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数字化劳动力白皮书：全力
激活人效潜能，助力企业行
稳致远 

  



 

 - 2 - 

 

作者：孙俊信、陈震、郑文才、卫杰、缪若予、关宇然、于梦 

【通过对中国劳动力市场及模式的深入研究，麦肯锡编制发布《数字

化劳动力——全力激活人效，助力企业行稳致远》白皮书。白皮书从中国

劳动力趋势出发，详细分析了数字化劳动力的优势、应用、策略，并结合

案例提出实施建议，提炼关键启示，助力企业推动自身的高质量发展。】 

纵观当下中国，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但数字化浪潮一路高歌猛进。

面对人力短缺、成本上升及人效不足等诸多挑战，企业正积极寻求创新，

利用数字化技术，打破人机边界，推动用工模式的深刻转型，而作为新兴

技术代表之一的数字化劳动力也正式进入业界视野。 

数字化劳动力是通过数字化技术打破人与机器边界、充分激活劳动力

潜能的第四种企业用工模式，即“人机耦合”。人类与计算机的交互、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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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共创可充分提升人的潜能，创造更大的价值，而高效落地数字化劳动

力转型，势必将引爆企业业务的下一波裂变增长。 

“五连降”后，第四种用工模式崛起 

在先进技术高速发展的同时，传统劳动力短缺问题却进一步凸显。中

国劳动力的绝对数量呈“五连降”（见图 1），劳动力密集型企业面临的形

势更是日益严峻。此外，员工体验也在影响传统劳动力供给，不断涌现的

新兴技术也让员工更加青睐高效、便捷的工作方式。面对上述痛点，企业

需重点关注核心劳动力的发力点、资源配置以及人才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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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数字化时代，用工模式快速演变，与全职员工、外包员工、兼职员

工这三大传统劳动力用工形式不同的第四种用工模式——数字化劳动力

（又称“数字员工”）应运而生。它打破了人与机器边界，依托技术来完

成企业前端对客、员工服务优化，以及中后台运营协同作业等任务。在传

统劳动力与数字化劳动力的结合下，企业可建立“智能员工队伍”，通过

科技赋能，让传统劳动力从繁琐和消耗精力的流程性工作中解放出来，专

注创新以及更具价值的战略性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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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数字能力培养及生产工具升级，数字化劳动力可为未来工作模式

及环境带来重大革新，并带来诸多优势： 

一是提高生产效率：将人从重复性劳动中解放出来，提高管理效率，

降低人力成本，大幅降低人工失误损失； 

二是降低运营成本：提升跨部门沟通效率与实现流程清晰顺畅，整合

分散的工作流程，提高工作效率； 

三是提升用户体验：解绑时效性工作，缩短员工加班时长，并以更符

合用户需求的高效应答方式实现用户旅程智能化、人性化，提高用户满意

度。 

价值蓝海中，数字化劳动力应用场景广阔 

新技术在各行各业都得到了广泛应用，数字化劳动力也“不甘落后”，

且价值前景广阔。我们的分析表明，到 2030 年，数字化劳动力将形成一

片价值 1.73 万亿元的蓝海（见图 2）。我们预测，在未来 8 年，数字化劳

动力将提供总计 1.6万亿元的经济增值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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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向未来的巨大价值潜力，数字化劳动力在人工智能和人机交互技术

的支持下，也将迎来广阔的应用场景。且数据表明，用户体验优化将随应

用场景的不断拓展而迎来爆发式增长，渐趋成熟的人机协作也将推动各行

业加快发展。 

例如，在文旅行业，景区内外运营人力可与数字化劳动力深度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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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游客提供主动管理、主动关怀和主动服务，为游客带来优质的体验；在

制造行业，企业可应用各类机器人、软件服务等数字化劳动力，填补劳动

力缺口，减少成本浪费及效率流失；在互联网科技业，企业可开发自动化

的广告投放平台，匹配广告主的竞价出价与平台用户画像，完成广告投放

工作，节省人力成本，提高运营效率。 

纵观多行业的数字化劳动力应用实例，我们基于识别到的问题和新挑

战，总结出以下三大典型用工场景： 

作为传统用工模式的补充，数字化劳动力结合新型技术，可解决三大

典型用工场景的核心问题。 

成功策略下，三步落实用工模式升级 

中国企业在结合数字化劳动力以调整用工模式的过程中，必将进入

“客户为中心”、“价值驱动”、“数字赋能”、“创新科技”和“生态

增长”为特征的高质量发展新战场。基于多家全球及国内领先企业的数字

化劳动力实施经验，我们认为，中国企业可运用“3+2+2+2”策略（见图

3），承接业务发展战略，匹配企业整体发展方向，升级生产工具，并通过

盘活企业机制对员工进行数字化赋能，实现用工模式的全面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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