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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知识性工作连续体理论为指导,通过采取不同方法重复聚类的方式对全国 11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 973名有效样本关于 8大类 37小类工作的知觉分类进行剖析,明确了中国人心目中从知识性工作到非知识

性工作的具体内容,从而为人们正确理解知识工作者提供有益的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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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工作的性质正在不断地发生渐进性演变,

并且已波及整个人类社会, 因而, /工作及其在社会

中的作用0近年来已成为人们热衷讨论的主题。传

统上,一般将工作分为 /白领 0与 /蓝领 0两大类,然

而, 这种笼统的区分已渐不合时宜。Beruvides和

Sum anth认为, /知识性工作应作为第三类工作而存

在 0
[ 1]
。威廉姆#哈拉尔在 5新管理论 6中指出,今后

的一二十年中,美国从事一般性服务业的白领工作

将由当前的 40% 下降到 20% - 30% ,而从事与知识

劳动相关工作的将达到 60% - 70%
[ 2]
。然而, 遗憾

的是, 究竟 /知识性工作为何物 0却只见争论, 而匮

乏实证研究。

著名管理大师 Pe ter D rucker提出,所谓的知识

性工作,是指那些产出难以确定的、输入难以清晰定

义的, 并允许个体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行使高度的

处理权的工作
[ 3]
。

UNESCO(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 给 /知识性工

作 0下的定义是:为了提高人类的、文化的和社会的

知识储量而从事的任何创造性的系统活动以及运用

知识设计新工具的活动。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

以及为了设计新设备、新产品和新的工艺流程而进

行的实验开发工作。为了进一步深刻阐明 /知识性

工作0的内涵本质, UNESCO又给出了两个操作性

定义。第一个操作性定义是 /知识性工作是以数据

为载体,运用信息和开发知识的系统性活动。它既有

可能是那些理论导向的, 并无直接的实用目的的工

作, 也有可能是实际的, 旨在设计新工具、设备、产品

或工艺流程的工作 0。第二个操作性定义是 /知识工

作者是指那些运用符号和概念, 更多地从同伴和职

业而不是从组织获得认同, 知识技能更迭更快以及

对组织的长远成功更为关键的人 0
[ 4] [ 5]
。

很显然, 上述定义过于空泛。从它们出发, 似乎

每一项工作都是知识性工作, 而每一项工作又都不

是。那么, 究竟该如何认识 /知识性工作 0呢, 不同的

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观点。

H e lton与 Strassman提出: /工作必须按其内容

分类,而且工作内容的分类标准是多维的,而不是传

统的单维 -白领 $ 蓝领 . 分类。0
[ 6]

Bever ly E.

Thomas和 John P. Baron提出可依据工作在知识运

用、决策、复杂性、单位工作时间、重复性、数量、技能

化活动及结构化程度等八种成分上的不同表现进行

分类。如图 1和图 2所示
[ 7]
。

Alison K idd提出: /所有的工作都是程序性工

作和知识性工作的混合体, 但工作中的程序性特征

将逐步让位于以知识为基础的特征 0。Kidd对两种

工作做了如下区分: ( 1)在知识性工作中, 多样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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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知识性工作的两个实例

图 2 蓝领工作的两个实例

后验行为模式是极为平常的;而在程序性工作中,方

法和产出的一致性才是至关重要的。( 2) 在知识性

工作中,沟通网络由于不同模型和媒体的运用是极

其易变的;与此相对, 在程序性工作中, 有关各方关

系及其责任往往会有比较完备的定义, 各种信息流

也会得到较为充分的说明
[ 8]
。

Peter D rucker提出: /持续的创新、自主性、持续

不断地学习及质量是分析知识性工作的特点时必须

予以强调的 0
[ 9]
。

综上所述, 要想认清 /知识性工作 0的本质, 实

质上必须要认清三个问题: ( 1)知识性工作的评判

标准或尺度是什么? ( 2)知识性工作的主要特点是

什么? ( 3) 知识性工作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研究者在前文中通过三个渐进子研究系统探

讨了 /知识工作者的独立存在意义 0、/知识性工作

的判别标准0与 /知识性工作的主要特点0
[ 10 ]

,在此

项研究中则试图通过量化手段来全面剖析中国人对

/知识性工作0具体构成的认识,从而建构一个基于

中国人认知的完整 /知识工作者 0与 /知识性工作 0

分析框架。

1 研究目的

本研究旨在了解中国人心目中的 /知识性工

作0究竟包含哪些具体内容, 从而为理论研究者和

实践工作者提供一套完整的 /知识性工作 0分析框

架, 进而为科学、合理地确定知识工作者的范畴提供

参考依据。

2 研究方法

2. 1 工作的分类体系及结果

为了达到进行跨工作跨职业比较的目的, 首先

需要对工作进行分类。

从表 1所列的当前国际和世界主要国家与地区

职业分类系统及其分类结果
[ 11- 15]

来看,尽管各国职

业分类的标准、内容和方法和结果不尽相同,但除去

军队和不便分类的工作以外, 社会上常见的工作可

以概括为 8大类,即 ( 1)管理工作; ( 2)专业技术工

作; ( 3)办事员及相关工作; ( 4)商业工作; ( 5)服务

工作; ( 6)农、林、牧、渔、水利生产工作; ( 7) 生产、

设备操作、装配和修理工作; ( 8)各种简单工作和体

力工作。

表 1 国际和世界主要国家与地区职业分类概况

名称 主要特色 细目内容

5国际标准职业分
类6

( 1) 国际劳工组织制定; ( 2) 结构分
为大类、小类、细类和职业项目四个

层次; ( 3) 划分职业类别的原则是按
从事工作的类型, 并根据具体的职业

范围确定从事工作类型的同一性的

含义。

( 1)立法者、高级官员和管理人员; ( 2) 专业人员; ( 3) 技术
和辅助专业人员; ( 4) 职员; ( 5) 服务人员和商店与市场销

售人员; ( 6) 农业和水产业技术工人; ( 7) 手 (工 )艺人和有
关行业的工人; ( 8) 设备与机械操作工和装配工; ( 9) 简单

劳动职业者; ( 10) 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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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主要特色 细目内容

美国的职业分类 ( 1)适用范围较广 ( 1)行政、管理和经理职业; ( 2) 工程和建筑师; ( 3) 自然科
学和数学家; ( 4)社会科学家、社会工作者、宗教工作者和

律师; ( 5)教师、图书管理员和顾问; ( 6)医科诊断和治疗开
业人员; ( 7)注册的护士、药剂师、营养师、治疗师和医生助

手; ( 8)作家、艺术家、演员和运动员; ( 9) 卫生技术人员与
技师 (工人 ); ( 10)技术人员和技师 (卫生工作除外 ); ( 11)

商品市场与销售职业; ( 12) 办事员职业; ( 13) 服务职业;
( 14) 农业、林业、渔业和狩猎; ( 15) 建筑和采掘职业; ( 16)

运输和木材搬运职业; ( 17) 机工和修理工; ( 18) 生产劳动
职业; ( 19)材料搬运、设备清洁工人; ( 20)军人; ( 21) 其他

职业
加拿大的5职业岗位
分类词典6

( 1)加拿大移民局会同统计局修订;
( 2)结构分为主类 ( 23个 )、子类 ( 81

个 )、细类 ( 499个 ) 和个别职业四个

层次; ( 3)每种职业都有明确定义, 并
逐一说明从业人员的合格条件, 并采

用规范化的资格检测表列举从业人

员在普通教育程度、具体的职业培

训、能力倾向、兴趣、性格以及体质等

方面的要求,并注明申请者的从业参

考条件、训练与录用的要求及晋升与

职业变动的可能性等; ( 4)迄今为止,

世界上篇幅最大、内容最为充实的一

部工具书,在不同社会国家中具有广

泛的通用性

( 1)管理行政及有关职业; ( 2) 自然科学、工程学和数学方
面的职业; ( 3)社会科学及有关领域的职业; ( 4) 宗教方面

的职业; ( 5)教学及有关职业; ( 6)医疗和保健方面的职业;

( 7)艺术、文学、表演艺术及有关职业 ; ( 8)体育运动和娱乐
方面的职业; ( 9)文书事务性工作及有关职业; ( 10)销售职

业; ( 11)服务职业; ( 12) 农业、园艺和畜牧职业; ( 13) 渔
业、捕捉及有关职业; ( 14)林业和采伐职业; ( 15)采矿和采

石职业; ( 16) 加工职业; ( 17) 机械加工及有关职业; ( 18)
产品的制造、组装和修理职业; ( 19) 土建行为的职业; ( 20)

运动设备操作职业; ( 21) 材料搬运及有关职业未归他类
者; ( 22)其他手工工艺和设备操作职业; ( 23) 未归他类的

职业

法国职业分类 ( 1) 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学修订;

( 2)结构分为大类 ( 8个 )、中类 ( 24

个 )、细类 ( 42个 )三个层次; ( 3)考虑
了公共职业和私人职业的分类, 也兼

顾到了对由于不同社会原因形成的

无职业者的划分

( 1)农业工作者; ( 2)手工艺者、商人及企业主; ( 3) 管理人

员和高级脑力劳动者; ( 4) 中介职业者; ( 5) 雇员; ( 6) 工

人; ( 7)退休者; ( 8) 其他无职业者

5日本标准职业分
类6

分类标准为: ( 1)必要的知识和技能
的程度; ( 2) 生产的产品或提供服务

的种类; ( 3) 使用的原材料、工具、机
械设备的种类; ( 4) 工作的环境; ( 5)

在事业机关或其他组织中所起的作

用; ( 6)从事各种职业的人数。结构分

为大类 ( 12个 )、中类 ( 53个 ) 和小类
( 392个 )四个层次

( 1)专门的、技术性的职业从事者; ( 2) 管理性的职业从事
者; ( 3) 事务性职业从事者; ( 4) 销售性职业从事者; ( 5) 农

林作业者; ( 6)渔业作业者; ( 7) 采矿、采石作业者; ( 8) 运
输、通讯业从事者; ( 9) 技能工、生产工程从业者; ( 10)保安

职业从事者; ( 11)服务职业从事者; ( 12) 不能分类的职业

5中华人民共和国职

业分类大典6

( 1)国家统计局、标准局、国务院人口

普查办制定; ( 2) 结构分为大类 ( 8
个 )、中类 ( 66个 )、小类 ( 413个 )、细

类 ( 18384个 ) 四个层次; ( 3) 大类按
从业人员人事工作性质的同一性职

业的划分,不考虑从业人员身份及所
在工作单位的性质

( 1)国家机关、党群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 ( 2)专业技术

人员; ( 3)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 ( 4)商业服务业人员; ( 5)
农、林、牧、渔、水利生产人员; ( 6) 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

及有关人员; ( 7)军人; ( 8) 其他不便分类的从业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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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称 主要特色 细目内容

5台湾职业分类典6 ( 1)台湾 /内政部0 修订; ( 2)结构分
为大类 ( 9 个 )、中类 ( 85 个 )、小类

( 308个 )和细类 ( 1646个 )四个层次;
( 3)将全部经济人员的职业进行了系

统的分类,较符台湾实情

( 1)专门性、技术性及有关人员; ( 2)行政及主管人员; ( 3)
监督及佐理人员; ( 4) 买卖工作人员; ( 5) 服务工作人员;

( 6)农、林、渔、牧、狩猎工作人员; ( 7)生产及有关工人、运
输设备操作工及体力工; ( 8) 职业不能分类的工作者; ( 9)

现役军人

社会学者的分类 比较笼统,但简单扼要 分为白领和蓝领两类。白领包括: ( 1) 从事专业性和技术性
工作的人员; ( 2)农场以外的经理和行政管理人员; ( 3) 销

售人员; ( 4)办公室工作人员。蓝领包括: ( 1)手工艺及类似
工人; ( 2) 非运输性的技工; ( 3) 运输性的技工; ( 4) 农场以

外的工人; ( 5)服务性行业工人

安妮# 罗欧的分类 ( 1)便于职业指导; ( 2) 适于计算机

辅助职业咨询; ( 3) 依其方法可得 48
组职业群, 650种典型职业

首先根据职业活动的重点把职业划分为 8种类型: ( 1)服务

性职业; ( 2) 商业性职业 ; ( 3) 组织性职业; ( 4) 技术性职
业; ( 5) 户外性职业; ( 6) 科学性职业; ( 7) 一般文化性职

业; ( 8)艺术和娱乐性职业。再进一步依据工作的技能水平
和责任程度, 将每种职业划分为 6种水平, 即 ( 1) 专业性和

管理性 (A); ( 2)专业性和管理性 ( B); ( 3)半专业性和小型
商业; ( 4)技能性; ( 5) 半技能性; ( 6) 非技能性

  在综合考虑本研究的目的 - - 对知识性工作的

特征进行鉴别以及各种工作在一般人心目中的熟悉

度两个因素的前提下,我们在 8大类工作的基础上,

按照工作的同一性质对有关工作进行进一步的分

组。分组结果详见表 2。

表 2 工作分组结果一览表

大类名称 小类名称

管理工作 ( 1)高层管理工作; ( 2)中层管理工作; ( 3)一线管理 /督导工作

专业技术工作

( 1)研究开发工作; ( 2)教育培训工作; ( 3)工程技术工作; ( 4)创 (写 )作 /设计 /策划

/制作 (片 ) 工作; ( 5)编辑; ( 6)翻译工作; ( 7)专业咨询 /诊断 /分析工作, 包括考古、
财经分析、检验、检疫、监理、律师、鉴定等; ( 8)护理工作; ( 9)文艺表演工作; ( 10) 播音

/主持 /采访; ( 11) 摄影 /摄像 /录音; ( 12) 体育运动; ( 13) 会计 /审计 /统计 /经济
核算

办事员及有关工作 ( 1)文书事务性工作, 包括办公室、速记、打字、文秘、簿记、收银、出纳等

商业工作 ( 1)购销工作, 包括推销、采购、销售、拍卖、典当等; ( 2) 仓储 /保管工作; ( 3)公关

服务工作
( 1)接待 /侍应; ( 2)烹饪; ( 3) 司乘; ( 4)中介; ( 5)安保 /消防; ( 6)美容美发; ( 7)验
光配镜; ( 8) 印章刻字; ( 9) 洗染缝补

农、林、牧、渔、水利生产工作 ( 1)种植 /养殖工作; ( 2)狩猎 /捕捞工作; ( 3) 采伐 /采掘工作

生产、设备操作、装配和修理工

作

( 1)精密技巧性生产、操作、装配和修理工作 (高级工 ); ( 2)常规熟练性生产、操作、装配

和修理工作 (中级工 ); ( 3) 非技术性生产、操作、装配和修理工作 (初级工 )

各种简单工作和体力工作 ( 1)搬运 /装卸工作; ( 2)普工、小工、看门、保洁等简单工作

  

2. 2 测试材料

为了克服回答者在填答问卷时的顺序效应,本研

究将上述 8大类 37小类工作随机排列,然后要求回答

者根据自己的知识经验判断每一小类工作究竟是属

于 /知识性工作0、/非知识性工作0还是 /其他0。

研究者认为,倘若需要将 /知识性工作 0与其它

类型的工作区分开来,应当以 /知识性0作为唯一的

分类标准。而在以 /知识性0作为工作的唯一区分标

准时,不同种类的工作应该是沿某个连续体而序贯变

化的。即在这个连续体的一端是 /典型的知识性工

作0,在这个连续体的另一端是 /典型的非知识性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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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0,在连续体的两极中间, 则散布着不同种类的工

作,它们有的靠近 /典型的知识性工作0一极, 有的则

靠近 /典型的非知识性工作0一级。如图 3所示。

图 3 知识性工作连续体示意图

2. 3 样  本

对全国 1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包括吉林、北

京、江苏、上海、湖北、陕西、四川、云南、广西、广东、

海南 )的 1300名被试发放有关问卷,收回 1013份,

回收率为 77. 9%。其中有效问卷 973份, 有效率为

96. 1%。973名有效被试的人口统计学资料见表 3。

表 3 973名有效被试人口统计学资料一览表

属性 类别 数目 有效百分比

地区

所有制

性质

性别

年龄

教育水平

工龄

东部 133 13. 7

南部 265 27. 2

中西部 192 19. 7

北部 383 39. 4

国有 (营 ) 269 27. 8

集体 77 8. 0

私企 180 18. 6

三资 93 9. 6

政府机构、事业单位、

非盈利组织
272 28. 2

其它 75 7. 8

男 462 47. 6

女 508 52. 4

[ 25 247 25. 5

26 - 34 469 48. 5

\ 35 251 26. 0

初中以下 30 3. 1

高中 /中专 255 26. 3

大专 290 29. 9

大本 330 34. 0

硕士及其以上 66 6. 8

[ 4 303 31. 7

5 - 12 406 42. 5

\ 13 246 25. 8

2. 4 统计方法

聚类分析 ( c luster ana lysis)是根据研究对象的

特征对研究对象进行分类的多元分析技术的总称。

它把性质相近的个体归为一类, 使得同一类中的个

体具有高度的同质性, 不同类之间的个体具有高度

的异质性。

本研究采用的是 Q型聚类,即根据反映被观测对

象的特征的各变量值 (回答者将工作划入某一簇的频

次 )进行分类。换言之, /知识性工作0、/非知识性工

作0和 /其他 0是作为哑变量来处理的。例如,假设回

答者将某一工作,如研发,归入 /知识性工作0,则研发

在对应 /知识性工作0这一簇上的特征值为 / 10,而其

在 /非知识性工作0和 /其他0上的特征值为 / 00。

对聚类结果进行证实是要保证聚类解是可信

的, 具有一般性,可以进行推广。通常的做法是把样

本分成两组,分别做聚类分析, 对结果进行比较, 或

者对同一数据采用不同的方法重复聚类。本研究采

取的是第二种途径。

常用的聚类方法有:

( 1)离差平方和法 ( ward. s m ethod); ( 2)最远

邻法 ( furthest neighbor); ( 3) 组 内 连 接 法

( w ith in2group linkage); ( 4) 组 间 连 接 法

( be tween2group linkage); ( 5) 重心法 ( centro id

cluster ing); ( 6) 最近邻法 ( nearest neighbor) 和中

位数法 (m ed ian cluster ing)。其中离差平方法是分

类效果较好,在社会科学领域应用较广泛的聚类方

法。本研究以离差平方法所得之聚类结果为最终的

工作划分依据
[ 16] [ 17]

。

3 结  果

表 4所示的是 973名中国人对 /知识性工作 0具

体内容的认知经七种聚类方法后所得的结果。

4 讨  论

从表 4所示的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在管理类工作

中,只有高层管理被中国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知识

性工作0,而 /中层管理0和 /一线管理 /督导0均被归

入 /其他0这一簇中去。其原因可能在于高层管理包

含较多的复杂战略决策成分, 而中层管理和一线管

理 /督导则包含较多常规操作性和执行性成分。

中国人认为专业技术工作未必全是 /知识性工

作0。例如, /体育运动0就被认为是 /非知识性工作 0,

而 /文艺表演 0、/护理 0、/主持 /采访 /播音0以及

/摄影 /摄像 /录音0则被认为是隶属 /其他0。在普通

中国人的心目中, 体育运动本身需要更多的是技能,

而非知识;是操作,而不是创造。尽管这种观念未必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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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但本研究的发现确实说明上述认识在中国人的脑

海里是比较根深蒂固的。而 /文艺表演0、/护理0、/主

持 /采访 /播音0以及 /摄影 /摄像 /录音0之所以被

归属为 /其他0,其原因可能在于尽管这些工作都需要

从事者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但这些知识和技

能在日常工作情境中更多地是被简单地重复运用, 而

不是创造性地再开拓。在专业技术工作中, /研究开

发0、/教育培训0、/编辑0、/专业咨询 /诊断 /分析 0、

/创作 /写作 /设计 /策划0、/工程技术 0、/会计 /审

计 /统计 /经济核算0、/翻译0由于对专业技术知识

的要求和创新的要求比较高, 因此, 它们都被中国人

理所当然地认为是 /知识性工作0。

表 4 不同聚类方法分析结果一览表

大类 小类代码

聚类方法

W ald
最远

邻法

组内

连接

组间

连接
重心法

最近

邻法

中位

数法

管理

专业

技术

办事员

商业

农林

牧渔

服务

生产、操

作、装

配、修理

简单

高层管理 1 1 1 1 1 1 1

中层管理 3 3 3 3 3 3 3

基层管理 3 3 3 3 3 3 1

研究开发 1 1 1 1 1 1 1

教育培训 1 1 1 1 1 1 1

编辑 1 1 1 1 1 1 1

专业咨询诊断分析 1 1 1 1 1 1 1

创 (写 ) 作 /设计 /策划 1 1 1 1 1 1 1

工程技术 1 1 1 1 1 1 1

会计 /审计 /统计 /经济核算 1 1 1 1 1 1 1

翻译 1 1 1 1 1 1 1

体育运动 2 2 2 2 2 3 3

文艺表演 3 3 3 3 3 3 3

护理 3 3 3 3 3 3 3

主持 /采访 /播音 3 3 3 3 3 3 1

摄影 /摄像 /录音 3 3 3 3 3 3 3

文书事务性工作 3 3 3 3 3 3 3

仓储 /保管 2 2 2 2 2 3 3

公关 3 3 3 3 3 3 3

购销 3 3 3 3 3 3 3

采伐 /采掘 2 2 2 2 2 3 3

狩猎 /捕捞 2 2 2 2 2 3 3

种植 /养殖 3 3 3 3 3 3 3

安保 /消防 2 2 2 2 3 3 3

烹饪 2 2 2 3 3 3 3

乘务 2 2 2 2 2 3 3

接待 /待应 2 2 2 2 2 3 3

印章刻字 2 2 2 2 2 3 3

美容美发 2 2 2 2 2 3 3

洗染缝补 2 2 2 2 2 3 3

中介 3 3 3 3 3 3 3

验光配镜 3 3 3 3 3 3 3

常规熟练性 2 2 2 2 2 3 3

非技术性 2 2 2 2 2 3 3

精密技巧性 3 3 3 3 3 3 1

搬运装卸 2 2 2 2 2 2 2

普工 /小工 /看门 /保洁 2 2 2 2 2 2 2

注:聚类解中之数字 / 10代表 /知识性工作0, / 20 代表 /非知识性工作0, / 30代表 /其他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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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书事务性工作, 包括文秘、打字、书记、簿记

等,被中国人归入到 /其他 0簇中去。其原因可能在

于该类工作的性质是差别很大的, 高级文秘可能会

有较高的知识和技能要求,但对日常生活文秘、简单

地重复性打字、记录等工作而言,一则不需要很精深

的专业知识和技能, 二则知识技能更多地是被重复

运用,因此, 单就 /文书事务性工作0这一整体而言,

既不可简单地将之归入 /知识性工作0, 也不可简单

地将之归为 /非知识性工作 0。

在商业工作中, /仓储 /保管 0被认为是 /非知

识性工作0, 而 /公关0和 /购销 0则被归为 /其他0。

以前曾有学者认为 /公关0和 /购销 0因为涉及到复

杂的人际互动和知识技能的创造性运用, 因此,它们

应当隶属 /知识性工作 0的范畴。但本研究的发现却

表明, 这两类工作在普通中国人的心目中的含 /知 0

量并不是那么足。/仓储 /保管 0之所以被认为是

/非知识性工作0,可能的原因在于它既不需要高学

历、专精的知识技能, 也不需要什么创造性, 知识技

能的更新对之影响亦微乎其微。

在服务类工作中, 只有 /中介 0和 /验光配镜 0

被中国人划归到 /其他 0簇中去, 其余的工作, 包括

/安保 /消防0、/烹饪0、/司乘 0、/接待 0、/印章刻

字 0、/美容美发0和 /洗染缝补 0则被中国人一致认

为是隶属 /非知识性工作0范畴。无论是从全球范围

而言, 还是就中国本土而论,服务工作的从业者数量

都在迅速激增,并且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以及不

发达国家间的差距在服务业体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而且服务工作中的含 /知 0量在近年来有逐渐提高

的趋势, 但中国人的观念却与此恰恰相反。/中介 0

之所以被单列出去, 可能应归功于其近年来的迅速

发展;至于 /验光配镜0则可能是因为该工作所需的

知识技能不是普通从业者简单学习即可掌握的。

在农林牧渔类工作中, /种植 /养殖0被归属到

/其他 0簇, /采伐 /采掘0和 /狩猎 /捕捞0则被认为

是 /非知识性工作 0。前者的原因可能在于近年来中

国本土大力推行的 /三下乡 0运动已使越来越多地

中国人认识到, /种植 /养殖 0不能单纯地靠天、靠

地、靠过去的经验, 只有依赖科技才能实现增产丰

收。而后者的原因可能在于它们依然是单纯地依靠

个体的技能和经验去解决问题, 而不是创造性地运

用知识。

在生产、设备操作、装配和修理类工作中, 只有

那些需要精密技巧的高级工才被认为是 /其他0,中

级工和初级工则无一例外地被中国人归入 /非知识

性工作0的范畴。这一现象说明, 至少在目前而言,

在普通中国人的心目中, 中级工和初级工工作的含

/知 0量尚不够高。

中国人一致认为, 简单工作, 包括 /保洁 0、/看

门0等都应隶属 /非知识性工作0的范畴。其原因可

能在于这些工作只需要简单地付出体力即可应付。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 国人对于 /知识性工作 0

的理解是极其务实而多元的。基于上述调查发现,我

们认为对于 /知识性工作 0的理解既不能望文生义,

也不宜采取静止性标准,因为,进入 20世纪 60年代

以来,人类拥有的知识以每年 10% 左右的高速度增

长;另一方面, 知识生命周期愈来愈短, 因此,各类工

作中所谓的 /知识0总是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不可

能简单地一以概之。

此外,从表 4所示的统计结果还可看出:不同聚

类方法的聚类解是相对比较稳定的, 尤其是离差平

方和法、最远邻法、组内连接法和组间连接法的聚类

结果基本上完全一致。因此, 本研究的发现具有较高

的稳定性和一致性,可以进行适当地推广。

5 结  论

( 1) 中国人认为 /知识性工作 0包括: /高层管

理0、/研究开发 0、/教育培训 0、/编辑0、/专业咨询

/诊断 /分析 0、/创作 /写作 /设计 /策划 0、/工程

技术 0、/会计 /审计 /统计 /经济核算 0和 /翻译 0。

( 2) 中国人认为 /非知识性工作0包括: /体育运

动0、/仓储 /保管0、/安保 /消防0、/烹饪0、/司乘 0、

/接待0、/印章刻字0、/美容美发 0、/洗染缝补 0、/采

伐 /采掘0、/狩猎 /捕捞0、/中级工0、/初级工 0、/搬

运 /装卸0和 /普工 /小工 /看门 /保洁0。

( 3) 中国人认为介于 /知识性工作 0和 /非知识

性工作0间的工作包括: /中层管理0、/一线管理 /

督导 0、/文艺表演0、/护理 0、/主持 /采访 /播音 0、

/摄影 /摄像 /录音0、/文书事务性 0工作、/公关 0、

/购销0、/中介0、/验光配镜0、/高级工0和 /种植 /养

殖0。

( 4)对 /知识性工作 0的理解不能望文生义, 宜

秉持动态的发展观点,不宜一概而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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