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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社部近日发布的“最缺工”职业

榜单中，新进排行30个职业近半数与制

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等行业相关，所需职业专业化程度要求

较高。如“仪器仪表制造工”进入排行前

十，“智能制造工程技术人员”“工具钳

工”“多晶硅制取工”“通信工程技术人

员”“自动控制工程技术人员”等职业新

进排行，“机修钳工”“冲压工”“金属热处

理工”等职业呈现短缺程度加大的趋势。

“我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

展成果持续显现，经济运行稳定恢复，有

力拉动就业复苏。”张莹表示，持续开展

“春风行动”“百日千万网络招聘行动”等

系列服务活动，稳定了预期，稳定了市

场，稳定了就业。

然而，在就业形势整体稳定的大背

景下，我国就业市场仍面临着一些招工

难、就业难并存的结构性问题。一方

面，一些制造业、服务业企业招不到合

适的员工，不得不将年龄等条件放宽；

另一方面，高技能人才短缺现象较为明

显，劳动力素质还不能完全适应高质量

发展要求。

对外经贸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

教授李长安指出，“十四五”时期，我国要

继续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高质量

发展对高质量劳动力队伍提出更高的要

求。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人工智能、机

器人在生产生活中不断被应用，还有各

种无人驾驶、无人商店、无人餐厅，技术

和资本对就业岗位的替代必须予以高度

重视。另外，从人社部发布的求人倍率

可以看出，我国高技能人才求人倍率均

值是1.69，也就是人才的供应远远不能

满足实际需求。

“国内外权威机构和学者对中国

2021 年经济增长的大体判断在 8%左

右。但展望2021就业形势，总体上还有

很多不确定性因素，也会出现招工难、就

业难等长期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经济学院常务副院长高文书说。在新发

展格局下，随着产业结构调整稳步推进，

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高端应用型人才缺

口也将会加大。随着5G的普及，新业

态、新领域将创造更多的就业。

面对结构性因素比较突出的问题，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副院长

莫荣认为，要加大结构政策的支持力度，

对重点行业、中小微企业、市场主体加大

政策扶持力度。

最近，黑龙江“三支一扶”计划开通了

考试报名入口，一直关注这个基层服务计

划的黑龙江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应届毕业

生王雨琪开始了报名流程。到基层支教，

是她上大学以来始终不变的志愿和梦想。

据统计，“三支一扶”计划自2006年实施以

来，全国已累计选派43.1万名高校毕业生

到基层服务。2021年至2025年，新一轮

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每年还将选派

3.2万名左右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

“今年就业形势总体保持稳定，但是稳

中有难。”莫荣指出，今年新增劳动力

1400万，其中应届高校毕业生909万，此

外，由于疫情影响，还有一些出国留学的

学生出不去，以及大量的留学人员回国的

情况。为此，今年高校毕业生就业压力会

大于去年。

大学生就业的总量压力不减，同时新

的挑战是对高质量就业的需求也在提

高。智联招聘首席执行官郭盛发现，现在

的大学生文科生较多，但是社会上，包括

新兴行业对理科生的需求比较大。如果

在大三、大四阶段对学生进行相应的理科

培训，对就业压力会产生较大的缓解。

此外，郭盛认为，还应高度关注中高龄

群体的就业问题。“求职周期是6个月，但

是他们的家庭普遍可维持3个月，70%的

群体还有还贷压力。中高龄群体求职在市

场中确实会受到歧视，他们的家庭负担特

别重，在求职就业过程中很可能变为中低

收入群体。”郭盛指出。

莫荣表示，应继续有针对性地做好包

括高校毕业生在内的重点群体就业工作，

拓宽基层空间；同时做好农民工就业工

作，一方面要通过劳务品牌让农民工转移

出来；另一方面，借助乡村振兴战略，在乡

村加大创业力度来解决更多就业。

“只要不怕苦、不怕累、多跑单，每月

收入就能超7000元。”今年26岁的杜思

梦从内蒙古巴彦淖尔来到北京，加入了

网约配送员的队伍。门槛低、时间自由

又能增加收入，是他选择这份职业的主

要原因。去年2月，“网约配送员”正式

成为新职业，纳入国家职业分类目录。

几百万名被人们习惯称为“外卖小哥”或

“跑腿师傅”的新生代劳动者大军，有了

明确的职业名称。

“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的新就业形态

将成为我国新增就业的主要来源。数字

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不断加深，催生出

许多新就业模式，为解决就业难题拓展

了新思路，为稳就业政策提供了新选

择。”高文书建议，要加快创新发展，以数

字经济为重点，促进产业转型升级，实现

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持续增长，创造更多

就业。

高文书说，要运用数字手段，有效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对就业的反复冲击。一

是大力倡导“互联网+”的在线就业模

式，鼓励用人单位在线开展招聘工作，

充分利用数字化手段解决招工难、就业

难问题。二是加强“互联网+职业技能

培训”建设，发挥互联网优势，开展远程

技能培训、技能指导等。三是推动建立

“共享员工”新模式，推动市场化手段配

置人力资源。

新就业形态的大量涌现，对实现更

高质量就业提出新的课题。李长安指

出，《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1》显

示，灵活用工已经达到55.68%。新就业

形态在吸纳大量就业的同时，也给劳动

关系带来很大的挑战。

为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切

实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

益，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持续发展，近

日，经国务院同意，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应急

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医保局、最高人

民法院、全国总工会共同印发《关于维护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

意见》。

高文书表示，新就业形态对促进就

业，解决民生问题具有很重要的作用，所

以还是要对平台用工以“疏”代“堵”。要

对平台就业的用工性质尽快进行明确，

其中的重点就在于针对这种非标准就业

的超时劳动和社保问题推出进一步的细

化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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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好就业”到“就好业”
助力求职者端牢“饭碗”——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近日发布上半年就业数据显示，1至6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人数698万人，同比增加134万人，已经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的63.5%；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从2月份的5.5%，逐步回落至6月份的5%，失业水平逐步恢复到疫情前水平。人社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张莹表示，下

一步，人社部将坚决贯彻党中央、国务院稳就业保就业决策部署，突出重点，分类施策，精准发力，扎实做好各项工作，努力确保就业局势总体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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