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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主要介绍了美国国家的职业分类系统的现状 ,回顾了美国国家标准的职业分类系统的发展历史、修

订原则和方法 ,新职业分类系统的特点以及用途 ,以及在建立美国国家通用的标准职业信息系统时所作的努力。

最后 ,本文结合美国职业分类系统的经验 ,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 》的修订工作应广泛征求修订意

见 ,邀请社会各界参与 ;重视科学统一的职业分类标准的制定 ;加强职业分类实证资料的收集 ;积极采取有效措

施 ,以保证职业分类系统的持续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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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article briefly introduced the current view of the U. S. National Standard Occupational Classification Sys2
tem, reviewed its history of development, rules and methods of revision,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app lications of the new

Standard Occupational Classification system, and the endeavor in develop ing Occupational Information Network (O 3
NET). Lastly, based on the experience of the development of U. S. National Standard Occupational Classification Sys2
tem, the authors gave some suggestions on revising national occupational classifications in China, including collecting

advices from all kinds of peop le in society, emphasizing scientific and formalized occupational classification criterion,

collecting emp irical information about jobs and occupations, taking effective measures to ensure the update of the national

occupational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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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问题与背景

我国现行的国家标准职业分类系统是《中华

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 》(下面简称为大典 )于

1995年初开始启动建立、1999年 5月正式颁布 ;这

是“我国第一部对社会职业进行科学划分和归类

的权威性文献 ”[ 1 ]。《大典 》的编制不仅体现了长

期以来我国在劳动人事管理实践中积累的经验 ,

而且还借鉴了国际劳工组织和其它发达国家的职

业分类成果 [ 1 ]。颁布后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经济信

息交流、劳动力社会化管理以及人口统计等研究

和实际工作领域 ,对中国职业发展和社会经济的

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但是近年来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全球

竞争的加剧以及科技进步 ,社会环境发生了急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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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 ,而我国正处于职业结构剧烈变化的过程

中 ,社会环境的变化导致组织结构的变化 ,组织结

构重组、裁员等不断出现 ,这也导致了职业结构的

不断改变 :新的服务性职业和高新技术职业不断

涌现 ,传统的职业的属性也不断发生着变化 [ 2 - 4 ]。

这些变化使得《大典 》的滞后性和局限性不可避免

地显现出来。

综合起来分析 ,目前《大典 》存在的问题主要

有 : (1)部门化色彩明显 ,“蓝领 ”类职业划分较细 ,

而“白领 ”类职业划分相对较粗 ; ( 2)“职业 ”定位

层次不清 ,比如有的职业描述得很具体 ,但是有的

职业描述得比较宽泛 ; (3)缺乏对从业人员任职资

格要求的准确说明 ,这样 ,就可能弱化职业教育和

职业培训的导向作用 ,难以为社会迫切需要的就

业服务体系和国家职业资格鉴定制度的建设提供

科学的依据 ; ( 4 )职业分类系统的工作平台不完

善 ,由于基础数据系统不完善 ,难以进行动态维护

和更新 [ 5 ]。

劳动保障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在建立新职业

定期发布制度的同时 ,专门组建了职业分类专家

课题组 ,试图通过广泛调研和新职业申请的工作

分析鉴定等途径 ,对现有国家职业分类系统进行

调研 ,并为未来《大典 》的修订工作打下基础 ,并为

我国职业分类与国际分类系统接轨进行可行性研

究。本文就是该研究的组成部分 ,主要介绍美国

职业分类系统的概况和发展趋势。

二、美国职业分类系统的发展概况

(一 )美国职业分类的发展历史

美国最早的职业分类体系的建立可以追溯到

1850年。当时进行了全国人口普查后 ,美国就建

立了最早的职业分类 ,该分类系统包括 322个职

业。到 1977年 ,美国联邦政府开始考虑建立国家

的标准职业分类系统 ( Standard Occupational Classi2
fication System) ,并在 1980年对该系统进行了重新

修订。到了 20世纪 90年代中期 ,由于社会发展的

需要 ,人们开始反思 1980年的职业分类系统的效

果以及它是否适合现代职业发展的需要 ,以适应

新世纪服务性职业和高科技职业的发展要求。由

此 ,美国成立了标准职业分类修订政策委员会

( Standard Occupational Classification Revision Policy

Comm ittee, SOC Comm ittee)来推进这项工作 [ 6 ]。

美国最初的标准职业分类系统主要是模仿标

准行业分类系统 ( Standard Industrial Classification,

SIC)建立的。行业分类系统是在 20世纪 30年代

引入的 ,目的是为当时迅速发展的制造业提供分

类依据。到了 1992年 ,由于许多新行业 ,例如 ,信

息服务业、保健服务业和高科技制造业的出现和

发展 ,迫切需要建立新的行业分类系统。由此 ,北

美行业分类系统 (North American Industry Classifi2
cation System, NA ICS)应运而生。该系统是对以

前美国行业分类系统的修订 ,主要根据生产过程

来将企业进行分类。因此 ,该分类系统是一个生

产导向的职业分类系统。该系统的一个显著特点

是 ,允许加入该系统的国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 ,

在该系统基础上建立个性化的行业分类系统 ,同

时 ,不同国家的行业分类数据又可以整合到该系

统之中 [ 6 ]。

标准职业分类修订政策委员会从中借鉴了四

个关键步骤来对 1980年的标准职业分类系统进行

修订 : (1)确定要解决的问题 ; (2)确定分类原则 ;

(3)分成小组各自进行工作 ; ( 4)对不同的意见进

行综合。之后美国劳工部 (U. S. Department of La2
bor)劳动统计局 (Bureau of Labor Statistics, BLS)

组织了一次国际性的职业分类会议 ,来为修订工

作的开展做准备。此后 ,美国管理和预算办公室

(Office ofManagement and Budget, OMB)邀请了所

有与职业分类有关的联邦机构加入到职业分类系

统的修订工作中。其成员主要来自劳动部劳动统

计局、雇佣培训管理处、国防人员数据中心和人事

管理办公室。此外 ,还包括来自国家科学基金委

员会、国家职业信息协调委员会和管理和预算办

公室的人员 [ 7 ]。

(二 )美国职业分类系统的修订

美国管理和预算办公室于 1994年 9月授权成

立了标准职业分类修订政策委员会 ( Standard Oc2
cupational Classification Revision Policy Comm ittee,

SOC Comm ittee) ,该委员会在 Federal Register上刊

发通知 ,征求全国对以下问题的意见 :职业信息的

应用、职业分类的范畴和目的、1980年 SOC的分类

原则、新 SOC的概念以及修订过程 [ 6 ]
,以确定系统

修订的组织原则。当时 ,主要强调明确几个概念

问题 :第一 ,什么是职业 ? 职业的最基本概念是指

人们从事的工作 ;第二 ,根据国际标准职业分类中

职业的国际化发展趋势来修订新的 SOC;第三 ,可

以根据职位名称词典顾问委员会的建议 ,建立一

套以技能为基础的系统 ;第四 ,根据行业分类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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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修订经验 ,建立一套以经济为基础的系统。在

广泛调研的基础上 ,标准职业分类修订政策委员

会确立了以下原则来指导新的 SOC 的修订工

作 [ 7 ]
:

1. 新的职业分类系统应涵盖所有以营利或者

薪资为目的的工作。在某些家族企业中 ,虽然家

族成员可能不直接得到报酬 ,但也应包括在内 ;不

应该包括那些只使用志愿者的职业。而且每一个

职业只能被归入一个类别中。

2. 职业分类是根据人们从事的工作以及与之

相应的技能要求、教育、培训或者资格证书进行

的。

3. 专业性和技术性职业的从业者的上级主

管 ,通常应该具有由他们指导的员工相类似的背

景和工作经验 ,因此 ,在职业分类系统中 ,可以把

这些主管及其指导的工人归入同一个类别。同

样 ,在日常工作中 ,有 20%以上时间从事指导其员

工的工作的团队领导 ,属于领导型的员工或称为

员工的上级主管 ,也可以与其指导的员工归入一

类。

4. 在日常工作中 ,只有 20%以下的时间从事

与员工类似工作的、生产、服务和销售工人的一线

主管 ,由于其 80%的时间从事管理工作 ,应该归入

与他们指导的员工不同的类别中。

5. 学徒和实习生应该被归入他们实习的职业

中 ,但他们的师傅或其它实习辅导员应该归入不

同的类别中。

6. 数据的收集和报告应该尽量详细。不同的

政府机构应根据自己的能力收集不同详细程度的

职业信息。

7. 如果某职业不能在分类结构中找到非常清

楚的信息以确定其归类 ,那么 ,它应该被归入“其

它 ”类型的职业。所谓其它类型职业是指各种分

类中不能涵盖的职业类型。

8. 当某职业可以同时归入几个职业类别时 ,

可以归入技能等级水平要求较高的职业类别 ;如

果各职业之间的技能等级要求没有显著差异 ,则

归入最能体现其工作活动特征的类别。

在后来的修订过程中 ,标准职业分类修订政

策委员会一直在征求社会的参与。为了修订已有

的分类系统 ,该委员会还成立了 6个工作小组 ,其

中 5个小组是根据职业雇佣统计信息 (Occupation2
al Emp loyment Statistics,简写为 OES)中包含的技

能进行分组的 ,第六组主要涉及军队的职业。这 6

个工作组分别关注以下六类职业 : (1)管理、行政

和文书工作 ; ( 2)自然科学、法律、健康、教育和艺

术 ; (3)销售和服务 ; (4)建筑、冶炼、农业和交通运

输 ; (5)商业和生产 ; (6)军队 [ 6 ]。

每一个工作组都从各个领域聘请专家来协助

自己的工作 ,并按照确定的修订标准来写出书面

建议 ,以便于存档。修订后的职业分类系统的内

容包括 :职业名称、职业定义、其它相关的职业名

称等。每个职业的确定都需要经过标准职业分类

修订政策委员会的检查。到了 1997年 7月 ,标准

职业分类修订政策委员会发布了修订的分类系

统。在充分考虑了近 200条建议之后 ,把修订版提

交给了美国管理和预算办公室。然后 ,由该办公

室进行意见征求 ,并进行了进一步修订 [ 6 ]。通过

以上步骤 ,美国初步建立了全国统一的标准化的

职业分类系统。最新一次的修订是 2000年进行

的 , 2005年将再次进行修订工作。

(三 )美国现行的职业分类系统

美国现行国家职业分类系统是 2000年修订的

标准职业分类系统 ( Standard Occupational Classifi2
cation system, 以下简称 2000SOC)。该系统根据

职业工作活动以及技能要求的相似性将类似的工

作进行归类 ,该系统包括 23个大类 , 96个中类 ,

449个小类和 821个细类 (职业 ) [ 7 ]。23个大类的

情况如表 1所示。
表 1　美国职业分类系统的 23个大类说明表

代码 名称
11 - 0000 管理类职业
13 - 0000 商业和金融事务类职业
15 - 0000 计算机和数学类职业
17 - 0000 建筑和工程类职业
19 - 0000 生命、体育和社会科学类职业
21 - 0000 社区和社会服务类职业
23 - 0000 法律类职业
25 - 0000 教育、培训和图书馆相关职业
27 - 0000 艺术、设计、娱乐、体育和传媒类职业
29 - 0000 保健实践和技术类职业
31 - 0000 保健支持类职业
33 - 0000 保卫以及服务类职业
35 - 0000 食品加工和餐饮相关职业
37 - 0000 建筑和地面清洁类职业
39 - 0000 个人护理和服务类职业
41 - 0000 销售以及相关职业
43 - 0000 办公、行政支持类职业
45 - 0000 农业、林业和渔业
47 - 0000 建筑和酿造业
49 - 0000 安装、维护和维修类职业
51 - 0000 生产类职业
53 - 0000 交通和运输职业
55 - 0000 军队特殊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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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需要指出的是 , 2000SOC还通过职业代码 ,

与美国其它的职业数据库相联系。例如 , O 3 NET

职业信息网络系统 (Occupational Information Net2
work, O3 NET)和美国工作银行 (American ’s Job

Bank) ,这样 ,可以得到更为具体的职业要求的信

息。我们将在后面专门介绍。

三、美国现行职业分类系统 (2000SOC)的特征

和作用

(一 ) 2000SOC的主要特征

2000SOC是 2000年修订的标准职业分类系统

( Standard Occupational Classification System )的简

称。美国职业分类系统建立的目的之一就是为美

国的不同联邦机构和个人、组织用户提供统一的

职业分类 ,使许多管理事宜可以在共同的平台上

完成。新的职业分类系统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 6 ] :

1. 结构的可比性

该标准职业分类系统分为四个不同的层级

(大类、中类、小类和细类 ) ,这使得用户可以根据

自己的需要和收集数据的能力 ,选择适合的职业

描述层次 ;同时 ,采用同一分类系统收集数据 ,能

够对收集的数据进行比较。修订的职业分类系统

包括 23个大类、96个中类 , 449个小类和 820个细

类 (具体职业 )。每个层级中 ,具有类似技能和工

作活动的职业类别被合并到一起 ,形成较高层级

的职业。

2. 反映美国当今的劳动力结构

为了反映生产办公自动化和信息技术的进

步、服务性职业的急剧增加以及人们环保意识的

增强等新趋势 ,新的职业分类系统中容纳了更多

的专业性、技术性和服务性职业 ,而生产类职业相

对较少 ,这在不同层级的分类中都有所体现。例

如 ,为了体现专业性的发展趋势 ,新的职业分类系

统将设计师进一步划分成室内装璜设计师、花卉

设计师、图片设计师、工商业设计师、时装设计师

等。为了体现环保类职业的发展 ,新增了环境工

程技术员、环境专家和科学家、环保专家等。新增

的服务类职业包括皮肤护理专家、健康教练、体形

教练等。而某些生产类职业却合并到了一起 ,例

如 ,不同的打印机操作员被合并到了一起 ,这是因

为现实中许多公司都是雇佣一个打印机操作员来

完成所有的打印工作。同时 ,还增加了很多新兴

的生产类职业 ,如半导体装配工人、玻璃纤维碾压

员等。

3. 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为了满足不同用户的需求 ,新的职业分类系

统还允许用户在不同的分类水平上收集数据。在

新的职业分类系统中 ,每个职业都有六位数字的

编码。前两位代表大类、第三位代表中类、第四和

第五位代表小类、第六位代表细类 ,也就是具体的

职业。如果某政府机构或者其它用户想了解更具

体的职业特征 ,可以根据分类原则再把某个细类

分成更小的类别。操作时只需要在后面增加小数

点 ,在小数点后面加入相应的数字就可以了。

4. 职业定义及其它可能的职业名称

通用的职业分类系统不仅仅包括职业名称 ,

还应该对职业有具体的定义。为了便于职业分类

系统的建立 ,每个职业的细类都有一个独特的定

义 ,同时还说明该职业包括多少任职者。定义不

仅包括某职业的所有人员所从事工作的任务 ,而

且还有对特定从业者的特定任务的描述。为了便

于不同数据收集机构采用相同的分类系统 ,每个

职业细类还提供可能的职业名称。因为在不同的

行业、组织里 ,相同的职业可能会有不同的名称。

5. 军队职业

如果军队的职业跟一些非军队职业类似 ,就

将其归入非军队职业中 ,例如 ,厨师、秘书等 ;但

是 ,非军队职业中没有的则要单独设定。

6. 历史的可比性

为了进行职业发展趋势的长期追踪 ,新的职

业系统必须与以往的分类系统有一定程度的可比

性 ,即新旧分类系统应该体现一定的延续性。

7. 及时更新

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职业变化非常快 ,以往

的职业分类系统往往不能满足现实的需要。基于

此 ,标准职业分类修订政策委员会建议成立一个

常设机构 ,来追踪职业的发展变化趋势 ,并及时更

新旧的职业分类系统。

(二 ) 2000SOC的主要作用

2000SOC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职业分类系统 ,

除了为美国政府机构所使用 (如劳动统计局进行

某项调查 )之外 ,还可以为私人机构和个人提供服

务。其作用主要包括 [ 7 ] :

1. 企业员工再就业

当员工被公司裁员时 ,他可以登陆国家职业

分类系统的网站 ,网站上提供有关他现在从事工

作的以及相关工作的胜任特征和工作经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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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can’s Job Bank和 O3 NET)等信息 ,这样 ,他

就可以利用这些信息 ,结合个人的实际情况 ,找到

与之匹配的工作。

2. 大学生择业

一个刚刚毕业的大学生 ,需要知道某种工作

需要哪些教育背景的人 ,就可以根据自己大学的

专业和兴趣 ,选择合适的工作。

3. 薪酬调查

一个非营利组织的薪酬福利专员 ,在招聘新

员工方面遇到了一些困难 ,并且发现企业离职率

比较高。因此 , 他想做一个薪酬调查。由于

2000SOC是美国统一的职业分类系统 ,其它政府

机构 ,例如劳工部和劳动统计局等都会以此为标

准进行全国普查。因此 ,薪酬福利专员可以通过

登陆国家职业分类系统的网站 ,获得其它公司中

类似职位的薪酬情况 ,然后 ,确定自己公司的薪酬

是否合适。

4. 企业岗位重组

公司的人力资源专家需要将公司现有的数以

百计的岗位根据胜任特征模型的要求进行岗位重

组 ,以减少岗位的数目。他可以参考国家职业分

类系统及其相关任职素质要求的数据库 ,将数据

库里已有的信息作为模板 ,根据公司的需要进行

调整 ,达到企业岗位重组的目的。

四、O3 NET职业信息网络系统

美国现行的职业分类系统的广泛应用跟其它

职业信息系统的建立是不可分的。其它职业信息

系统中 ,最重要的是 Occupational Information Net2
work (O 3 NET)职业信息网络系统。O 3 NET职

业信息网络系统是由美国劳工部组织开发的职业

信息系统。这是一个全面的职业描述系统 ,它基

于美国标准职业分类系统 ,综合了自发展职位名

称词典 (D ictionary of Occupational Title, 缩写为

DOT) 60年来关于工作和职位性质的相关知识 ,能

够满足未来工作信息的需要。

目前它已经取代了职位名称词典 ,成为美国

工作分析和职业分类的常用工具。这种方法可以

使人们了解有关各种职业的多方面有用信息 ,例

如工作任务、工作活动以及从事该工作所需要的

能力、技能、知识和人格要求等。该系统用同样的

指标体系衡量所有的职业 ,它发展了跨职位的指

标描述系统 ,为描述不同的职位提供了共同语言 ,

有利于进行职位之间的比较 [ 8 ]。此外 , O 3 NET运

用了分类学的方法对职位进行分类。这种方法使

得信息能够被广泛的概括 ,并且能够被分到较少

的类别里面 ,其同时关注职业和职位两个方面 ,不

仅包括进行特定工作需要的关键技能 ,也包括更

广范围的组织或者情境因素描述指标 ,如组织文

化等 [ 8 ]。

图 1　O3 NET的内容模型说明图

摘自 Peterson等 , Personnel Psychology, 2001, 54: 451 - 492.

上面是 O 3 NET的内容模型。对于每一个职

业 ,都要根据模型中的内容进行描述。既然包含

了职业发展的前景信息 ,同时还包含了对任职者

的胜任素质要求。O3 NET由很多模块组成 ,包括

工作特征描述、任职者资格要求、组织特征描述以

及职业特征描述等。目前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

所时勘博士课题组已经根据中国国情 ,将大部分

的 O3 NET问卷进行了修订。这些问卷包括工作

活动、工作技能、工作风格、知识、能力、工作价值

观等问卷 ,可以根据企业的具体需求对上述问卷

进行合理选择使用。O 3 NET主要通过问卷调查

的方式进行 ,同时也辅助以适当的专家访谈和组

织高层访谈。调查和访谈结果不仅可以用来进行

工作分析 ,为某些岗位建立岗位责任说明书和工

作规范 ,也可以用于胜任特征分析、组织文化诊断

和员工—组织价值观匹配情况诊断等。O 3 NET

问卷系统作为来源于新型职业分类的杰出成果 ,

应该能够作为有效的研究工具反过来服务于新型

的职业分类 ,促进其效率的提高。

五、对于我国职业分类的几点启示

以上对美国国家标准职业分类系统的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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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对我国职业分类系统的修订得到如下启示 :

(一 )广泛征求修订意见 ,邀请各界广泛参与

虽然 1999年颁布的《大典 》得到广泛应用和

好评 ,但是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 ,某些分类已经

不适应实际需求。因此 ,鉴于美国职业分类的成

功经验 ,新分类体系的修订应该由专家进行评估 ,

并且向社会征求不同意见。征求意见的对象应该

包括政府机关 (如国家统计局、教育部等机构 )、企

业 (如大型国有企业的跨国公司 )和行业协会等。

征求意见的内容可以包括 :对职业分类系统建立

的目的、应用领域、现有职业分类系统的不足、修

订的原则、修订的过程以及修订程序等。并且完

成初步修订工作后 ,还需要对修订结果进行公示 ,

继续征求意见 ,再次修改后才能定稿。

(二 )职业分类标准的制定

我国的职业分类大典将职业定义为“从业人

员为获取主要生活来源所从事的社会工作类别 ”,

职业具有目的性、社会性、稳定性、规范性和群体

性五个方面的特征 [ 1 ]。《大典 》中定义的职业分

类 ,主要是指“以工作性质的同一性为基本原则 ,

对社会职业进行的系统划分于归类 ”。其中的工

作性质是指“一种职业区别于另一种职业的根本

属性 ,一般通过职业活动的对象、从业方式等的不

同予以体现 ”[ 1 ]。同时《大典 》规定 ,“对于工作性

质同一性所作的技术性解释 ,要视具体的职业类

别而定 ”[ 1 ]。需要指出的是 ,我国的职业分类系统

中不同层级的分类标准是不同的 ,例如 ,大类是根

据工作性质的同一性划分的 ,而中类是根据职业

活动涉及的知识领域、使用的工具设备、采用的技

术方法以及提供产品和服务的种类划分的 ,效率

是根据从业者的工作环境、工作条件和技术性质

进行划分的 ,细类是根据工作对象、工艺技术和操

作方法等的同一性划分的 [ 1 ]。可以看出 ,我国现

行的职业分类系统的分类标准虽然有较大的进

步 ,但是这些不同层级的职业的分类标准还是缺

乏同一性。美国的职业分类系统主要是根据人们

从事的工作以及与之相应的技能要求、教育、培训

或者资格证书进行的 [ 6 ]。国际劳工组织 1988年

建立的《国际标准职业分类 》,主要是根据两个关

键指标进行的 :工作和胜任该工作需要的技能 [ 9 ]。

工作主要是指一个人需要完成的一系列任务和职

责 ,技能是指从事特定工作任务和职责所需要的

能力。技能可以从两个方面进一步描述 :技能等

级和技能专业化。技能等级主要与工作任务、工

作职责的复杂性和范围有关 ,技能的专业化主要

由完成工作所需要掌握的知识范畴、应用的工具

和设备、工作材料以及工作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决

定 [ 9 ]。具体来说在 ISCO - 88中 ,技能等级跟从业

者所接受的正规教育以及正式或非正式的培训以

及工作经验相关 ,分为四个等级 [ 9 ] :

3 第一等级 :指需要接受基本的教育 ( 5 - 7

岁开始 ,约需要 5年 ) ;

3 第二等级 :需要接受中学教育 ( 11 - 12岁

开始 ,约需要 5 - 7年 ) ;

3 第三等级 :需要接受高等教育 ( 17 - 18岁

开始 ,约 3 - 4年时间 ,但是不一定拥有大学教育学

位 ) ;

3 第四等级 :需要至少接受大学本科教育 (17

- 18岁开始 ,约 3 - 6年时间 ,需要获得大学中的

学位 )。

在该职业分类系统的大类中 ,多数大类都跟

一定的技能等级相联系。

其它国家的职业分类系统 ,如加拿大的国家

职业分类系统 (National Occupational Classification

system, NOC) [ 10 ]、英国标准职业分类系统 ( Stand2
ard Occupational Classification system, SOC,与美国

的不同 ) [ 11 ]和新加坡的标准职业分类系统也是根

据技能划分的 [ 12 ]。

从上面可以看出 ,这些国家一致地把技能 (水

平等级和专门化或者技能种类 )作为职业分类的

标准。因此 ,在我国职业分类系统的修订中 ,应该

将工作性质的同一性具体化 ,把技能 (种类和水平

等级 )作为应该重点考虑的关键之一。我们在新

职业的鉴定过程中已经开始采用 O 3 NET工作分

析系统进行这方面的探索。这不仅可以为职业分

类提供统一的标准 ,而且能够更加丰富职业的内

涵 ,使得职业的定义更加准确。

(三 )职业分类实证资料的收集

虽然美国职业分类系统的修订是在政府部门

的分类系统基础上进行的 ,但这些分类系统都有

坚实的实证数据作为支持 ,从《职业名称词典 》到

O3 NET职业信息网络系统 ,均为每个职业提供了

从工作任务、工作活动到任职者的技能、能力等各

项胜任特征的要求。因此 ,建议我国职业分类系

统的修订也应该采取类似的收集实证数据的方

法。我们不但需要收集职业的工作任务要求 ,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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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收集职业的从业者的技能、能力等胜任特征方

面的要求 ,应该收集从业者的专业要求、教育背

景、任职资格证书要求等数据。这样 ,对职业教育

和职业培训也能够提到一定的导向作用。从更宏

观的角度来看 ,还可以收集关于职业的薪酬、发展

前景等信息。随着收集信息的不断增多 ,就可以

更好地完善现有的职业分类系统。

(四 )职业分类系统的持续更新

随着经济全球化、新技术的不断应用和新职

业的不断涌现 ,传统职业的特征也在不断变化。

因此 ,国家劳动与社会保障部应该建立一个常设

机构来不断追踪这些变化 ,并适时地对现有的职

业分类系统进行调整。这种调整不应仅局限于某

一个细类或小类职业的变化 ,还需要根据行业或

大类职业的发展趋势来进行通盘考虑。这项研究

也应该打破某些职业部门化的现状 ,进行跨部门

的整合和调整。为了保持分类系统的延续性 ,《大

典 》修订应本着循序渐进的原则 ,设定中长期目

标 ,分阶段进行完善。目前 ,可以从新职业的鉴定

入手 ,逐步收集实证资料 ,并进行积累 ,为《大典 》

的修订、完善打下基础。最后 ,为了保证分类系统

的建设和完善 ,应该建立一支稳定的工作分析和

职业分类的专业队伍 ,以保证我国职业分类与国

际接轨 ,并得到持续稳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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