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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启数字化就业新蓝海

于凤霞

国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产业发展部

国家信息中心未来产业和平台经济研究中心

就业是民生之基、财富之源，事关百姓每天的生活和全国的经济发展大局。今年全国两会上，政府工作报告要求落实落细

就业优先政策，切实保障好基本民生，并将“新增城镇就业”指标上调至 1200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指标继续维持在 5.5%左右

水平。报告充分肯定了数字经济对我国稳就业的重要作用，过去五年里，鼓励以创业带动就业，新就业形态和灵活就业成为就

业增收的重要渠道。当前，数字经济发展进入新一轮加速期，数据要素红利加速释放。更好发挥数字生态带动新增就业的力量，

开启数字化就业新蓝海，有利于落实就业优先战略，推动实现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

数字化就业渐成社会就业常态

近年来我国数字基础设施、数据要素利用、智慧平台建设得到大力发展，数字经济发展迸发出强劲动力。2022年 12月，《关

于构建数据基础制度更好发挥数据要素作用的意见》发布，被看作是数据要素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

志性、全局性、战略性举措。2023年 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部署加快数字中国建设的

重点任务，全面推进数字技术在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深度融合应用，以数字化驱动生产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可见，在制度

创新层面，数据要素的流通、使用和价值创造备受关注，整体谋划、统筹推进，充分释放数据要素价值，为数字经济加速发展

注入源源不断的“数据动力”。

数字经济全面崛起必然伴随着数字化就业的蓬勃发展。数字化就业，指由数字技术应用和数字经济相关产业发展而产生的

就业，既有传统就业形态的数字化转型而来，也有越来越多的新就业形态和新职业。其主要特征是：网络和数字技术是重要支

撑，更容易形成网络效应和规模效应；就业形式可以突破时空限制，更具灵活性和包容性，用工关系也更加复杂等。世界经济

论坛发布的《2020年未来就业报告》预测，未来 20年技术进步将使中国就业净增长约 12%，其中就包括数字经济催生的诸如技

术类、运营类、内容创作类、服务类等工作机会，以及网约配送员、互联网营销师、在线学习服务师等新职业。2019年至 2021

年，人社部会同有关部门发布了 4批共 56个新职业。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年版）》，比 2015年版净增

158个新职业，其中就包括首次标识的 97个数字职业，如数字化管理师、物联网安装调试员、无人机驾驶员、电子竞技员。新

职业不仅丰富着就业岗位种类，也在改变着就业结构，反映我国经济发展“量”与“质”的变化。

数字化就业事关稳就业大局

数字化就业的发展创造新的岗位和增加收入的机会。随着短视频、直播等网络营销新业态的快速发展，我国互联网营销从

业人员每月增速达到 8.8%。2021年国内网络表演（直播）行业市场规模达 1844.42亿元，主播账号累计近 1.4亿个，2022年上

半年新增开播账号 826万个。网络表演经纪机构数量超过 24000家，为直播产业提供内容生产、分发、商业变现等支持。据统

计，以微信、抖音、快手、京东、淘宝、美团、饿了么等为代表的平台，2021年为中国净创造就业约 2.4亿，为当年约 27%的

中国适龄劳动人口提供就业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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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就业可以显著提高劳动市场的服务效率。借助数字技术和算法强大的资源汇聚和匹配能力，平台企业可以实现对劳

动供需双方高效率和大规模的匹配调度，提高劳动市场效率。“58同城”平台实施“58智慧家政专项”以来，平台入驻劳动者由 2021

年的 60万人上升到 2022年的 130 万人，劳动者收入同比提升了 50%。快手推出数字招聘平台“快招工”，通过流量扶持和算法

匹配，企业和应聘者可以更直观更高效地了解彼此需求，仅 2022年二季度，“快招工”月活跃用户达 2.5亿。随着平台经济在各

个领域的渗透，人力资源服务业数字化转型也呈现加速态势。2020 年全国各类人力资源服务机构通过网络发布岗位招聘信息

16.47亿条，同比增长 307.10%；发布求职信息 8.4亿条，同比增长 2.04%。

数字化就业有助于提升劳动者的职业技能。有技能才能适应数字经济时代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实现更好的就业。外卖运营

师是随着数字经济发展出现的新职业，近年来人社部教培中心联合美团共同推出“外卖运营人才培养计划”，2022年累计培养外

卖运营师近 7000名，未来五年计划再培养 10万人。各种在线职业教育平台的发展极大提高了劳动者的技能及其对快速变化的

新技术的适应力，劳动者数字技能的积累以及由此带来的人力资本的提升，是高质量充分就业应有之义。

积极适应数字化就业发展趋势

面对数字革命带来的就业新趋势，亟须突破传统的就业认知框架，加快制度层面创新。

大力发展新就业形态，完善适应数字化就业需求的劳动者权益保障体系。目前，职业伤害缺乏制度保障，这是相当多新就

业形态劳动者维权难的原因。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强调“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加强灵活就

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国家“十四五”规划提出“放宽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条件，实现社会保险法定人群全覆盖”。要适

应数字经济时代新就业形态发展需要，从健全公平就业、劳动报酬、休息、劳动安全、社会保险制度等多方面，建立健全劳动

者权益保障制度，并加快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劳动保障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完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

完善数字化就业公共服务体系。目前我国公共就业服务所提供的职业培训、职业指导和职业介绍等，多数都以存在传统劳

动关系的专职劳动者为主；公共就业政策性补贴主要是支持传统用人单位，中央及各地方财政的职业培训补贴，用于新就业形

态群体的明显偏少。需要以数字化为牵引，推动就业公共服务扩面提质，增强就业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建立适合数字

化就业劳动者的职业技能培训模式，对灵活就业劳动者在就业地参加职业技能培训的，优化职业技能培训补贴申领和发放流程。

大力发展“互联网+”就业服务新业态，引导和鼓励人力资源服务企业以创新性方式方法为就业者提供个性化职业介绍、职业指导、

创业培训等。

全面推进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培养数字化复合型人才。数字经济发展对具备高水平技能和专业化知识的数字化人才的需

求日益旺盛，当前我国数字化人才短缺和结构失衡问题较为突出，不仅要求职场人提高数字技能，更对职业教育在复合型人才

培养、数字化岗位就业引导等方面提出新要求。要加快构建以职业院校为基础，学校教育与企业培训紧密联系，政府推动与社

会支持相互结合的数字技能人才培养体系。丰富职业教育院校数字教学资源，组建复合型教学团队，深化校企合作，通过提供

数字化场景案例和解决方案等方式增加学生实际经验培训。根据市场对数字化、智能化人才的需求，适时调整培养计划，增强

职业教育的适应性。

引导平台企业充分发挥对数字化就业的积极作用。平台企业对数字化就业的促进作用，既体现在其提供就业岗位和收入机

会方面，还体现在可以提供更加精准高效的就业服务。平台企业可以发挥其技术优势和平台能力，在产教融合上加大投入，帮

助提升劳动者职业技能。引导和鼓励平台企业发挥其技术和数据资源优势，在就业服务方面提供更多数字化解决方案，将招聘、

用工、培训等整合起来，提升就业市场效率，并加强与地方政府合作，在促进高质量就业上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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