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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各行业飞速变革，向智能化发展
我国产业结构将进一步向服务业倾斜，各行业
加速迭代升级，推动就业市场稳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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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次产业对GDP的贡献率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 我国第三产业结构地位不断提升，服务业蓬勃发展，占比约六成，未
来产业结构将进一步向服务业倾斜

• 第三产业比重不断提升，同时，互联网、5G、云计算等网络技术迅猛
发展，各行各业已经实现了线上化，逐步实现智能化，推动行业更新
升级，带动了就业需求增长

线下实体行业
蓬勃发展

线上互联网行业
突飞猛进

智能行业
萌芽兴起

实体化
线上化

智能化

2003年 2017年 《新一代人工智能
发展规划》发布

非典疫情隔离，
线上活动流行

城镇化率增长迅猛，
消费水平快速提升

代表性行业：快消品、传统制

造业、传统制药企业

代表性企业：宝洁、沃尔玛、

辉瑞

代表性行业：手机行业、线

上招聘、移动通讯、移动购

物、新媒体

代表性企业：腾讯、阿里、

苹果、58同城、字节跳动

代表性行业：物联网、大数

据、人工智能、5G、智能制

造、云计算、智慧医疗、语

音识别

代表性企业：特斯拉、华为、

科大讯飞、华大基因

近二十年来我国行业整体变迁状况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数据来源：极光研究院自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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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进一步释放市场发展动力，各级政府发布相关扶持政策，为企业发
展良好的营商环境

• 新就业形态获认可，教育部通知，将开设网店归为“自主创业”，互联
网营销工作者、公众号博主、电子竞技工作者以及自由撰稿人等均算
“自由职业”，二者均属于就业的形式之一

政策扶持企业发展，稳定就业市场
政策利好为企业良性发展和稳定就业创造可靠
前提条件，推动新就业形态发展

科技部 人社部 发改委 教育部

国家发改委等十三
部门《关于支持新
业态新模式健康发
展激活消费市场带
动扩大就业的意见》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办公厅、财政
部办公厅《关于发
布就业补贴类政策
清单及首批地方线
上申领平台的通知》

《教育部办公厅关
于严格核查2020届
高校毕业生就业数
据的通知》《关于鼓励科研项

目开发科研助理岗
位吸纳高校毕业生
就业的通知》

就业司：“保”住就
业、基本民生和市
场主体

科技部等六部委联
合发布《关于鼓励
科研项目开发科研
助理岗位吸纳高校
毕业生就业的通知》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
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财政部联合印
发《关于推进全方
位公共就业服务的
指导意见》

《关于开展“科技
创业带动高质量就
业行动”的通知》

国家宏观政策扶持企业发展，稳定就业市场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国家市场监管总
局、国家统计局向社会发布了包括“区块链工
程技术人员”、“互联网营销师”等在内的9个新职
业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严格核查2020届高校毕业
生就业数据的通知》中，新的高校毕业生就业统
计相关指标的最大亮点在于自主创业和自由
职业方面，自主创业的范围加入了开设网店，
自由职业的范围加入了互联网营销工作者、
公众号博主、电子竞技工作者

政策认可、支持新的就业形态

数据来源：政府公开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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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极光研究院自主研究

网络成了展示岗
位和人才简历的
主要平台，招聘
门户网站的同质
化竞争非常激烈

网络招聘时代
（2000~2010年）

以线下的招聘会
和传统的报纸、
电视等媒体作为
招聘活动的主要
载体，岗位和人
才相对比较同质
化，细分不明显

传统招聘时代
（2000年之前）

智能手机的普及
让互联网向移动
端普及，多种新
媒体平台的兴起
让找工作不仅仅
局限在招聘垂直
门户

移动招聘时代
（2010~2020年）

新的大数据和人
工智能技术大大
简化了招聘者繁
琐的事务性工作，
提高了招聘的效
率，对人才数据
的挖掘达到了前
所未有的深度

智能招聘时代
（2020年之后）

效率公平

n 降低网络招聘门槛，

让更多人拥有公平

的求职机会

n 移动端的灵活性能

让找工作成为一件

更简单的事情

• 招聘行业从传统招聘时代进入到智能招聘时代，不再是过去那样按部
就班，创意与创新以及使用数字化工具正成为招聘工作中不可或缺的
部分

• 技术正深刻地改变着社会的方方面面，企业招聘同样如此。在云计算、
社交媒体和移动互联网的交织下，让更多人拥有公平的求职机会，也
提升了招聘行业的运营效率

科技迭代升级，驱动招聘行业变革
科技的进步深刻地影响着招聘行业的发展，驱
动招聘行业运作模式的迭代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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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岗位随科技发展与经济进步而诞生

数据来源：中国信通院

2018年

智能楼宇管理师

中央空调系统运行操作员
… …

2019年

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

物联网工程技术人员

大数据工程技术人员
… …

2020年

区块链应用操作员

信息安全测试员

互联网营销师
… …

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 无人机驾驶员 3D打印设备操作员

电子竞技运营师

近几年我国新增岗位

数字经济吸纳就业能力

数字经济就业岗位 1.91亿个

就业占比 24.6%

数字产业化就业 1220万个

产业数字化就业 1.78亿个

• 58同城招聘研究院数据显示，新行业不断涌现，从而催生了许多新岗
位，近年来新增的岗位有区块链应用操作员、3D打印设备操作员、信
息安全测试员等

• 以数字经济为例，近年数字化经济快速发展，引发就业岗位的变迁，
催生灵活就业新模式，推动就业优化升级；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领
域就业岗位达到1.91亿个，占全年总就业人数的24.6%

58同城招聘研究院数据显示，产业结构的迭代
升级，创造新招聘需求，催生众多新型岗位

数据来源：58同城招聘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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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经济运作模式推进灵活用工方式普及

数据来源：极光研究院自主研究

• 新经济行业运作的去中心化，推动灵活工作模式成为未来用工趋势，
新工作模式依托网络平台，实现工作自动派发，劳动者可灵活就业

• 目前新工作模式层出不穷，求职者未来将拥有多样化工作模式的选择，
包括弹性工作制、共享员工、在家办公等

新经济行业运作的去中心化，推动雇佣模式发
生了改变，为求职者创造全新的工作模式选项

雇主不固定性
• 工作由网络平台派发，不直接

面对雇主

• 雇主将工作上传在网络平台，

通过网络平台招募劳动力

• 劳动者与平台不构成雇佣关系

时间自由性
• 雇主可根据自己的需要随时

发布用工时间，劳动力可自

己决定工作时间

• 用工时长多样化，可满足短

工等兼职需求

空间灵活性
• 办公地点较为灵活，或工作

地点经常改变，覆盖范围广

• 可满足在家办公、移动办公

等需求，突破地点或地域的

限制

3

新经济行业工作模式的特点

1 2

在家办公

共享员工自由职业

新经济行业工作模式类型（举例）
弹性工作制

网络钟点工

l 在完成规定工作任务或固定工
作时间长度的前提下，员工可
灵活自主安排工作时间

l 以共享模式进行短期人
力输出的合作用工方式，
特别适用于中小微企业

l 独立工作，不隶属于任何组
织的人，不向任何雇主做长
期承诺而从事某种职业

l 在网络上受雇于同一雇主，每天
工作超过4小时，以时薪计算的一
种工作方式

l 去办公室化，无需去固定的办
公地点办公，劳动者可自由选
择办公地点，比如在住宿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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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求职市场趋向白热化，随着高校规模逐年扩大和扩招，2020年毕业生
规模超过870万，年轻求职者就业规模将再创历史新高

• 用工需求出现结构性失衡，特别是区域之间差异较大，且部分企业盲
目追求高学历人才，人为制造就业难

• 招聘双方缺乏相互充分了解，造成信息不对称，不利于招工用工

就业竞争愈发激烈，求职者压力增大

*本文提到的“年轻人”指的是“18-25岁人群”

求职人数增加、用工需求结构性矛盾，及信息
不对称等因素叠加，致使年轻人求职压力大

供
给
增
长
过
快

供
需
结
构
失
衡

信
息
不
对
称

高校毕业生规模

2020年2011年

214万人

n 毕业生规模扩大：2020年高校毕业生

达到874万人，毕业生人数再创历史

新高

n 高校规模扩大：2019年各级各类学校

53.01万所，比去年增加1.13万所，增

长2.17%

72.6%
一线城市用工需求占比大

41.0%
华东地区用工需求最高

经济发达地区用工缺口大 产业升级所带来用工需求改变

由于产业结构升级和过剩

产能逐步淘汰，企业对人

才能力需求发生转变，与

高校培养侧重点有所区别，

技工特别是高级技工短缺

年轻人眼中的自己

责任感强

适应能力强学
习
能
力
强 可信赖

乐
观

服务
精神

雇主眼中的年轻人

个性
自由 乐

观
多变
多样 学习能力强

创新
VS

由于信息不对称，

对于求职者的特质，

雇主和求职者概括

截然不同，认知差

距明显，亟需调整

数据来源：教育部

数据来源：TTI Success Insights

数据来源：网上公开资料，极光研究院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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