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努力形成后疫情时代浙江人力资本优势

吴可人

疫情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但同时也蕴藏着转型发展的机遇和动力。浙江在抗击疫情中形成人力资源

管理服务成功做法，先于全国进入复工复产新阶段。未来要以更完善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持续集聚天

下英才

新冠肺炎疫情对浙江人力资本发展的挑战和机遇并存。作为外来人口大省，浙江积极应对疫情带来的

短期“用工荒”，通过创新推出一系列人员管控及服务新举措，有力保障员工返城返岗，形成了复工复产

人力资本支撑。未来一段时期，前瞻分析和积极把握疫情对于加速浙江新经济新业态发展、加大低成本人

才供给、加快新型城市化进程等方面的机遇，努力形成并增强浙江长期发展的人力资本新优势。

一

把握疫情催生的用工结构优化机遇。近年来，浙江数字经济发展走在全国前列，相关领域创业创新风

起云涌，已在全国形成较强的产业集聚效应。此次疫情的爆发，恰好为数字经济等新经济新技术新业态发

展带来契机，带动线上消费快速增长，数字制造技术及应用场景升级，生产智能化水平提高；与此同时，

将形成广泛的现代服务、高新技术相关领域的用工需求，推动全省用工结构优化升级。例如，当前“灵活

用工“”共享员工”等新型用工方式的出现，反映出新经济领域巨大用工缺口。

把握疫情带来的低成本人才红利。疫情加剧了近年来本专科就业市场供大于求的局面，进一步拉低本

专科生预期工资，为浙江各类机构增加本专科学生聘用提供有利条件。全国应届高校毕业生再创历史新高

达 874万人，面对疫情下的用工需求特别是新增岗位收缩，低薪酬水平已成定局。网络调查显示，2020年

春节后十天（2月 2日至 12日），应届生新增岗位需求同比减半，平均招聘薪资为 6202元，低于学生期

望的平均薪资 6900元。浙江人才需求相对高于全国多数地区，特别是本专科毕业生在劳动工资相对较低形

成激励因素，将促使各界积极挖掘这个新的人力资本宝库。

把握疫情推动的流动人口在浙定居及市民化机遇。疫情爆发后，大规模外来流动人口既是感染新冠肺

炎的高危群体，更是疫情管控的最大难点。浙江是劳务用工大省，近 2000万外来务工人员大致占据全省总

用工人数的半壁江山，这一群体在相当程度造成浙江新冠肺炎患者数量较高、疫情防控难度较大。后疫情

时代，从根本上减少大规模人口流动，是我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中央已明确 2020年保证全面完成 1亿人

城镇落户目标，并从全国一盘棋的角度推进“人钱挂钩”“人地挂钩”改革。这就有利于浙江作为人口净

流入大省，在财政、土地等方面获更多要素支撑，确保外来人口既能引得进、也能留得住。

把握机遇方能赢得未来。杭州市科学研判疫情形势及机遇、积极呼应各用人单位需求，审时度势地推

出“战役引才、杭向未来”高层次人才云聘会，再次让自己走在人才建设的最前列。此次招聘对象聚焦数

字经济、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领域，聚焦大学以上学历或各类专业技术人才、高技能人才，提供不少于

2万个岗位，有利于进一步优化杭州人才生态，聚天下英才共建杭州。

二



未来一段时期，浙江应立足于外来人口大省实际，着眼于中长期提高浙江人力资本集聚能力及集聚水

平，进一步深化完善在疫情管控和复工复产中形成的成功举措，支持杭州等优势地区先行先试，探索创新

引人留人的理念和方法，增强全省未来聚才任才优势。

（一）创新常住人口全覆盖的统一管理机制

浙江借助数字化手段，创新建立了“一图一码一指数”的数字化疫情管控举措，形成覆盖全省域、全

体人口的疫情评估体系。这一做法破解了疫情封闭式管理和外来人口流动性的矛盾，推动了疫情防控从社

区封闭式各自为战转向全省统筹协调整体作战，在全国率先全面恢复人员有序流动。

疫情后浙江应进一步确立省域人口管理“一盘棋”的理念，深化完善疫情中探索形成的人口统一高效

管理方式，构建全省乃至长三角地区常住人口管理信息系统，为人口跨区域自由流动和人力资源优化配置

提供基础支撑。例如，制定积极的户口迁移政策，实现居民在不同城市之间网上户口迁移和异地办理居民

身份证；推进居住证“一证通”制度，实现居民跨市、跨省自由流动。

（二）创新外来人口市民化就业及社会服务

在复工复产的过程中，浙江各地对返岗人员开出优厚待遇，解决返岗人员困难，让外地员工体会“回

家”一样的温暖。不少地区开出专车、专列、专机“点对点”接省外员工返岗，不少地区为外来人员免费

提供过渡性住宿，还有不少地区实行“双职工一方居家看护子女”的举措，有力加快返岗复工进度。

上述情形若从经济学角度解读，是疫情下的短期“用工荒”提高了外来务工者的议价能力。而事实上，

劳动市场终归不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区域劳动力价格上涨也不一定带来更多的劳动力供给。相关研究

表明，相较于劳动力价格，地区落户、教育、医疗、劳动者权益保护等因素对劳动力供给的影响更大。这

就要求浙江进一步提升常住人口的社会服务和社会保障，千方百计把外来务工人员的“人”和“心”留住。

应认识到，近年来受西部大开发推动，中西部吸纳就业能力逐步提高，带动东部地区劳动力向中西部回流，

对东部地区发挥在全国的经济引领和要素集聚作用十分不利。而随着户籍及“人地挂钩“”人钱挂钩”制

度改革深入推进，浙江有能力也有责任为外来人口提供更好公共服务，重塑人口及要素集聚重心地位。

（三）创新人力资源高效率配置机制

数字经济为主的新经济在浙江加快崛起，并初步形成相关领域的人力资本供需匹配。疫情期间，原有

的劳动供需平衡被打破，“共享员工”模式横空出世，以灵活就近的短期用工形式，为劳动力供需双方提

供快速匹配。阿里本地生活服务公司——饿了么、口碑先后推出“蓝海”就业共享平台。其中，仅盒马就

开放 3万个就业岗位，已吸纳了餐饮、酒店、影院、百货等行业待岗员工 2000余名。对劳动者而言，“共

享模式”的优点在于增加就业机会、减低就业成本，有利于增强劳动者与所生活城市的粘性。

借鉴共享员工模式经验，推进更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共享，将成为浙江高质量人力资本开发的方向所

在。美国硅谷百年发展史表明，数字经济及其创业创新具有无疆界性和经济活动分散化特征，人才在企业

间的流动，以及企业间购并活动，可以正面激励信息流动、知识传播以及创业创新文化渗透。从这层意义

出发，浙江应加强人才在不同组织之间、不同地区之间流动共享的制度建设和相关法律保障，大力引进扶

持人才项目，推进高校、科研机构、企业和投资机构交流合作，支持企业构建开放兼容的生产结构，鼓励

开展多种形式的股权激励，千方百计发挥人才最大能动性，为全社创造更大价值。



（四）科学谋划及超前投资民生类重大项目

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全省已研究出台投资对冲政策，拟加快上马一批重大项目，短期刺激需求、稳

定就业、拉动经济增长。在重大项目及其资金安排上应重点关注两个方面：一是优化重大项目类型结构，

充分结合浙江人口净流入的特点，聚焦交通、教育、医疗及疾控等基础设施及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超前谋

划、合理布局，为浙江增强长期人口吸引力和承载力提供保障。二是保障重大项目资金来源，努力争取中

央放松对浙江地方债务上限要求，取消债务终身追责制，确保大规模基建顺利推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