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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外观察
Overseas Observation

【摘要】德国人的“工匠精神”，不仅在于勤于思考、善于学习、崇尚科学、乐于动手的社会氛

围和民族特性，更在于其国家的管理体制与治理机制。“工匠精神”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在市

场竞争中打出来的；不是靠思想教育教出来的，而是内生激励机制重构激发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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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人的“工匠精神”是怎样炼成的
姚先国

自从李克强总理在 2016 年 3 月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

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提出要“培育精益求精的

工匠精神”以来，“工匠精神”就引起社会各界和广大企

业的关注与热议。“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德国和日本是

世界创造业强国，也是“工匠精神”体现得淋漓尽致的典范。

其中，德国的“工匠精神”历史更为悠久、影响更加广泛，

且是日本引为学习的榜样。考察德国人“工匠精神”的特点

和形成机理，也许可为我们弘扬“工匠精神”提供借鉴。

德国的“工匠精神”在任何一个工作场所都可随时感受到

所谓“工匠精神”，就是认真负责、精益求精、止于

至善的工作态度和敬业精神。这种精神在德国的任何一个

工作场所都可随时感受到。笔者曾于 1985 年至 1987 年

在德国进修学习，后来又经常去德国考察访问或研究、讲

学，对此深有体会。德国人严谨守时，上班时间不做私事、

不打私人电话，办事中规中矩，严格遵守相关规范和程序；

医生看病、工作会见都提前约定，处理事情有条不紊；干

活时聚精会神，旁若无人。有一次笔者在慕尼黑火车站候

车，看到一个工人在装一扇铁门。他把门槽里的碎石、杂

物一一清除，然后用毛刷把灰尘一点一点扫干净。那情形

不像在干粗活，而像在做一件工艺品，着实让人感动。正

是有这种普遍化的“工匠精神”，保证了德国产品的高质

量、高性能，打响了“德国制造”的国际品牌。德国的汽

车、精密仪器、高端装备、医疗器械等高科技含量的产品

享誉全世界，德国产品成为质优价高的代名词，使得德国

长期保持国际贸易中的优势地位。德国产品为德国赢得了

赞誉和尊重。

“工匠精神”不仅表现在德国物质产品生产过程，也

体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笔者当年在大学学习时，如

果找德国同学借笔记，拿出来的笔记都是工工整整，并分

门别类装订在专门的听课笔记夹中。到任何政府部门办

事，只要事先预约，到后通报姓名，立即就有人护送过去，

根本不需要登记、查验证件等。这种“工匠精神”也自然

而然地传递给下一代。1986 年笔者在慕尼黑向住地一个

中学生打听去丹麦阿尔胡斯怎么走，他马上掏出笔来，在

纸上给我画出西北欧地区示意图和铁路行车、转车路线，

给我耐心讲解，还时不时道歉：“对不起，这个地方可能

画偏了一点“，让笔者既感动，又感慨。可以说，一丝不苟、

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已内化为德国人的思维模式，

外化为行为准则，成为生活方式的有机组成部分，并潜移

默化，代代相传。

德国“工匠精神”不仅基于民族特性，更与国家管理制度

密切相关

德国人的“工匠精神”有其历史与文化渊源，至少有

三方面因素不可忽视。一是德国人的哲学思维。德国人思

辨能力强，喜欢探究世界底蕴、寻求终极真理，出了许多

伟大的哲学家，如康德、黑格尔、马克思等。这种爱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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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究底的思维方式

必然影响其行为方

式。二是德国科技

发达，曾是全世界

的科学研究中心，

爱因斯坦等科学巨

匠的创造发明影响

了世界进程。三是

德国自中世纪以来

手工业就很发达，

直到 1983 年手工业

还占到 GDP 的 11%。德国人动手能力强，很多人喜欢动

手制作手工产品、自己盖房子。正是这种勤于思考、善于

学习、崇尚科学、乐于动手的社会氛围和民族特性，成为

“工匠精神”的肥沃土壤。

然而，仅把“工匠精神”归因于民族特性有失偏颇。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同为德意志民族，原民主德国的

“工匠精神”就远不如联邦德国。笔者 1986 年第一次到

东柏林时就深切感受到两德之间的差距。东德当时在经互

会国家中人均生产总值最高，东柏林作为首都，又是东德

经济水平、生活水平最高的。但一到东柏林，马上感到是

另一个经济世界：物资短缺，商品价格便宜但种类少，服

务态度差；上饭馆要排长队；买了几本书想邮寄，在西柏

林是很方便的事，在东柏林却很麻烦，要向外跑商店买邮

寄的箱子、带子、胶水自己包装，剩下的包装材料扔了可惜，

带着累赘。两德统一后，笔者为研究两德统一中的经济问

题，先后到柏林、莱比锡等地考察、访问，看到破败的工厂、

凋敝的商店、冷漠的居民，不由得感慨万千。在联邦德国

随时可以体会到的“工匠精神”，在东德却难见踪影。柏

林附近的波茨坦市是当年斯大林、丘吉尔、罗斯福签署《波

茨坦公告》的地方。笔者去时道路坑坑洼洼，楼房破旧不

堪。最能说明“工匠精神”差异的是该市的大剧院。据陪

同人员介绍，两德统一时，该剧院已经拆毁准备重修，地

基已开始打桩了。但统一后的新政府认为，新剧院至少要

达到使用百年的高标准，原设计太差，要推倒重来。新方

案要 3年设计、5年建造，但老剧院已经拆了，居民 8年

内看不上戏，怎么行？市政府决定在新址旁搭一个临时剧

院，以满足近 8年的居民需要。那天笔者特意去参观了那

座已投入使用的临时大剧院，见其功能齐备，舒适耐用，

并非“临时”凑合。由此可见，国家的管理体制与治理机

制是决定“工匠精神”的更重要因素。

中国的“工匠精神”如何培育和弘扬

当前中国正处在转型发展的关键时期。从跨越“中等

收入陷阱”到迈向高收入国家，从投资驱动到消费驱动，

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都迫切需要各行各业推出具有高

竞争力、高吸引力的产品与服务，为中国经济的创新发展

提供新动能。弘扬“工匠精神”尤显紧迫和重要。

然而，“工匠精神”不是喊出来的，而是在市场竞争

中打出来的；不是靠思想教育教出来的，而是内生激励机

制重构激发出来的。最重要的措施在于：一是改革教育制

度，尤其是职业技术教育体制，为现代工匠培养模式提供

摇篮。德国的职业教育世界闻名，舍得投入，就业前途广阔，

教师待遇优厚，值得我国借鉴。二是深化劳动力市场改革，

打破仍然存在的劳动力身份壁垒，为人才自由流动创造条

件。全面实施人才战略，改革劳动工资制度，让具有“工

匠精神”的人才获得应有的市场评价。三是创造公平竞争

的市场环境。让产品市场定价不受垄断势力干扰，不受非

经济因素控制。要改革招投标制度，走出低价竞争陷阱。

四是改善和强化规划管理。“拆了建、建了拆”的瞎折腾

不仅极大浪费社会资源，也使建设部门的“工匠精神”变

得毫无意义。五是强化产品和服务供应的问责机制，使假

冒伪劣、投机取巧行为不仅无利可图，而且自讨苦吃。最

后也是最重要的，是继续深化政府管理体制改革。正确处

理政府与市场关系，让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成为弘扬

“工匠精神”、维护自身声誉机制的自觉践行者。  
（作者为浙江大学社科学部主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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