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面向未来的就业技能评估

——基于OECD《PISA VET：评估和分析框架》报告的解读

修 南

［摘 要］就业技能评估是衡量劳动者一般能力的重要方式，是确认劳动者进入不同职业领域的

“探测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布《PISA VET：评估和分析框架》，把就业技能定义为与一系列工

作岗位相关的能力。在科学性、宽泛性和国际可比性原则下，基于现有国际测评项目，OECD遴选了

由识字能力、问题解决、任务能力、协作能力等维度要素构成的就业技能评估框架。就业技能评估的

突破与创新体现在评估理念上，力求融会贯通，质量为本；评估内容上，遵循技能中心，数智导向；评估

方式上，指向技术支撑，途径多样。这一政策文本对我国的启示在于：一是需要确定就业技能的本土

概念，二是需要构建中国式的就业技能评估框架，三是需要扩宽就业技能评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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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后两次颁布“就业

促进规划”，政策红利的加速释放为稳就业注入

了强大的动力。依据 2023年数据显示，全国城

镇新增就业1 244万人，12月城镇调查失业率为

5.1%，就业局势保持总体稳定[1]。但随着产业转

型和升级持续推进，经济结构切换，“就业难”与

“招工难”并存，同时由于劳动年龄人口进入负

增长阶段，我国依然面临着较大的就业总量压

力和结构性矛盾 [2]。从短期看，扩大就业容量

是当下就业领域最紧迫的问题，而从中长期来

说，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是就业领域最关键的

问题[3]。相关研究指明，就业结构性矛盾主要是

劳动力市场中需求的劳动者与市场中劳动者

所拥有的技能不相匹配造成的[4]，因而需要减少

劳动者的低端供给，重点提升劳动者的素质技

能结构，通过指向未来的就业技能引领劳动者

的高质量发展，以此减缓我国的就业结构性

矛盾。

但具体而言，随着人工智能、绿色转型和数

字化转型等科技革命带来的技术进步，技术正

在对现有工作产生替代效应和补偿效应，改变

着全球经济、社会格局，重塑工作与就业的性

质，并对劳动者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5]。受此

影响，技术进步与就业呈现“U”型关系，劳动力

市场对高技能和低技能劳动者的需求持续增

加，中技能劳动者就业比重则不断下降 [6]。因

此，就业环境的挤压迫使中技能劳动者向下兼

容，致使就业的两极分化趋势愈加明显，零工就

业模式盛行。在零工就业平台的黏性作用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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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低技能劳动者一定时间内拥有了自食其力的

能力，但客观上导致大量劳动者的闲置与浪

费 [7]。通常而言，这些劳动者总体技能质量不

高、替代性强、可迁移性较弱，无法快速地进行

工作转换，难以有效释放人才红利。所以，应当

考虑构建一套横向或通用技能，即就业技能，通

过就业技能来评估职业教育与培训（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VET）机构，助力我国劳

动者顺利跨越不同的工作岗位，回应并面向未

来的劳动力市场。

为此，就业技能备受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
velopment，OECD）的关注，在其开展的几项国际

测评项目中，充分体现了就业技能对学生及成

年人的重要性。例如，根据 2019年国际学生评

估项目（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
sessment，PISA）发布的报告，拥有较强就业技能

（问题解决、批判性思维、沟通能力等）的学生更

容易在阅读、数学和科学中取得好成绩且更具

幸福感[8]。同年，国际成人能力评估调查（Inves⁃
tigation and Evalua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Adult
Literacy，PIACC）报告指明，就业技能（识字能

力、计算能力、问题解决等）相对较高的成年人，

一般具有更高的就业质量、就业薪资、健康质

量 [9]。此外，在 OECD的社会情感与能力测评

（Survey on Social and Emotional Skills，SSES）中，

确定了任务能力、情绪调节能力、协作能力、开

放能力和交往能力等五项指向事业成功和生活

幸福的就业技能[10]。

鉴于就业技能的重要程度，OECD秘书处参

照PISA，于2022年9月组建了PISA-VET专家组

（Expert Group of the PISA-VET，EG），并在 2024
年发布《PISA VET：评估和分析框架》（PISA
VET：Assessment and Analytical Framework）。该

框架聚焦于刚结束职业教育和培训（VET）而步

入职场的劳动者，通过构建就业技能评估框架，

旨在衡量劳动者的就业技能质量，评估侧重于

考察劳动者的技能累积，其目的是监测劳动者

能否快速适应不同的工作岗位，同时为各国（地

区）更新或改进VET课程、教学内容、学习环境

等提供决策支持 [11]。本研究将对OECD就业技

能的基本内涵与遴选原则、各维度要素及其评

估、评估的突破与创新等进行梳理和分析，以期

为纾解我国就业结构性矛盾，实现劳动者的高

质量就业提供启示。

一、就业技能的基本内涵与遴选原则

EG认为就业技能应从OECD开展的一系列

国际测评项目中进行遴选，用以评估劳动者在

任何工作岗位都能获得成功的一系列技能与能

力。按照EG的理解，如果劳动者的就业技能基

础薄弱，他们很难形成工作岗位所需求的专业

技能，或是适应不断变化的工作要求，更无法掌

握指向未来工作的技能。所以，PISA-VET的作

用在于构建全球通用的就业技能维度要素，以评

估促进各国的VET发展，保障所有劳动者都能得

到扎实的就业技能，为个人追求福祉创造机会。

基于该理念，EG进一步明确了就业技能的基本

内涵并形成遴选就业技能维度要素的原则。

（一）就业技能的基本内涵

PISA-VET所指的就业技能（Employability
Skills）与学界定义的基础技能（Foundational
Skills）、横向技能（Transversal Skills）、通用技能

（Generic Skills）、跨 领 域 技 能（Cross- Domain
Skills）、可迁移技能（Transferable Skills）、核心技

能（Core Skills）、关键能力（Key Competencies）、

软技能（Soft Skills）和 21世纪技能（21st Century
Skills）等内涵相似。其中，PISA曾将关键能力定

义为个人在 21世纪取得成功所需的一系列知

识、技能、态度和价值观；PIACC指出可迁移技能

是为应对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而提出的重要

技能。EG认为，尽管所使用的学术术语略有不

同，但OECD在PISA和PIACC的研究中，均将就

业技能视作认知技能与非认知技能的结合，包

括问题解决、批判性思维、沟通能力、协作能力、

识字能力、计算能力、信息和通信技术素养等[12]。

可以得出，上述技能并不局限于某些特定的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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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职业岗位或行业领域，而是适用于各种工

作环境。在OECD协同国际劳动组织（Interna⁃
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ILO）与世界银行（the
World Bank，WB）共同编写的报告《提高就业能

力》（Enhancing Employability），提出“就业能力

指所有职业中必不可少的技能，也指劳动者学

习新技能所必须具备的技能，这些技能与劳动

力市场的需求相关并可迁移到不同的工作岗

位。”[13]PISA-VET基本延续了该报告对就业技能

的理解与认识，将其定位为非特定职业但又能

够嵌入各种职业或工作的一种技能。

在PISA-VET中，就业技能被定义为与一系

列工作岗位相关的能力，它有助于劳动者个体

在职场或其他领域取得成功。因而，就业技能

包含如下特征，一是劳动者充分参与并融入劳

动力市场、VET、社会和公民生活所必需的技能；

二是具有高度可迁移性，得以使劳动者在不同

的工作岗位上进行转换；三是可以通过持续的

学习来获取相关能力，因而受到终身学习政策

的影响[14]。换言之，就业技能有利于劳动者迅速

适应新技术及多变的工作环境，并为他们的终

身学习做好准备，帮助其掌握当下与工作不相

关但未来可能会涉及的技能。与此同时，大量

的研究（如PISA和PIACC的相关调研）已经证明

就业技能的重要性。也就是说，就业技能之于

劳动者而言，必不可少，不仅是就业技能本身，

它还与专业技能密切相关。所以，对于 PISA-
VET来说，将就业技能理解为一般技能，其优势

是能够更好地衡量劳动者（包括在虚拟工作环

境）的知识与能力，并从国际层面对各国VET系
统提供指导，赋能全球经济的快速发展。

（二）就业技能的遴选原则

“事实上，技能是一种个体能力，同时还带

有强烈的社会公共品色彩；它既是劳动者谋生

的工具，也是国家经济增长的引擎；既是劳动者

社会地位获得的载体，也是国家竞争优势达成的

核心要素之一。”[15]依据PISA-VET对就业技能的

理解，它指向劳动者个体及国家发展，凸显出个人

福祉与社会进步的双重性。除此之外，就业技能

既要验明劳动者当下的技能水平，又要能适应未

来劳动力市场的变化。所以，如何遴选就业技能

的维度要素，EG基于科学性、宽泛性和国际可比

性等原则，以保障就业技能评估落地。

1.就业技能遴选的科学性原则

EG将科学性作为遴选就业技能的首要及顶

层原则。专家们认为就业技能与OECD开展的

PISA、PIASS、SSES等国际测评项目的维度要素

应高度一致，因为上述要素已经在OECD国家中

开展了多轮测评，且在修订过程中趋于稳定与

完善。所以，与其全新设计和构建就业技能的

维度要素，这些持续运转的、大规模行进的、稳

定性较高的要素通常更具科学性。一方面，执

行或参与评估的相关者对就业技能的内容较为

熟悉且理解程度较深，因而能够科学有效地指

导劳动力通过VET获得相关技能。另一方面，

这些维度要素取得了广泛的社会认同，就业技能

评估结果足以引起政策制定者和政府领导人的

关注，可以使他们科学地调控本国（地区）的VET
系统。总而言之，PISA-VET以科学性为原则准

绳，就业技能的维度要素的遴选要通过评估理

念、评估内容、评估方式等方面突出科学性。

2.就业技能遴选的宽泛性原则

从PISA-VET对就业技能内涵的界定来看，

它不针对某一特定的职业，但又与所有工作岗

位息息相关，尤其是为了顺应绿色和数字化协

同转型的需要，劳动力市场的频繁变动迫切要

求劳动者掌握宽泛的技能以实现工作转换。因

此，EG认为就业技能维度要素的数量不宜过多，

否则会窄化就业技能的横向特质，无法体现这

些技能在特定职业岗位中的形态与特点。所

以，PISA-VET在纳入就业技能时，充分保证了

维度要素同全部VET系统中的劳动者均相关，

不论其从事什么职业。明确该前提后，EG指

出就业技能的遴选要适应不同年龄的劳动者，

既要考虑完成国际教育标准分类 3~4级的劳动

者，又要照顾到进入VET实习阶段的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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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字能力 I
定义：使用数字技术、通信工具和网络、获得和评估信

息、与他人交流沟通以及完成实际任务的能力

子能力：定义、搜索、应用

Ⅱ问题解决

任务能力Ⅲ Ⅳ协作能力

定义：理解、评价、使用和处理书面文本以参与社

会、实现个人目标以及发展个人知识和潜能的能力

子能力：访问文本、理解、评价

定义：等同于“大五人格”中的宜人性，指个体与他人相处

的方式、亲社会性和合作性的程度。

子能力：共情、合作、信任

定义：等同于“大五人格”中的尽责性，指个体对目

标的设定、计划制定、自我约束和执行能力的程度。

子能力：成就动机、自我控制、责任感、毅力

就业技能

此外，EG强调就业技能的维度要素应当融入专

业技能评估情境中，从不同侧面探查劳动者的

技能质量。要而言之，就业技能维度要素必须

具备宽泛性，才能帮助劳动者形成技能，满足个

人及国家发展的需要。

3.就业技能遴选的国际可比性原则

世界各国的VET体系差异性明显，主管部

门和运行框架各不相同，但都通过具体的法律

法规予以约束，由“中央—地方”政府共担治理

职责并开展各种资助计划。同时，各级政府有

权向公司及社会伙伴关系等利益相关者赋予一

定责任，利用战略规划与系统方案来调整VET
发展方向。PISA-VET所指的就业技能遴选国

际可比性原则，不是对各国VET进行简单的排

序，而是通过就业技能的维度要素为各国（地

区）优化或改进VET计划、内容、学习环境等提

供有意义的数据集。EG认为该数据集将超越参

与率和就业率的概念，基于更广泛的政策环境

背景，提供有关就业技能及其融入专业技能的

国际可比数据，给予各国（地区）政府决策信息，

进一步提高VET质量，为参与VET的劳动者提

供能力证明，推动不同国家之间相互学习，提升

VET的整体形象，赢得社会的广泛认同。

二、就业技能的维度要素及其评估

根据EG对就业技能的定义以及遴选就业

技能的原则，PISA-VET从问题解决、批判性思

维、沟通能力、识字能力、计算能力、任务能力、

情绪调节能力、协作能力、开放能力、交往能力、

信息和通信素养等现有国际测评项目的要素中

选择了识字能力（PIASS第一周期和第二周期）、

问题解决（PIASS第二周期）、任务能力（SSES）和
协作能力（SSES）作为就业技能的维度要素框架

（图 1）。PISA-VET将利用现有评估框架，以阐

明四项就业技能维度要素的定义、评估过程、评

价标准及其与VET的相关性。

（一）识字能力及其评估

PISA-VET对识字能力的界定主要源自PI⁃
ACC第二周期的评估框架，其含义是“理解、评

价、使用和处理书面文本以参与社会、实现个人

目标以及发展个人知识和潜能的能力”[17]。识字

能力代表了劳动者个体理解和使用书面符号的

程度，涵盖从识别字词、句子到理解、解释、批判

复杂的文本等一系列过程中所用到的技能。识

字能力对于个体充分参与社会、获得机会、接受

VET、有效沟通、终身学习至关重要，它是获取知

识、增强内驱力、实现个人成功与社会进步的重

要技能。

如何评估识字能力？PISA-VET通过直接

评估、背景问卷调查、嵌入特定职业岗位三种方

式衡量劳动者的就业技能。一是以纸质文本、

数字文本为评估媒介，劳动者需要在多类型文

本（描述、叙述、阐述、论证、指令、交易）、多格式

文本（连续、非连续、混合）、多途径文本（单个文

本、多个文本）、多组织文本（信息的数量、内容

表示方式、访问设备密度）等进行作答；二是调

查劳动者个人的教育、社会与公民背景、工作与

职业经历等，通过背景问卷，印证劳动者的识字

能力；三是在评估专业技能时需要以识字能力

图1 PISA-VET就业技能维度要素框架[16]

—— 88



为基础技能并加以考察，例如，在 PISA-VET设
计的电工岗位专业技能评估中，阅读和理解测

试设备所生成的数据，解读相关报告，检查和调

试电力程序与设备等过程均可作为对识字能力

的评估。通过上述三种方式评估劳动者在访问

文本、理解与评价等方面是否具备技能，依据评

分结果或劳动者所完成的典型任务类型划分就

业技能的熟练程度，PISA-VET将其划分为六个

级别，用以综合描述劳动者在对应级别内掌握

的识字能力。

PISA-VET宣称，识字能力是劳动者有效参

与社会的基础，具备识字能力的劳动者可以利

用各种文字材料完成各种任务，更好地服务社

会。尤其是在进入工业社会后，职业学校逐渐

成为技能供给的主体，识字能力成为一项必要

的技能，且影响着专业技能的发展，如汽车维修

工需要通读并熟知技术手册，了解汽车维修与

保养的要求与流程。除此之外，OECD认为劳动

者缺少基本的识字能力，等同于失去终身学习

的机会，以至于无法适应新技术、新方法和新工

作，难以灵活地转变工作，从而有脱离劳动力市

场或进入零工市场的可能[18]。但需要承认，识字

能力不只是劳动者在VET机构培养起来的，而

是贯穿劳动者的一生，特别是早期教育与继续

教育的作用显著。所以，PISA-VET对识字能力

评估的结果将用于改进早期教育、VET、继续教

育的衔接一致性问题，以保证劳动者获得坚实

的识字能力，从容地步入劳动力市场。

（二）问题解决能力及其评估

问题解决被多个国际测评项目列为劳动者

应当具备的主要技能之一，如PIASS第一周期的

“技术丰富环境中的问题解决”，PIASS第二周期

的“适应性问题解决”，PISA 2003的“数学问题

解决”，PISA 2012的“创造性问题解决”等。PI⁃
SA-VET遵循PIASS第二周期的定义，将问题解

决理解为“使用数字技术、通信工具和网络、获

得和评估信息、与他人交流沟通以及完成实际

任务的能力”[19]。进一步看，问题解决的核心要义

是劳动者面对非常规问题时，怎样调动认知与

非认知能力，在特殊环境与背景下依循一定过

程与逻辑得出解决方案。问题解决作为一项一

般技能，有助于劳动者充满信心、韧性与创造性

地应对复杂情况，克服障碍并最终取得成功。

评估劳动者的问题解决能力，PISA-VET同
样以直接评估、背景问卷调查、嵌入特定职业岗

位三种方式开展。一是根据一系列的任务维度

（问题配置、动态情境、环境特征、信息环境）及

认知、元认知过程来衡量劳动者问题解决能

力。事实上，“问题解决涉及劳动者在动态情境

下达成某一目标的能力，在此情况下，解决方案

无法立即获得，需要个体的认知与元认知过程

以构建心理模型，通过定义问题、搜索信息并在

各种信息环境和上下文中应用解决方案来凸显

这一能力。”[20]二是借助背景问卷询问劳动者在

工作中使用问题解决能力的程度与频次，以及

在社会/社区中运用该技能的情况。三是在专业

技能评估中评价劳动者的问题解决能力，如医

疗保健领域，需要在评估客户的需求、规划医疗

保健流程、监控治疗及提供干预措施等环节评

估劳动者的问题解决能力。三种方式主要评估

劳动者定义、搜索、应用等三项子能力。如果劳

动者未能解决简单的问题，其问题解决能力在

一级以下，反之则达到了一级水平，按问题的复

杂程度，共分为四个级别。

PISA-VET指出，问题解决将个人与社会紧

密地联系起来，且在工作中愈发重要。问题解

决能力作为一种一般技能，尤为强调以经验为

基础，并与所有劳动者、经济和社会发展相关。

例如，旅游业和酒店业的从业劳动者，既要遵守

既定程序，又要依据客户需要和当下情况来调

整服务，那么问题解决是该职业领域中极为重

要的技能。实际上，在高度数字化和自动化的

劳动力市场中，问题解决能力是最难以被技术

取代的就业技能之一[21]。PISA-VET评估问题解

决能力的意义，即引导VET机构，大力培养劳动

者的这一技能，以适应数字化程度越来越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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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市场。

（三）任务能力及其评估

PISA-VET对任务能力的理解主要基于 SS⁃
ES，而 SSES在“大五人格”模型之上，将任务能

力定义成“个体对目标的设定、计划制定、自我

约束和执行能力的程度”[22]。具体而言，“任务能

力体现尽责性，主要强调一个人是否有追求的

任务目标并能以高标准的努力去体现，能否自

律、保持专注，能够做负责任的决定并有毅力去

坚持做成事情，包括一系列描述自我控制、对他

人负责、勤奋、有序和遵守规则的倾向的能力结

构，任务能力的表现与不健康的行为习惯和负

面后果呈现明显的负相关性。”[23]简单地说，任务

能力指劳动者是否能够按时、按要求完成工作

的技能。

对劳动者任务能力的评估，PISA-VET在

SSES评估方式基础上加入了专业技能方面的测

评。一是围绕成就动机、自我控制、责任感、毅

力四项子能力，分别设置 6~7个测试问题，使用

李克特五点量表供劳动者选择。二是通过对劳

动者、家长、教师等展开的背景问卷调查，相互

印证来评估劳动者的任务能力及其对家庭、学

校、社区的影响。三是借助专业技能评估来估

量劳动者的任务能力，PISA-VET认为任务能力

的四项子能力在不同职业环境中均发挥着重要

作用。对此，PISA-VET设计了一些任务情境，

如要求劳动者在频繁的电话或同事的询问下进

行计算，评估的目的是劳动者能否在分心的情

况下保持专注力，属于对自我控制能力的考

核。PISA-VET为任务能力设定的标准值为

500，标准偏差为100，居于中心值左右意味着劳

动者四项子能力的质量相对均衡，而偏向于某

一端，则表明劳动者完全具备或不具备该项子

能力，不同职业对于劳动者任务能力的要求或

许存在差异，因而该数值所代表的含义需要视

职业领域的情况而定。

任务能力极具个人特质，如有计划、细心、

努力工作等，这在未来的工作领域依然是重要的

能力，虽然技术正在取代常规工作，但其补偿效

应又在创造新工作，所以劳动者具有的任务能

力是进行工作转换的前提。时至今日，任务能

力在各行各业都有重要的体现。例如，汽车维修

工需要在极短时间内、嘈杂的环境中完成对汽车

的保养与维修；导医护士要同时完成接待就诊患

者、提供导诊服务、协助受理、跟踪、解决客户投

诉等工作。已有研究表明，任务能力可以通过教

育与培训（包括VET）来培养[24]，因此，PISA-VET
认为劳动者可以在VET中获得该技能，从而拥

有扎实的任务能力，以自如地开展工作。

（四）协作能力及其评估

协作能力同样出自 SSES“大五人格”模型，

与宜人性含义相同，PISA-VET将其界定为“个

体与他人相处的方式、亲社会性和合作性的程

度”[25]。从某种意义上说，“协作能力主要强调人

与人之间合作沟通的方式，从行为上主要考察

个人能否将心比心、站在他人的角度来看待问

题，能否与他人建立信任关系、善待他人、和谐

相处，能否对他人的福祉表现出积极的情感关

注。”[26]那么，协作能力所表现出的共情、合作与

信任等三项子能力日益成为劳动者个人走向成

长、增进社会关系、获取他人信任的重要技能。

有关劳动者协作能力的评估方式与任务能

力一致。一是围绕共情、合作与信任三项子能

力，设置 6~7个测试问题，使用李克特五点量表

进行评价。二是采取背景问卷调查多个主体，

相互印证劳动者的协作能力。三是在专业技能

评估中评价劳动者的协作能力。例如，在旅游业

和酒店业中，对酒店接待员的考核要点是能否与

各个部门开展合作，了解不同部门的规定、程序

和角色，以及优化工作流程的情况。PISA-VET
对劳动者协作能力的认定标准与任务能力一致。

PISA-VET将协作能力纳入就业技能的原

因是它贯穿于劳动者全部工作岗位，且在各个

职业领域十分重要，并与VET呈强相关关系。

因为劳动者在接受VET而进入劳动力市场后，

需要与工作环境中不同的角色群体接触，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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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或为其提供服务。比如建筑工地上的电工，

既需要与客户讨论，了解他们的诉求，又要与建

筑师及建筑工人合作。这样看来，协作能力是劳

动者在职场中不可或缺的就业技能。现有研究

表明，协作能力具有可塑性且能够在VET机构

中逐渐形成[27]，成为劳动者必备技能之一。

除上述四种就业技能外，PISA-VET认为劳

动者如果还具备计算能力、信息和通信素养、财

经素养、情绪调节、自我效能、沟通能力等，则更

有助于他们找到合适的工作。但 PISA-VET作
为一项国际测评项目，受制于评估时长、就业技

能与不同专业技能评估的整合问题，获得多项

技能而出现增量价值现象，以及考虑不同国家

的实际情况等，EG指出四项就业技能将是当前

PISA-VET的上限，而其余技能可以在专业技能

中直接进行评估。

三、就业技能评估的突破与创新

指向可预见性的未来，就业技能评估将成

为国际测评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动劳

动力市场与VET转型发展的主要要素之一。在

“互联网+”零工经济盛行的当下，零工就业平台

为劳动者提供了较低的入职门槛、自由的工作

时空、精准的供需匹配，但也隐含着去技能化陷

阱、职业团体瓦解、劳资矛盾等问题[28]。从根源

上看，VET赋能劳动者的技能增值及流动有限，

所以 PISA-VET提出就业技能评估，旨在督促

VET机构着重培养劳动者的识字能力、问题解

决、任务能力和协作能力，助力劳动者顺利地实

现工作转换，达到人力资源配置效率的最大化，

促进技能社会的生成。这般看来，就业技能评

估的突破与创新意义深远，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评估理念：融会贯通，质量为本

PISA-VET设计的就业技能指向未来，意在

实现不同职业领域、国家VET系统、国际测评项

目的可比性，试图搭建起“桥梁”以落实融会贯

通的评估理念，既从外部把握质量事实，衡量质

量标尺“对不对”，又从内部引导质量意识，判断

这把标尺“准不准”。评估劳动者的就业技能，

一方面需要在多个层面互相印证，另一方面则

需要满足多数利益相关者及社会的认可，如此

才能佐证劳动者就业技能的质量水平。相对于

OECD设计的其他国际测评项目，PISA-VET更
加融会贯通，更能凸显劳动者就业技能评估的

真实质量。一是PISA-VET关注劳动者最核心、

最基础的就业技能，即评估目标和内容仅关乎

四项技能，力求以评促强，夯实基础，从而为劳

动者掌握未来的技能创造可能，架构起“现有”

与“将有”的“桥梁”，适应劳动力市场的需求。

二是集中各种评估方式的优点（表 1），通过“专

通融合”与叠加背景问卷的形式全面且科学地

评估劳动者的就业技能，校准质量标尺。三是

注重评估结果的解释性及应用性，以得到利益

相关者及社会的广泛认可。虽然 PISA-VET尚
处于开发阶段，但它架构在多个国际测评项目

基础上，其评估框架有一定的质量保障，因此，

EG指出PISA-VET应作为解释劳动者就业技能

质量的工具，同时也要用在VET机构的改进与

提升之上。综上所述，PISA-VET突破了以往单

一、闭塞、局限的评估理念，转向多领域的融会

贯通，试图在相互印证下来考察这把质量标尺

“对不对”以及“准不准”，从而整体上把握就业

技能评估的质量。

直接

评估

嵌入

评估

优点

·可以使用现有的评估工具

·结果更具可靠性和可比性

·可以对 PISA-VET不同职

业群体进行比较

·与 PIACC等现有国际评估

比较

·较高的结构效度

·劳动者在熟悉的背景下容

易参与评估

·评估更注重实践

·更易在评估过程中体现就

业技能

缺点

·就业技能难以与专业技能

有所关联

·可能仅有较少的劳动者参

与评估

·缺少背景将导致劳动力难

以理解评估内容

·不同职业的可比性较弱

·心理测量方面的挑战

·开发评估及改进评估工具

的费用较高

·局限于当下的情境

表1 两种评估方式的优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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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评估内容：技能中心，数智导向

劳动者进入劳动力市场需要技能，所以就

业技能评估本质上是评定劳动者技能知识学习

和技能经验累积两个环节，技能知识学习在学

校，而技能经验累积在车间[29]。作为前后紧密连

接的两个过程，PISA-VET将接受就业技能评估

的目标人群定位在完成VET六个月之后的劳动

者，以着重监测其就业技能的形成。而随着数

字技术的发展，技能形成的主体内容已经从具

身认知发展至数字技能，劳动智能化对劳动者

非认知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就业技能的培

养更加重要[30]。换言之，PISA-VET围绕技能中

心，数智导向设计评估内容，尤其是在嵌入专业

技能评估当中，这一突破与创新显现得尤为明

显。一是基于劳动者的深度体验来设计评估内

容。学习科学认为，深入的学习体验能够为劳

动者未来学习做好准备[31]，因此，PISA-VET在评

估劳动者专业技能的同时，亦对识字能力、问题

解决、任务能力和协作能力展开共同的评估。

例如，劳动者在完成检修汽车故障这一复杂的

评估项目时，需要阅读相关手册，与他人合作，

按步骤分析完成任务，既是对专业技能的考核

又包括对就业技能的评估。二是从结构性问

题设计评估内容。PISA-VET依托大量的真实

问题，凭借复杂的计算机模型，将其分解成通用

和可决策的内容，使得劳动者就业技能的评估

有章可循。三是遵循可改进的宗旨设计评估内

容。评估内容的设计既要考虑劳动者技能形成

过程中的累积情况，又要思考怎样在专业技能

评估时更好地融入就业能力，还要保证评估内

容能够解释和说明劳动者的行为与决策。换言

之，就业技能评估内容设计被PISA-VET控制在

合理的限度内，旨在得出更准确的数据，促进劳

动者及 VET系统的改进与提升。总之，PISA-
VET以技能为中心，数智为导向，设计就业技能

的评估内容。

（三）评估方式：技术支撑，途径多样

PISA-VET在评估方式上极具特色，EG构

建了“两柱三种”的评估方式（图 2）。一个支柱

以就业技能为主，依据PIACC、SSES等现有项目

或框架对劳动者的识字能力、问题解决、任务能

力、协作能力进行直接评估和背景问卷评估；另

一个支柱是嵌入专业技能的评估方式，通过设

计的多个专业技能情境，使劳动者有选择地评

估自身的就业技能。可以说，多途径的评估方

式有助于全面分析劳动者的技能形成过程，科

学判定劳动者所具备的技能水平，为改进和提

升VET系统提供依据。之所以能够如此，是因

为评估方式背后强大的技术支撑。一是挖掘技

术介入技能评估的潜力。互联网、云计算、人工

支柱1
通用就业技能

（基础核心）

支柱2
嵌入式职业就业技能

（连接至专业技能）

直接评估

（基于成绩）

背景问卷

（自评报告）

识字能力（PIACC）现有项

目/框架15分钟测试

问题解决（PIACC第二周

期）现有项目/框架30分钟

测试

任务能力（SSES）
现有项目/框架

协作能力（SSES）
现有项目/框架

专业技能

情境1
专业技能

情境2
专业技能

情境X……

职业领域下的识字能力（PS模拟中的嵌入式测量；15分钟）

职业领域下的问题解决（PS模拟中的嵌入式测量；15分钟）

可选：职业领域下的任务能力（PS模拟中的嵌入式测量）

可选：职业领域下的协作能力（PS模拟中的嵌入式测量）

图2 就业技能的通用和嵌入式评估方式[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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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能等数字技术正改变着传统的评估方式，以

沉浸性、动态性、开放式、互动性、迭代性、个性

化等为特点的新一代评估方式能够监测劳动者

思维决断、实践过程乃至细微反应，一系列的复

杂数据在愈加完善的算法模型下，无疑会增强

就业技能评估的可靠性。二是 PISA-VET在设

计就业技能评估专业场景时遵循OCED提出的

技 术 增 强 评 估（technology- enhanced assess⁃
ments）框架的设计思路，在项目类型、项目特征

和证据来源等方面需要数字技术的支持。三是

提高对复杂性数据分析的精确度与可信度。在

推进算法融合、多维度结果分析、修正评估模

型、探索数据内容、开发任务族等处理方式下[32]，

为劳动者如何参与、利用和发展就业技能提供

指引。以技术作为支撑，途径多样的评估方式

会促进劳动者就业技能的养成，但评估结果如

何应用于不同国家的VET系统，为全球教育政

策与实践提供良方，仍需在PISA-VET运作后进

行判断。

四、启示与思考

OECD呼吁并制定 PISA-VET，把就业技能

视作劳动者进入不同职业领域的“敲门砖”，其

深层含义是引导各国的VET系统，发挥教育的

分流功能，把人口中的相当一部分导向技能工

作[34]。从我国的发展实际来看，零工经济盛行导

致大量劳动力人口正在经历“去技能化”，而以

实体经济为核心的产业模式又需要大批的技能

人才，因而就业结构性矛盾问题较为突出。虽

然我国政府已经采取了许多措施来解决此问

题，且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受劳动力市场的

频繁变化，劳动者难以掌握日趋专业化的技

能。所以，OECD发布的《PISA VET：评估和分析

框架》对我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就业技能的

“桥梁”作用及其评估的改进目的有助于劳动者

较顺利地习得专业技能，以此胜任更为专业的

技能工作。

（一）确定就业技能的本土概念

PISA-VET将就业技能理解成一种一般技

能，但是在我国的语境下应当作何界定？2021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

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首次提

出技能型社会建设目标，“到 2035年，职业教育

整体水平进入世界前列，技能型社会基本建

成”[35]。技能型社会作为我国特有的概念以及当

前社会发展的重要维度，就业技能理应在此议

题中加以探究。从狭义上看，技能型社会建设

中的“技能”是基于中国技能人才严重短缺并影

响了产业发展这一状况提出来的，因此应聚焦

在职业技能。[36]而从广义上看，“技能”还应当包

括生活技能、数字技能等通用技能。然而，构建

技能型社会是否需要“就业技能”？已有研究表

明，“技能不足对劳动者的工资收入、工作满意

度和职业流动（跳槽）均产生了显著的负向影

响。”[37]显然，劳动者需要具备就业技能，以此作

为基础才更容易获得专业性的技能。如此说

来，对就业技能概念的本土化建构变得尤为重

要，某种程度上关系到技能型社会的建设成

效。当然，还存在更为关键的问题，即就业技能

与技能型社会之间是什么关系，就业技能与

VET之间又是什么关系？这两个问题需要在中

国语境下体系化地思考，明确就业技能应以何

种“角色”参与社会及VET的发展。总之，需要

我国专家学者对就业技能展开讨论，明辨其本

土概念，指明其角色定位，以此直面回应并面向

未来的劳动力市场。

（二）构建中国式的就业技能评估框架

与 PIACC、PISA、SSES等国际测评项目一

样，PISA-VET同样被冠以“未来挑战”的 名头，

OECD正通过渲染“教育危象”以试图规训全球

的VET系统[38]。一方面，就业技能着实重要，迫

使全球对其展开讨论，借此实现劳动者就业技

能的养成，提高VET质量，疏解与劳动力市场的

供需矛盾。另一方面，PISA-VET带有强烈的西

方价值意志，所选择的识字能力、问题解决、任

务能力和协作能力亦是站在西方的教育立场，

这些维度要素能否代表我国劳动者的就业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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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求，尚处于未知阶段。从PISA-VET就业技能

评估的形成过程来看，它是在OECD已经开展的

国际测评项目中选择出适合的要素并加以组合

而构建出来的。在我国，PISA、SSES等国际测评

项目实现了本土化重构，PISA-VET是否需要遵

循同样的逻辑，在已有框架中选择维度要素？

还是基于中国实践，基于我国开展的技能测评

中挑选合适的要素？抑或建立专家组，跳出

OECD的思维框架，设计与构建中国式的就业技

能评估框架？三种方式各有利弊，其关键是怎

样凸显中国的价值意识，使就业技能建立在中

国的教育立场之上，服务于中国VET系统及技

能型社会。

（三）扩宽就业技能评估的思路

PISA-VET在就业技能评估上达成了三项

突破与创新，一是在评估理念上，力求融会贯

通，质量为本；二是在评估内容上，遵循技能中

心，数智导向；三是在评估方式上，指向技术支

撑，途径多样，这为我国开展就业技能评估扩宽

了思路。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强化就业优先

政策，健全就业促进机制，促进高质量充分就

业。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四次

集体学习时再次强调，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是

新时代新征程就业工作的新定位、新使命。由

此可见，推进劳动者高质量就业是我国就业工

作的根本要求，因而就业技能评估需要围绕质

量开展，既要考虑评估框架这把质量标尺“对不

对”，又要验明这把标尺“准不准”，是否能够有

效促进劳动者高质量就业。那么，怎样以就业

技能评估达成该目标，现有研究认为，应从大职

业教育观入手，满足所有人的就业和职业技能

学习需求 [39]。因此，评估需以技能为核心，以技

术为支撑。在就业技能评估的内容上要依据

我国劳动者的特点进一步细分子能力，适度超

前于劳动力市场的技能需求，同时保证评估内

容的信度与效度。又因为就业技能评估既要评

估劳动者的技能水平，也要通过评估提高其能

力；评估标准既要有筛选价值，也要涵盖个体的

增值性评价[40]，所以，需要复杂的算法模型、数字

信息设备以及分析工具等予以支撑，还需要多

种评估方式的叠加以科学评估劳动者的就业技

能质量，用于改进VET系统，实现VET与就业技

能评估的闭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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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ture-Oriented Employment Skills Assessment--Based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OECD’s

“PISA VET: Assessment and Analysis Framework”report

Xiu Nan

[Abstract] Employment skills assessment is an important way to measure the general abilities of work⁃
ers, and employment skills are considered as a“stepping stone”for workers to enter different professional
fields. To this end, the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has released the PISA
VET: Assessment and Analysis Framework, which defines employment skills as abilities related to a range
of job positions.Guided by the principles of scientificity, inclusiveness, and international comparability, and
building upon existing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programs, OECD have selected an employment skills as⁃
sessment framework encompassing dimensions such as literacy, problem-solving, task-oriented abilities,
and collaborative skills.The breakthrough and innovation of employment skills assessment are reflected in
the assessment concept, which strives to integrate and integrate, with quality as the foundation;In terms of
evaluation content, it follows the skill center and digital intelligence orientation;In terms of evaluation meth⁃
ods, it is oriented towards technical support and has various approaches.This framework is of great signifi⁃
cance for China to define the local concept of employment skills, build a Chinese-style employment skills
assessment framework, and broaden the thinking of employment skills assessment.

[Keywords] employment skills assessment; worker;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aining; OEC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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