力资本如何影响企业产品质量，已有从制造业企业员工的年龄、性别、
教育和工作经历等不同角度来解释员工个体特征对于产品质量的影响。在和企业员工相关的理论中，

人力资本专用性理论把员工的专业特征纳入研究模型，认为员工的专业化程度将影响员工的生产行为，

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企业经营绩效和产品质量的变化( Baumol，1990) 。本文将人力资本专用性理

论中所提及的企业员工的这些相关专业特征归纳为工匠精神，其内在表现为员工的专业精神，外在体现

于员工的专业能力。工匠精神作为员工专业化内在特征的重要变量，能够集中和综合反映出员工的阅

历、经验积累、心智成熟度以及专业技能等特征。工匠精神同时也作为影响制造业企业一线员工重要的

无形因素，对员工生产行为方式产生影响，进而影响企业产品质量。“以人为本”是产品提升的一项重

要内涵( 颜鹏飞，2014) ，工匠精神是将企业的质量战略转化为企业生产力的关键一环。经济新常态下

要实现经济转型升级并推动长期发展，工匠精神的培育至关重要( 程虹，2014) 。因此，从工匠精神的角

度来研究企业产品质量，对于改善我国产品质量不高的现状具有重要意义( 程虹，2016) 。
但是现有关于工匠精神和产品质量的研究，大多是从员工的意志品质和职业精神的角度来说明工

匠精神对于产品质量的重要性，笼统地将工匠精神作为一个整体去解释其与企业产品质量之间的关系，

没有实证检验的支持，研究缺乏说服力。特别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的制造业企业中，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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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企业产品质量到底有没有影响? 如果确实存在影响，工匠精神将通过哪些方面影响产品质量? 这

是本文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
本文余下的部分: 第二部分为对已有文献的梳理，并进行理论分析，研究工匠精神对企业产品质量

影响的作用机理; 第三部分为调查设计，介绍如何进行实证分析; 第四部分则是实际论证一线员工工匠

精神和产品质量的关系; 第五部分根据计算的实证结果加以总结，并提出建议。

二、理论背景与文献回顾

现有文献中关于工匠精神对于产品质量的研究，主要是根据人力资本专用性理论，认为工匠精神使

得员工专业化程度提升，进而提升其所生产产品的质量。现有的文献主要存在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工匠精神通过提升员工对产品精益求精的追求和专注于生产的严谨程度来使得企

业的经营绩效和产品质量得到提高。这种观点更多是体现在员工的专业精神层面。国内学者肖群忠

( 2015) 认为工匠精神是实现制造业企业产品质量转型升级的关键，消费者可以通过产品来感受匠人专

注程度带来的产品质量提升。任宇( 2016) 认为在制造业企业中员工专业和专注程度使得我国产品供

给端和需求端实现有效匹配，进而对企业生产造成影响。通过对中国手工业制造史的研究发现，古代匠

人的世代相守的专业和专注使得中国传统手工业的技艺得到传承，间接提升了产品的质量( 宋时磊，

2016) 。国际上，Kazuo( 2002) 在其著作中从制造业企业的工作环境、制造流程、员工是否具有制造精神

的角度来考察不同企业的生产绩效，并且认为工匠精神一定体现于员工的日常生活精神态度中。
Drucker( 1985) 认为工匠精神使得企业员工的专注程度得到增强，从而提升了产品的效用和质量。
Senge( 1990) 提出拥有工匠精神的员工更具有组织凝聚力，从而使得企业的执行力提升，因此具有较高

工匠精神的员工所在企业其产品质量也较高。Suvorov( 2014) 分析了员工对于工作的专注程度对于企

业产品质量的影响，得出生产人员专注度越高，企业产品可以改进程度越小，产品质量越高的结论。
Foege( 2014) 通过分析认为员工精益求精的品质可以大大降低制造业企业产品的废品率，从而为企业节

约大量成本。Murray( 1991) 则将企业员工的人格特质中专注性、外向性、情绪稳定性、亲和性和创新性

作为企业员工的五大人格，实证分析了五大人格对于企业员工绩效的影响。Porter( 2002 ) 通过研究发

现，一线员工诸如体力、知识和心态这些综合的素质都会影响企业的产品合格率，进而影响到产品的质

量。这些研究都表现出员工的专业精神将影响其生产的产品质量。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工匠精神体现在员工外在专业能力的表现上。这种从劳动力专业技能的分析

一方面主要通过分析员工的性别、年龄、工资收入、受教育程度等因素，研究不同因素对于产品质量的影

响。这一分析视角的主要结论是，员工的年龄和企业的产品质量存在倒 U 型曲线关系，企业工资差距

和产品质量间存在倒 U 型曲线关系。这一结论不仅有国外文献的支持( Fukao，2010) ，国内研究也已经

证明了这一点( 程虹，2016) 。从这些角度进行研究，数据较为容易获得，并且研究结果较为明确。另一

方面则是从员工的专业能力进行分析。Hasenkamp ( 2013 ) 将员工的创新能力作为工匠精神的具体表

现，并探究了员工的创新能力对于企业的投入产出比的影响，证明员工的创新能力对于企业绩效的促进

效应。也有学者从产品质量的定义来研究员工工匠精神与产品质量之间关系，将产品质量的内涵分开

进行剖析，研究认为产品质量的内涵可以分为产品标准、产品特色和产品品牌，不同质量内涵对应员工

不同的技能要求( Manova，2012) 。还有学者将产品质量的内涵扩展为展品表现、外观特征、可靠性、统
一性、持久性、售后服务、美观和顾客认同度这八项指标( Garvin，1985) ，认为产品质量的不同内涵也对

应不同的员工专业能力，如策划、市场调查、工艺设计和具体生产控制，这些因素都对应着员工能力的不

同方面( Bloom，2010) ，同时也论证了由于专业生产带来的员工劳动倦怠使得产品质量存在不同( 邓悦，

2016) 。还有研究( Carsten，2016) 认为一线员工对于产品卓越品质的追求是一项专业的能力，也是企业

进行产品质量改进的关键因素。这些均为员工专业能力对于产品质量影响的分析。
综合上述对于工匠精神和产品质量关系的研究分析，本文认为工匠精神作为制造业企业一线员工

重要的无形因素，对于产品质量的影响可以看作是企业生产中员工对于制造成果的影响。而员工的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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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方面的特质均会对其所生产产品造成影响，一方面是员工的专业精神，另一方面是员工的专业能力，

员工两个方面的特质共同构成员工的工匠精神进而对产品质量产生影响。这也是本文的理论创新所

在。依据已有的研究，同时结合本次调查问卷中所设置的选项，其中员工专业精神可以归纳为如下三

点: ( 1) 专注程度，是指员工不惜花费时间精力，反复改进产品，追求完美和极致; ( 2) 严谨程度，是指员

工一丝不苟，对产品质量进行严格的把关; ( 3) 耐心程度，是指员工在产品存在质量问题时，耐心查找造

成问题的原因，并予以解决。而员工的专业能力则可以归纳为: ( 1) 电脑使用能力，包括使用电脑的时

长和熟练程度; ( 2) 解决问题能力，包括解决复杂问题的时间和问题困难程度; ( 3 ) 高数使用能力; ( 4 )

团队合作能力; ( 5) 英语听说能力。本文根据上述分析将员工工匠精神构建为包含有专业精神和专业

能力的一个综合理论模型，并选取 CEES 调查问卷中相对应的指标，实证检验是否因为员工工匠精神的

缺乏而导致中国产品质量不高。

三、研究设计

( 一) 数据说明

本文的数据来源为 2015 年中国企业—员工调查( CEES) 。2015 年 CEES 调查是由武汉大学、清华

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和香港科技大学在 2015 年发起的调查。此次调查发放了 874 家企业问卷和 5300
份员工问卷。其中回收有效问卷为 531 家企业问卷和 4788 份员工问卷，按照相关文献的做法，剔除出

现下列情况，如: 职工数小于 8，流动资产大于总资产，固定资产净值大于总资产，总固定资产大于总资

产，实收资本小于或等于 0 的这些企业。
在此次的调查之中，企业问卷包含了企业产品、生产、产品质量、设备、土地、厂房、原材料、销售、进

出口、资金、税收、社保和人力资源共计 157 项问项。而员工问卷则涉及包含员工教育水平、家庭信息、
财产状况、工资收入、劳动合同、劳动技能、社会保障、工作历史和性格特征共计 163 项问项。

( 二) 企业产品质量的度量

为了保证制造业企业一线员工工匠精神的指标以及产品质量评价的同趋势，需要对所构建的评价

指标体系中的指标进行相应的处理( 卢亚娟，2016) 。因此本文主要是通过用 1 减去产品的一次性抽检

不合格率来得到产品的合格率，用企业产品的合格率作为主要的指标度量企业的产品质量。
( 三) 员工工匠精神的度量

参照已有文献的分析，本文构建对于员工工匠精神的模型，将员工工匠精神分为员工专业精神和员

工专业能力。对于员工专业精神的测量，主要参考调查问卷中员工心理测评部分中的专注程度、耐心程

度和严谨程度这三个问项。而员工的专业能力主要参照调查问卷中电脑使用能力、解决问题能力、高数

使用能力、团队合作能力、英语听说能力这五个问项。
这些问项在问卷中均以四个等级来显示，员工的专业精神和专业能力越强，其得分越高，最高为 4

分; 而专业精神和专业能力越差，其得分也越低，最低为 1 分。
( 四) 员工工匠精神和产品质量间关系的推导

本文研究的假设为企业产品质量不高是由于员工的工匠精神不足导致。关于两者间的具体关系，

可以通过模型来进行推导。对于企业的产品质量影响因素，如果产品有较高的异质性，其产品质量也会

相对较高，并且 Hallak 对于产品质量决定进行了公式的推导，这样的推导使我们能够更为清楚地了解

产品质量的相关影响因素。虽然该模型仍存在改善的空间，我们仍以 Hallak 和 Sivadasan( 2009) 的研究

为基础，讨论企业产品质量的决定机制，为产品质量和工匠精神间的关系分析来提供理论支撑。该推导

是假设企业生产成本包括可变成本和固定成本，如( 1) 式和( 2) 式:

MC λ，( )φ = c /( )φ λα ( 1)

F λ，( )ε = F0 + f /( )ε λα ( 2)

从公式当中我们可以发现企业的边际成本 MC 的影响因素有三个，即质量弹性!，产品质量"和生

产效率# ; 而企业的固定成本 F 则与质量弹性!、产品质量"两者相关; c、f 是一个常量，代表可变投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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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定投入的单位价格。指标$代表企业的人力资本投入效率，导致员工的异质性。这种异质性也说明员

工的素质与能力并不是一致的，而是存在着差异。这对我们研究不同员工的素质和能力也提供了一个

较为科学的分析基础。
在给定成本函数后，企业通过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得到产品质量表达式:

λ φ，( )ε = 1 － α
α

σ － 1( )σ
φ( )C

σ－1 ε
f[ ]E

P

1

( 3)

由( 3) 式可见，企业产品质量内生于 3 个方面，即企业生产效率、人力资本差异性和企业在市场中

的规模。企业的生产效率#和人力资本的异质性 ε 两者对于企业的产品质量"均有影响。E /P 是说明

企业生产的产品在市场当中需求量，我们可以看作是企业的规模大小。公式当中的其他符号均为常量。
员工是否缺乏工匠精神可以看作为人力资本的异质性，这也是本文要研究的问题。同时，为了更准确地

进行工匠精神和产品质量间的计量研究，根据对产品质量的推导，将企业的生产效率#和企业的规模 E /
P 同时纳入计量模型之中，作为控制变量。其中，企业的生产效率#将用企业的利润率进行代替( Dixit，
1977) ，而企业的规模则是参照 Scherer( 1965) 的做法，将企业的总资产作为衡量标准。

( 五)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按照上述对于工匠精神的分类和理论的推导，将影响产品质量和员工专业精神、专业能力以及控制

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结果如下表 1。

表 1 变量的基本描述

变量名称 平均值 标准差 观测值 最大值 最小值

专业能力

电脑使用能力 1． 526 2． 352 2992 4 1

解决问题能力 2． 813 1． 783 2992 4 1

高数使用能力 2． 972 1． 452 2992 4 1

团队合作能力 2． 312 3． 231 2898 4 1

英语听说能力 1． 777 4． 079 2992 4 1

专业精神

专注程度 2． 645 1． 118 2898 4 1

耐心程度 3． 454 1． 332 2992 4 1

严谨程度 2． 061 0． 984 2992 4 1

企业规模( 亿元) 6． 685 15． 736 2992 5842． 481 0． 023

利润率 0． 108 12． 277 2992 0． 588 － 0． 381

产品不合格率 0． 015 7． 385 2992 0． 302 0

表 1 给出了广东制造业企业基础变量描述性统计值，包括了各个变量的平均值、标准差和观测样本

的数量，以及最大值和最小值。从描述性统计我们看出一线员工的电脑使用能力和英语听说能力不高

( 量表值 4 为水平较高，1 为水平较低) ，平均值分别为 1． 526 和 1． 777，较为接近员工不会使用电脑或者

英语的水平。而员工的解决问题能力则相对较强( 量表值 4 为解决问题能力较强，1 为无法解决问题) ，

平均值为 2． 813。员工的专注程度和耐心程度指标平均值分别为 2． 645 和 3． 454，说明企业员工自身的

专注程度和耐心程度较高。从描述性统计中，我们可以看出制造业企业一线员工的专业精神和专业能

力的平均值有着很大的差别。其中专业精神的平均得分比员工专业能力的得分要高。

四、实证分析

( 一) 对工匠精神的分析

对已有有关工匠精神的文献进行分析和梳理后，我们可以发现，在研究工匠精神和企业绩效或者产

品质量之间关系时，这些文献大多数只是把工匠精神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同质化的假设并进行分析，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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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并不能深入剖析工匠精神的内部因素对于企业产品质量的影响关系。而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如果

不对员工工匠精神进行更为精细的划分，很难得出具有价值的研究结论。
为了研究工匠精神和企业产品质量之间的具体关系，本文参照经典文献对于生产能力的研究

( Ｒoberts，2012) ，本文将问卷中关于员工工匠精神内涵的问项分为专业精神和专业能力: 专业精神主要

参考本次中国企业员工匹配调查问卷中员工专注程度、耐心程度、严谨程度这三项指标。专业能力主要

参照问卷中英语听说能力、解决问题能力、高等数学能力、团队合作能力和电脑使用能力这四个指标。
这样进行分类的好处在于更为清晰地了解员工工匠精神对于产品质量的影响，具体分类如表 2 所示。

表 2 员工工匠精神

员工工匠精神 问卷问项

专业精神

专注程度

耐心程度

严谨程度

专业能力

解决问题能力

英语听说能力

高数使用能力

电脑使用能力

团队合作能力

( 二) 对产品质量的回归分析

要进一步验证制造业企业员工工匠精神与产品质量间的关系，则需要控制企业产品质量受到的诸

多复杂因素的影响，如: 企业的类型以及企业的规模和企业的利润率。在控制了这些因素以后，如果变

量仍然显著，那么说明员工工匠精神与制造业企业的产品质量有着因果关系。否则，我们可以认为这两

者之间没有显著的关系。
根据以上分析构建回归模型:

PQi = lnβ0 itsi + lnβ1 itqi + lnβ2 ipfi + lnβ2ASTki + μi

其中被解释变量 PQ 代表企业产品质量; 解释变量 its 代表企业的类型; itq 代表企业的规模; ipf 代

表企业的利润率; AST 代表不同员工工匠精神因素。采用的是水平 － 对数模型，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
从回归结果我们可以看出两个控制变量当中企业的利润率对产品质量的相关性显著为正，说明企

业利润率对产品质量的提升有强的促进作用; 企业规模与产品质量相关性也显著为正，说明规模越大的

企业，产品质量越好。总的回归方程还显示，在员工的工匠精神指标中，员工的专注程度和耐心程度较

为显著，说明对于产品质量的影响较为明显。而员工的专业能力的五项指标中，解决问题能力较为显

著，而其余四项均不显著。这也说明了员工专业能力对于产品质量的提升有限，同时，员工的工作年限

对于产品质量也有着一定的影响，其指标较为显著。而企业规模对于产品质量来说，是负向的影响，但

是并不显著。值得注意的是，在其他员工变量之中，性别对产品质量的影响也很显著，男性员工比女性

员工对产品质量影响程度大。
( 三) 稳健性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上述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部分用 1 减去产品的退货率作为产品质量新的代理变

量，对影响产品质量的主要指标进行回归分析，并将企业按行业类型分组进行回归分析以观察模型是否

受到参数设定的影响。对新的模型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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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工匠精神与企业产品质量的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 1) ( 2)

固定投资对数
0． 311 %%%
( 5． 534)

0． 324 %%%
( 5． 232)

利润率
0． 722 %%%
( 6． 242)

1． 571 %%%
( 9． 826)

国有企业
0． 765 %%%
( 6． 496)

0． 984 %%%
( 7． 763)

外资企业
0． 092

( 0． 052)
－ 0． 034

( 0． 325)

其他企业
－ 0． 054

( 0． 176)
－ 0． 012

( 0． 034)

女性员工
0． 635 %%%
( 5． 816)

0． 679 %%%
( 5． 853)

年龄
0． 092

( 0． 049)
－ 0． 043

( 0． 214)

员工工作年限
0． 328 %%%
( 5． 221)

0． 276 %%
( 2． 876)

东西地区
－ 0． 011

( 0． 451)
－ 0． 023

( 0． 322)

山区
0． 002

( 0． 021)
0． 008

( 0． 376)

企业规模
－ 0． 110 %
( 1． 091)

－ 0． 111 %
( 1． 202)

专业能力

英语听说能力
－ 0． 014

( 0． 721)

高等数学能力
0． 012

( 0． 529)

电脑使用能力
－ 0． 027

( 0． 892)

团队合作能力
0． 082 %
( 1． 209)

解决问题能力
0． 477 %%%
( 5． 459)

专业精神

严谨程度
0． 328 %%
( 5． 156)

耐心程度
0． 546 %%%
( 5． 781)

专注程度
0． 398 %%
( 5． 989)

Constant － 2． 777
( 6． 748)

－ 0． 459
( 1． 329)

Observations 2992 2992

Ｒ － squared 0． 591 0． 582

注: 括号里为 Z 统计值，%、%%、%%%分别代表在 10%、5%、1% 的显著水平下显著。员工工作年限是指一线员工在该

生产企业所工作的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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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 1) ( 2)

固定投资对数
0． 534 %%%
( 6． 412)

0． 788 %%%
( 9． 232)

利润率
0． 675 %%%
( 6． 134)

1． 276 %%%
( 10． 745)

国有企业
0． 872 %%%
( 8． 878)

1． 283 %%%
( 10． 841)

外资企业
0． 085

( 0． 039)
－ 0． 016

( 0． 317)

其他企业
－ 0． 079

( 0． 187)
－ 0． 019

( 0． 156)

女性员工
0． 602 %%%
( 6． 138)

0． 603 %%%
( 6． 279)

年龄
0． 012 %
( 0． 144)

0． 003
( 0． 179)

员工工作年限
0． 316 %%%
( 4． 001)

0． 252 %%
( 2． 510)

东西地区
－ 0． 076 %
( 1． 123)

－ 0． 001
( 0． 012)

山区
－ 0． 017 %
( 1． 008)

－ 0． 009
( 0． 034)

企业规模
－ 0． 259 %%
( 3． 432)

－ 0． 211 %%
( 2． 799)

专业能力

英语听说能力
－ 0． 032

( 0． 843)

高等数学能力
0． 118

( 0． 084)

电脑使用能力
－ 0． 315

( 0． 119)

团队合作能力
0． 139 %
( 3． 098)

解决问题能力
0． 375 %%%
( 5． 321)

专业精神

严谨程度
0． 686 %%%
( 6． 788)

耐心程度
0． 610 %%%
( 7． 750)

专注程度
0． 452 %%%
( 6． 986)

Constant － 0． 109
( 0． 201)

－ 0． 089
( 0． 040)

Observations 2992 2992

Ｒ － squared 0． 531 0． 525

注: %、%%、%%%分别代表在 10%、5%、1% 的显著水平下显著。员工工作年限是指一线员工在该生产企业的工作

时长。

从稳健性检验的回归结果我们可以看出，在原有模型中较为显著的变量在稳健性模型中仍然显著，

这也说明原有回归结果是稳健的。与此同时，我们也可以发现对于不同的企业产品质量的指标，工匠精

神的影响仍然是显著的。这也说明在用产品退货率作为企业产品质量的衡量指标时，工匠精神内涵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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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专业生产能力对于企业的产品质量提升也同样显著。

五、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工匠精神和产品质量间关系的实证分析，我们可以发现:

工匠精神内涵中的员工专业精神，主要是由专注程度、耐心程度、严谨程度这三项指标来构成。我

们通过回归结果可以发现员工的专业精神对于企业产品的提升有十分显著的影响。这也说明员工在实

际的生产过程中，专注和耐心将使得员工在生产时能大大降低失误率，也降低了产品的退货率，提升了

产品的质量。对于工匠精神内涵中的员工专业能力，主要是由英语听说能力、高等数学能力、电脑使用

能力、解决问题能力和团队合作能力这五项能力指标来构成。员工的这些能力指标对于员工来说是一

些基本的专业能力，但实证的结果显示，除了员工的解决问题能力对产品质量有较强影响，其余能力指

标如高等数学能力和英语听说能力，因员工应用较少，这些员工专业能力的指标对产品质量的影响不

显著。
进一步讨论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我们可以回归到人力资本专用性理论来进行解释，具有较高专业

能力的员工其人力资本专用性也较强。由于专注于某一产品或者工序的生产，使得这类员工的流通价

值较低，对于企业的创新甚至起到不利作用( 李文东，2006) 。如果一个员工具有较高的专业能力，而企

业需要其进行岗位调动，对于企业来说，反而会造成损失。因为具有较强专业能力的员工在适应新的环

境时，有可能会产生无法适应而导致在新的工作岗位上绩效下降，进而影响产品质量。并且，在当今的

制造业企业之中，生产流程的智能化使得员工不需要掌握较多的英语和电脑或者是数学知识就能够操

控设备。因此，制造业企业员工是否掌握这样的专业能力对于企业产品质量的影响较小。而对于专业

性的人格特质来说，无论员工从事何种岗位，都需要保持专注和耐心，对于从事产品质量的检验工作的

员工来说，严谨程度也十分重要。因此，工匠精神中的专注、耐心和严谨对于产品质量的提升有着较强

的影响。
综合来看，工匠精神中的员工专业精神和员工专业能力这两个内涵对于产品质量有着较强的影响，

员工专业精神的提升对于产品质量的提高作用更为显著。同时也解释了为何我国制造业企业在进行高

人力、物力资本投入后产品质量提升并不显著的原因，工匠精神的缺乏是造成这种现象的重要因素，这

也是本文的研究结论。
根据上述的讨论，本文提出如下建议:

第一，引进德国二元职业教育制度。在二元教育制度中，受教育者先是以“学徒”的身份，由师傅带

领和指导，在企业的生产岗位中接受培训。与此同时，受教育者又以“学生”身份在职业技术学校接受

文化基础和专业理论教育。这种制度的好处在于: 一方面在学校中，受教育者能学习到有助于提升其特

定职业能力的知识，如专业理论等知识; 另一方面受教育者在企业中能在师傅的亲自指导下，在生产一

线学习到实际生产技巧。因此，引进德国二元职业教育制度，增强员工的专业能力，通过这样的“学徒

制”方式来培育员工的工匠精神，将使得我国的产品质量水平得到提高。
第二，增加技能型大学的比例。造成技能型劳动力短缺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现今社会普遍对于技能

型学校，尤其是技能型大学不重视。劳动力当中低学历的员工已经逐渐减少，高学历的员工的比例在逐

渐增加。而这些高学历的员工却因为不能熟练掌握特定的生产技能，造成产品质量不高，而被企业淘

汰，形成了一种“高学历失业”的现象，也导致我国劳动力技能的严重错配。因此应该增加技能型大学

的比例，更加细化职业技术教育的授课种类。并且在注重普通本科高等教育的同时，将公共财政投入的

重点转向职业技术教育，对职业技术教育的学生实行包括生活费在内的免费，提高技能型人才职业资质

的政府公共补贴，使之与专业技术职称享有同等的经济和社会待遇。
第三，发挥企业员工“干中学”的优势。由实证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企业的产品质量与企业规模间的

关系要弱于产品质量与企业一线员工职业能力之间的关系。因此企业不应一味地追求生产规模的扩

大，而是要把更多的资源用于建立企业特定技能人才的后备梯队，使得更多的员工能够通过生产线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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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来提高其特定职业能力，实现更多的员工能够一边生产一边增加其职业技能的目标，从而提高产品

质量。对于具有较高职业能力的员工，应实施引进计划，实施所得税减免的政策，并对于这些员工的医

疗、子女、社保和教育等方面提供更为优惠的政策。
第四，在中高等教育中加强工匠精神的培育。工匠精神本身就是对产品质量的一种坚持和追求。

世界制造强国诸如美国、德国和日本等国对于生产工人都是按照培养工匠人才的标准来进行。因此，在

我国推行新职业教育模式发展时，可以结合所学的专业特点，把工匠精神与教学内容相结合，使受教育

者在潜移默化之中感受工匠精神。并且为提高员工对于企业的积极性，企业可以对职业技能人才的落

户采取增加积分的特殊鼓励措施。在政府公租房中，拿出固定的比例定向分配给职业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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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es Insufficient Artisan Spirit Led to Low Product Quality?
———Evidence from China Employer Employee Survey( CEES)

Cheng Hong and Tian Hongmiao
( Institute of Quality Development Strategy，Wuhan University;

Macro-Quality Management Coordin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Hubei Province)

Abstract: On the study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rtisan spirit and product quality，the academic circles
have researched from many different angles． However，recent researches have not classified the artisan spirit
strictly． In particular，there is little study of the artisan spirit as an important variable affecting the quality of
products in a developing country such as China． In this article，proxy artisan spirit is determined as the
professional spirit and professional ability，utilizing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and employees of matching data，

and using OLS regression to test empirically． The result shows that professional spirit and professional abilities
both have positive relationships with the product quality． Professional spirit is more significant for the
improvement of product quality． Therefore，to speed up the improvement of our country's product quality，we
should focus on improving the professional spirit i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strengthening the training of
the professional abilities of the employees． Specific recommendations are as following，for introducing dual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Germany，increasing proportion of Technical university，bring the advantage of
“learning from doing”to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and strengthening the cultiv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for
manufacturing enterprises artisan spirit．

Key Words: Artisan Spirit; Product Quality ; CEES 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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