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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摘要
EXECUTIVE SUMMARY

DIGITAL ECONOMY
为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大会纪念北京世界妇女大会 25 周年

高级别会议讲话精神，推动落实十四五规划关于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
切实保障妇女群体发展权利和机会，持续改善妇女发展环境，消除就业
性别歧视等内容，阿里巴巴研究院和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合作开展
本次研究。

本研究聚焦于研究中国数字经济实践对妇女就业、创业的影响，展
示数字经济发展为妇女在就业、创业带来的机遇，讨论数字经济下妇女
就业创业仍然面临的挑战，以推动释放我国数字性别红利，保障妇女更
平等、更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创业，促进妇女共享数字经济发展成果。
本报告主要结论如下：

数字经济已经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
程度不断提升。数字经济快速发展中，推动了我国就业规模不断增加，
引发了就业模式深刻变革，提高劳动生产率，推动就业结构调整，降低
教育和培训的成本，并为创业者构建了相互协同的创新生态系统。

数字经济释放了我国数字性别红利，其基础建立在我国长期积极贯
彻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努力保障妇女权益。数字经济减少了妇女在劳动
力市场的弱势，扩大了妇女在劳动力市场的价值，为从业者群体开创了
新的就业空间和领域。电子商务、平台服务市场、在线平台市场等数字
经济领域，以及与数字经济相关的基础设施的建设都对妇女就业、创业
产生了影响。

本报告研究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创造数字性
别红利，推动妇女实现更高水平、更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创业，为
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动力，实现更大的经济收益与社会效益。数字
经济发展提高了妇女劳动参与率，增加了妇女就业机会，促进妇女创业
比重提升。在线教育、家政到家服务、电商直播、网络客服、外卖配送



2

等成为扩大妇女就业规模的重要领域。农村电
商、跨境电商、社群经济等领域增加了妇女的
创业优势。数字经济减少了对妇女的就业、创
业排斥，推动妇女工作—生活平衡度提高，降
低职业性别隔离水平，提升了弱势妇女的平台
化、组织化水平，增加了妇女的社会资本。数
字经济中各类新职业，为妇女就业者提供了更
多职业选择，能够给妇女从业者带来较好的薪
酬待遇与较大的职业发展空间。

本报告认为，数字经济发展中，妇女在就
业、创业领域仍然存在发展中的挑战，主要包
括妇女进入和参与数字经济存在挑战，数字经
济发展带来的挑战和现有政策不完善带来的挑
战。妇女数字技术从业者规模与男性仍存在差
异，性别数字鸿沟依然存在，妇女的工作与家
庭平衡仍然面临挑战，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权
益保障仍待完善等。这些挑战可以通过数字经
济进一步发展，制度机制不断健全、政策体系
不断完善，利益相关主体紧密协同而得以解决。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对妇女就业创业的支
持。同时，也出台支持数字经济新业态、新模式，
支持灵活就业发展等的相关政策，为妇女从事
数字经济就业、创业提供了政策支持。各类社
会组织也积极为推动妇女就业、创业采取主体
行动。妇联组织是最早拥抱数字经济，也是为
通过数字经济凝聚妇女力量最为成功的群团组
织。各地妇联探索数字经济领域妇女组织建设
创新实践不断涌现。

本报告认为，应加强促进妇女在数字经济
就业、创业的支持政策，进一步释放我国数字
性别红利。提高妇女参与数字经济发展的能力，
促进妇女充分利用数字经济获得自身发展；保
障妇女就业者劳动权益，完善妇女家庭支持政
策。鼓励企业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加强数字经
济领域对妇女赋能。推动妇女劳动者转变就业、
创业观念，使妇女劳动者充分认识数字经济时
代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创业的发展趋势。
妇联组织在数字经济领域进一步发挥桥梁纽带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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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与中国妇女就业、
创业研究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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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联合国大会纪念北京世
界妇女大会 25 周年高级别会议上发表重要讲
话指出：“妇女是人类文明的开创者、社会进
步的推动者，让性别平等落到实处，推动妇女
走在时代前列，建设一个妇女免于被歧视的世
界”。《中华人民共和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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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出，坚持男女平等基本国策，切实保障妇女
群体发展权利和机会，深入实施妇女发展纲要，
持续改善妇女发展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四
次集体学习时，就推动我国数字经济健康发展
发表重要讲话指出：“近年来，互联网、大数据、
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加速创新，
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数字经
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
深前所未有。”随着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和跨
界融合，数字经济成为我国发展最快、创新最
活跃、辐射最广的经济活动，对扩展经济发展
空间、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促进经济可持
续发展、提升社会管理和服务水平、带动创新
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
远景目标纲要》对加快数字化发展、建设数字
中国作出全面部署，提出以数字化转型整体驱
动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变革；促进
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业
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壮大经
济发展新引擎。数字经济比重被列为“十四五
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指标”之一，数字经济
核心产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要从 2020 年
的 7.5%，提升到 5 年之后的 10%。这昭示着

“十四五”时期，我国数字经济将迎来更大发展，
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将不断推进，数字化
将成为国家和地方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重要抓
手，数字大国将大步迈向数字强国。

世界各国高度重视数字经济对劳动力市场
的影响，特别是数字经济对不同群体在就业、
创业方面的影响和冲击。妇女作为劳动力市场
的重要组成，其平等参与数字经济建设，平等
享受数字经济发展红利，在就业、创业领域享
受平等待遇，完善权益保障是各国数字经济政
策的重要议题之一。2016 年，二十国集团杭州
峰会通过了《二十国集团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
倡议》。《二十国集团杭州峰会公报》达成共
识“支持运用多种政策措施和技术手段弥合数
字鸿沟、增强数字包容性”、“支持青年及妇
女在通过创新、创业为就业方面所发挥的重要
作用”。

我国政府重视数字经济在扩大就业，激
发劳动力市场活力，促进经济转型升级，推动
劳动者技能转型，提升就业质量等方面的重要
作用。我国长期以来重视妇女在劳动力市场中
的作用。在妇女平等参与经济活动方面，中
国长期以来走在世界前列。国际劳工组织的
数据显示，2019 年中国妇女劳动参与率达到
60.57%，这一数值高于美、日、德等世界其他
主要经济体。十四五期间，我国将继续促进妇
女平等依法行使权利、参与经济社会发展、共
享发展成果，保障妇女平等享有经济权益，消
除就业性别歧视等，这是落实《十四五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的必然要求。在数字
经济已经成为经济发展主要推动力的今天，在
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制定、组织建设、主体行
动中，引入男女平等、保障妇女合法权益精神，
促进妇女平等参与数字经济，平等享受数字经
济发展成果，对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
家新征程上，发扬妇女在数字经济中建设者、
倡导者、奋斗者的角色、作用和贡献以及促进
相关制度机制建立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数字经济大国。联
合国贸发会数字经济报告显示，中国和美国占
全球 70 个最大数字平台市值的 90%，欧洲的

预览已结束，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
https://www.yunbaogao.cn/report/index/report?reportId=1_3909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