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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实践 

 

数字经济带来就业市场新变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  张车伟  所长、研究员  赵文  王博雅 
 

    数字经济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种新经济形态，日益成为全球经济发展的新动能。近年来，数字经

济在我国也取得蓬勃发展。近日，《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No.19》发布会在

京举行。绿皮书分析指出，数字经济将会为就业市场带来四方面新变化。 

    数字技能成为基本就业技能 

    知识和信息是数字经济的关键生产要素，信息技术是数字经济的基础技术支撑。因此，在数字经

济条件下，数字技能成为与听、说、读、写同等重要的基本能力，掌握必要的信息技术，能够对电子

文档、电子表格、数据库、多媒体等数字信息进行制作、储存和管理，并能够运用信息技术和互联网

技术解决工作中的相关问题已经成为一名合格劳动者的必备素养。欧盟委员会（2011）曾对数字技能

做过概念性阐述，指个人能够熟练地掌握信息通信技术的基本技能，用以搜索、存储、生产和交换信

息，自信地使用信息技术进行各种活动，包括工作、生活、休闲、学习，并且能够通过互联网参与这

些交流协作。 

    近年来我国技术人才数量增长缓慢，长三角 16个城市的 120万家企业中，对技师与高级技师的

需求缺口高达 68%；江苏的高级技术人才比例只有 8%，虽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与发达国家的 40%

相差甚远。清华大学和复旦大学联合发布的《中国劳动力市场技能缺口研究》显示，2016 年我国普

通技能劳动者约占全国就业人数总量的 19%，具有数字技能等高技能的人才仅占 5%。2017年清华大

学发布的《中国经济的数字化转型：人才与就业》报告显示，我国数字经济的发展面临人才短缺的挑

战，我国 46.6%的数字技能人才来自 ICT基础产业，20.9%的数字技能人才来自制造业，金融、消费

品、医药、企业服务、娱乐、教育等行业的数字技能人才占比则均在 10%以下，说明我国数字技能

人才分布十分不均衡。 

    就业方式越来越弹性化 

    数字化技术使得个体和企业只需要宽带连接就可以在在线平台上交易商品和服务，在数字经济时

代，企业的边界变得模糊化，企业组织的平台化成为数字经济的典型特征之一。 

    企业组织的平台化打破了传统的稳定捆绑式的雇佣关系，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工作地点、工作内

容、雇佣期限等更加弹性化，人力资源市场的供求关系更加富有弹性，择业和创业更加自主灵活。数

字化使劳动者可以跨越时空限制，远距离获得工作机会，就业创业边界逐渐被消弭，形成了基于平台

的就业和创业的新途径。大量个体和创业团队能够借助平台模式以较低的成本跨越门槛，借“平台”

出海，完成“‘按需聚散’的契约履行与价值实现行为”。从劳动者人口特征来看，平台模式具有极大

的包容性，为已婚女性、流动人口等就业困难群体也提供了公平、灵活、获得更高收入的就业机会，

拓宽了劳动力市场半径，降低了失业概率，稳定了社会基础。 

    2016 年麦肯锡全球研究院发布的《独立工作：选择、必要性和零工经济》中指出，欧美地区有

高达 1.62亿人（占总工龄人口的 20%~30%）或多或少从事某种形式的独立工作。2017年滴滴发布的

《2017年滴滴出行平台就业研究报告》显示，在滴滴平台上 82%的劳动者是 25~44岁的青壮年，已

婚劳动者接近 90%，有子女群体占 80%以上。阿里研究院在 2017年发布的《数字经济 2.0报告》预

测，在未来的 20 年之内，8 小时工作制将会被打破，4 亿劳动力（相当于中国总劳动力的 50%）将

通过网络自我雇佣和自由就业。世界经济论坛在 2018年发布的《未来就业 2018》中预测，未来工作

的内容、地点和形式将会产生巨大改变，稳定的全职工作机会将越来越少，公司更倾向于选择临时工、

自由职业者或专业承包商，而其他的大部分工作则可以自动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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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业机会发生巨大变化 

    一方面，数字技术和数字产业的兴起，势必要对传统产业和原有的就业岗位造成冲击。例如，机

器人的应用导致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工人失业，蓬勃发展的电子商务导致大量实体门店关闭，引起

成千上万的终端零售人员失业，网约车和共享单车的兴起冲击了出租车司机的工作。世界经济论坛曾

在《2016全球人力资本报告》中指出，全球将会有 700万个工作岗位在 2020年消失，现在上小学的

孩子有 65%最终将从事现在还不存在的全新职业。世界银行发布的《2016 年世界发展报告：数字红

利》认为，在未来，中国有 55%~77%的就业岗位容易因技能含量低而被取代，印度为 43%~69%，经

合组织国家的这一比例为 57%。2018年，世界银行在发布的《2019年世界发展报告：工作性质的变

革》中估计，美国 47%的职业面临着自动化的风险，时薪低于 20美元的岗位被机器人取代的概率为

83%，20~40美元之间岗位被取代的概率为 31%，而高于 40美元的岗位被取代的概率为 4%。 

    另一方面，数字技术及其相互融合也会催生出许多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继而创造大量的就

业机会。当前，大量的创新创业都发生在互联网、电子商务、计算机软件、通信、IT 服务等数字经

济领域，互联网/电子商务、计算机软件、IT服务等数字经济行业近 3年来一直是我国人才需求最多

的十大行业之一，其中互联网/电子商务行业近 3 年一直稳居我国人才需求最多的行业。阿里巴巴集

团发布的《阿里巴巴集团 2017~2018 年社会责任报告》数据显示，2017 年，阿里电商平台创造了超

过 3300万个就业岗位，阿里巴巴新零售平台内容电商从业者已经超过 100万人，2118个淘宝村创造

了超 130万就业机会。滴滴发布的《2017年滴滴出行平台就业研究报告》显示，2016年 6月至 2017

年 6月，在滴滴平台获得过收入的人数达到 2108万（含专车、快车、顺风车车主、代驾司机），其中

393万是去产能行业的从业者，还有 133万失业人员和 137万零就业家庭在平台上实现了新就业。腾

讯研究院发布的《中国“互联网+”数字经济指数（2017）》指出，数字经济在 2016 年大致产生 280

万新增就业，占 2016年全年新增就业人口的 21%。 

    产业就业结构和区域就业结构受到显著冲击 

    数字经济对就业结构的调整变化造成了巨大影响。从产业就业结构来看，随着数字经济的深入发

展，第三产业的就业比例将持续上升。得益于数字化信息技术广泛而深入的应用，第一产业将进一步

提高农业的规模化、集约化、智能化水平及农业劳动生产率，随着机器人等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的普

及，更多的农业劳动力将会被农业自动化释放出来。例如，借助于大数据进行分析，采用滴灌技术、

无人机喷洒农药，可以更精准、高效地施肥灌溉，因此将节约大量农业劳动力。在第二产业，传统制

造业就业规模将持续降低。在德国，由于工业机器人等智能化设备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预计到 2025

年约有 61万个组装、包装和生产类岗位将被削减。除了由机器替换人之外，在“人工智能+制造”条

件下，工作向智能化制造进一步的过渡将带动人机交互方式的再次升级，工业机器人与工人间更加高

效、灵活的协作，将大幅提升制造业生产率。阿里研究院（2017）在报告中指出，人机合作是最优组

合，其生产率比只有人或只有机器的团队高出 85%。在第三产业，生产性服务业与高端生活性服务

业所吸纳的就业规模将显著增加。与此同时，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向生活性服务业的全

面渗透，推动了养老医疗、体育健康、旅游文化、教育培训等高端生活性服务业的兴起，服务需求的

大幅上升拉动了就业需求的显著增加。 

    除了产业就业结构的改变外，数字经济的发展应用也会引起区域就业结构的调整。历史经验表明，

从短期看，快速的技术变革速度和下降的生产成本会促进产业的区域转移，新一轮产业集聚更容易在

率先推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国家和地区产生。从长期看，随着“工业 4.0”的扩张和拓展，工业生产

将由后发地区逐渐向科技研发水平较高而生产成本较低的发达地区转移，在产业体系重构的同时，劳

动力区域结构也随之重新调整。从国际上看，发展中国家作为全球人力资源库，劳动力技术层次多样

化，不仅可以较大程度上弥补本国劳动力需求缺口，在高水平的自动化与智能互联技术广泛应用的背

景下，也为劳动力流向发达国家提供了高效便捷的条件。数字经济能够促进各个相关产业的发展，进

而带动一地 GDP的增长，从而能够全方位拉动就业增长，降低地区整体失业率。所以在数字经济发

展程度较高的地区，失业率会显著低于其他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