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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筑工人年龄“断层”日益突出

广东提倡“机器代人”应用场景建设

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 ， 邕江边 ，
轨道御玺君临湾项目， 20 多栋高楼已近
封顶。 每天， 近 400 名工人在现场作业。
这个夏天， 没有应届毕业生进入工地一
线， 目前， 该项目最年轻的工人， 是 26
岁的刘小泉 ， 3 年前毕业于一所大专院
校工程造价专业。

据了解， 整个项目， 30 岁以下的工
人不超过 30 个。 “现在工地的主力军，
还是上世纪 90 年代从农村进城务工的那
批人 。 30 年前他们 20 岁左右 ， 现在老
了， 年轻一代不愿意加入， 导致青黄不
接， 工人断层了。” 广西汇众建筑劳务有
限公司董事长黄明亮告诉记者。

年纪偏大的工人挑大梁， 在全国各
地的建筑工地越来越常见。 在河南省许
昌市一峰广场综合楼项目， 50 岁以上的
工人占了一半。 数据显示， 河南作为全
国劳务输出大省 ， 目前有建筑工人 500
多万， 其中 50 岁以上的约占 50％， “老
龄化” 现象凸显。

在广东， 记者从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了解到， 广东目前登记在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建筑工人管理服务信息系统的在
场工人有 301.7 万人， 其中 50 岁以上占
比 31.7%， 40 岁以上占比 58.5%。

据业内人士介绍， 传统建筑业劳动
强度较大 ， 且不少工种需要高空作业 ，
对身体素质要求较高， 合理的建筑工人
队伍， 应以年轻力壮的工人为主， 40 岁
以下为宜 ， 年纪偏大的工人应只占少
数。

但目前看来 ， 建筑工人 “老龄化 ”
现象已十分明显。 国家统计局 《2021 年
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 显示， 2021 年全
国农民工总量 29251 万人 ， 其中从事建
筑业的农民工比重为 19.0%。 农民工平
均年龄 41.7 岁 ， 比上年提高 0.3 岁 ； 40
岁及以下农民工所占比重下降； 50 岁以
上农民工比重继续提高。

随着时间推移， 年纪渐长的工人逐
渐感到吃力。 49 岁的河南建筑工人徐建
民从 19 岁起就在工地务工 ， 当过砌筑
工、 粉刷工、 混凝土工。 他说， 45 岁之
后就开始感觉力不从心， 但找不到人接
班， 而且生活压力大， 只能咬着牙继续
干。

与此同时， “招工难” 问题也在凸
显。 “十年前， 招工消息放出去， 一天
就能招满一个项目所需工人。 现在线上
线下多种渠道发力， 十天半个月才能招
满人， 很费劲。” 黄明亮说。

数据显示， 2021 年全国高等教育毛
入学率为 57.8%。 也就是说 ， 还有超过
40%的适龄年轻人进入社会 ， 而这些年
轻人， 最终选择建筑业的少之又少， 刘
小泉的同班同学 ， 包括他在内 ， 只有 2
名毕业后选择到一线当工人。

据南宁市轨道御玺君临湾项目部副
经理李海峰介绍， 这几年建筑工人的薪
酬不断提高， 刚出校门的年轻人到工地
当学徒， 月薪有五六千元， 一两年熟练
后， 可提至八九千元， 成为 “师傅” 后，
可月入万元。 相对于老一辈的工人， 年
轻人文化水平更高， 上手更快。

即便如此， 愿意到一线的年轻人还
是不多。 “家庭经济条件稍微好一点的
都不愿意来， 来的大多家庭经济条件比
较差。” 李海峰说。

珠海市理工职业技术学校教师范云
龙说： “社会对建筑工地的印象是工作
环境差 、 不利于健康 、 没有技术门槛 、
晋升空间有限 。 经济条件稍好的家庭 ，
不愿意让孩子去吃苦。”

同时， 各类新兴职业涌现， 年轻人

选择更多元。 广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就
业指导老师林秀丽坦言， 随着生活水平
的普遍提高， 大多数年轻人不再有经济
的后顾之忧 。 虽然建筑工人收入较高 ，
但单调、 辛苦的特点让人却步， 相比之
下， 短视频制作、 网络直播等工作更受
欢迎。

成为建筑工人是否意味着更窄的发
展空间？

其实不然。 近年来， 我国一直鼓励
培育新型产业工人， 各式各样的劳动技
能大赛、 工匠评比活动， 展示了不少一
线工人的绝活， 塑造了新型的工人形象。
不少技能人才凭借手艺成为行业先锋人
物， 职业发展和生活待遇都得到较大改
善。

2020 年，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等 12 部
门联合印发了 《关于加快培育新时代建
筑产业工人队伍的指导意见 》， 提出到
2035 年， 形成一支秉承劳模精神、 劳动
精神、 工匠精神的知识型、 技能型、 创
新型建筑工人大军。 多样的扶持鼓励措
施， 让建筑工人有可施展的舞台和空间。

“再过几年， 现在这拨工人退出舞
台， 谁来接班？ 以后谁来建房子？” 有着
20 年建筑工地管理经验的项目经理郭亦
兵对未来比较担忧。

但在全国著名的 “建筑之乡”， 拥有
1000 多家建筑业企业的河南林州， 该市
建筑业管理局局长吕现朝却认为， 建筑
工人 “老龄化” 并非完全是坏事， “建
筑岗位对年轻人吸引力越来越小， 从而
助推企业进行建筑工业化改革， 开发运
用机器替代人工。”

他认为， 随着新技术发明， 机器作
业将代替人工作业， 施工效率会大幅提
高。 同时人工也要适应机器、 掌握机器、
运用机器并推动机器持续革新进步， 促
使建筑工人更年轻化、 专业化、 先进化。

行业发展的潮流也在印证着吕现朝
的观点。

这个夏天， 一批建筑机器人产业技
师在广西南宁 、 北海等多个城市上岗 。
31 岁的罗辉明就是其中之一。 7 月 26 日
下午 ， 在南宁市时代城项目 11 栋 1801
号房， 罗辉明在平板电脑上给出指令后，
室内喷涂机器人缓慢移动， 向天花板喷
洒乳胶漆。

仅用 1.3 个小时 ， 室内机器人就完
成了一套建筑面积 115 平方米房屋的墙
面和天花板乳胶漆喷涂。 而在过去， 这
项工作需要 2 个工人作业 4 个小时方能
完成。

据施工方项目经理蒙铎予介绍， 目
前该项目应用了 5 款建筑机器人协助作
业。 “相对人工， 建筑机器人有更高的
施工质量和效率， 可以将工人从高强度

和危险性较大的岗位中解放出来， 降低
劳动强度， 减少职业病的发生， 施工环
境看起来也更 ‘高大上’。”

据了解， 近两年来， 不少行业龙头
企业相继探索使用建筑机器人替代工人
进行作业。 混凝土施工及修整、 砌砖抹
灰、 室内装饰装修、 外墙高空喷涂、 地
库装修等建筑全生命周期均可利用建筑
机器人作业。

与此同时， 政府、 行业主管部门也
在行动。 今年，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印发
《关于征集遴选智能建造试点城市的通
知》， 提出决定征集遴选部分城市开展智
能建造试点。 广东省则将 “推动智能建
造与建筑工业化协同发展” 作为重要举
措， 纳入 《广东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
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
要》， 并在 《广东省促进建筑业高质量发
展的若干措施》 和 《广东省建筑业 “十
四五” 发展规划》 中专门阐述， 提出加
强智能建筑、 “机器代人” 等应用场景
建设， 推动重大产品集成和示范应用。

不少受访的业内人士表示， 随着科技
元素的注入， 建筑工地的作业环境将得到
极大改善。 行业被倒逼改革， 建筑工人会
逐渐成为社会中有门槛、 令人向往羡慕的
职业， 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将会增加。

与此同时， 提高工人待遇、 提升工
人的职业自豪感， 也可有效解决老龄化、
用工难问题 。 “生产生活待遇的改善 ，
有助于吸引更多年轻力量加入建筑产业
工人队伍。” 广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有
关负责人表示。

（据中国建设新闻网）

走进建筑工地， 在炎炎烈日下作
业的工人， 大多是一张张不再年轻的面
孔。 七八月， 那些走出校门的建筑业毕
业生， 有多少最终走进工地？ 在这个酷
暑难耐的夏天 ， 记者兵分多路 ， 赴广
西、 河南、 广东， 了解建筑工地的用工
现状。

B 培育新型产业工人队伍

A 建筑工人出现年龄“断层”

C 科技赋能提高施工效率

随着科技元素的注入， 建筑工地的作业环境将
得到极大改善。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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