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人才需求涌现

印刷单位 名称:西安蓝星新技术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西安市新城区咸宁东路广告经营许可证 许可证号：6100004000038 每周一、二、三、四、五出版

www.iygw.cn 阳光官微 阳光微报纸
16阳光热点 责编樊晓雨校对杨宏玲

2024年3月21日星期四

数字化、智能化的确在很大程度上

减少了人力投入，却也催生了一大批新

的就业机会。世界经济论坛发布的《2023
年未来就业报告》测算，未来5年全球企
业预计创造约6900万个新的工作岗位。
增长最快的工作类型绝大多数由人工智

能和数字化驱动。

会堂连着民生。前些天，身在广州的

服装主播李福佳也在关注着全国两会，

让她印象颇为深刻的是政府工作报告

提及“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

融合”。在她看来，这意味着自己的生

意将有更多新的可能，也将带来更多

就业机会。

李福佳在服装行业打拼了十几

年，最早在服装批发市场租档口开

店，新冠疫情期间尝试开通直播揽

客，就此搭上数字经济的快车。如今，

她的直播团队不仅包括选品、直播、

发货、售后等不同岗位，还带动了3个
大型工厂、10余个小工厂累计上千人
的就业。

在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的路上，新

的就业形态层出不穷。以直播为例，据中国

人事科学研究院发布的《短视频直播生

态催生新职业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报

告》测算，短视频直播生态孕育和催生了

174个新职业，创造了“互联网营销师”
“探店达人”“互联网招聘师”等诸多就业

机会，涵盖主播、助播、选品师等30多种
新职业形态。

在全国政协委员、知乎创始人周源

看来，我国正在诞生大约4亿的“新职人”

群体，他们普遍受过高等教育，具有科学

文化素养和专业经验技能，从事先进制

造业和第三产业，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

压力，拥有不断学习、不断更新专业经验

技能的强大动力。需要认真研究“新职

人”群体的特点和诉求，为其提供更有

针对性的职业技能提升服务，这是帮助

我国从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拉动未

来产业发展和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要

引擎。

据《中国青年报》

AI大模型是当前人工智能竞争的
最前沿，也是激发新质生产力的重要

领域。

今年以来，一些科技企业尝试将AI
大模型与智能手机结合，打造AI手机。前
不久发布的《AI手机白皮书》预测，新一
代AI手机将带来存储、屏幕、影像设备的
硬件升级和成本提升，带动智能手机平

均售价上升；2024年中国市场新一代AI

手机出货量将达到3700万台，2027年将
达到1.5亿台，且新一代AI手机所占市场
份额超过50%。
为调研AI大模型的最新进展，两会

前夕，全国政协委员、东南大学副校长

金石与多位政协委员、专家学者专程到

一家头部手机企业调研AI手机发展情
况。在调研后的座谈会上，金石呼吁这类

企业与头部高校紧密合作，通过工学交

替等形式，共同培养面向未来的复合型

人才。

这样的呼吁有现实考虑。据金石介

绍，目前国内高校在培养人工智能人才

时会遇到现实困难：构建自己的AI大模
型往往受限于GPU显卡等硬件限制，“要
去购买什么（设备）它都不卖给你，整个

（大模型）训练只能勉强进行”。借着这次

调研机会，他抛出了校企合作的设想：让

学生在校学完基础课程以后，就到企业

参与更前沿的技术开发，参与AI大模型
等相关工作，培养面向未来的“AI+X”人才。
“人工智能是打造新质生产力的主

要阵地，是新的工业革命。”在上述调研

座谈会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

士吴世忠表示，人工智能进展快速，但相

应的治理也非常重要，背后存在着巨大

的人才需求。

需主动应对“人工智能 ”对就业的影响

“新质生产力的源头在科技创新，

落脚点在产业升级，关键因素在人才支

撑。”全国政协委员、知乎创始人周源表

示，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不仅需要“高

精尖缺”的科技人才，还要有一大批高

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大国工匠、能工巧

匠等。

这与产业一线管理者的切身体会

不谋而合。近年来，新能源企业东方日升

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与科技行业的一家

头部企业联合研发了AGV智能调度系
统，不仅完全实现了AGV代替高强度的
人工搬运，还让生产过程可管可控、可分

析。该企业智能制造业务经理张涛介绍，

位于安徽省滁州市的车间只需十几名工

程师便可应对以往耗费大量人力的工

作，不过对一线劳动的工程师要求也更

高了，他们往往需要掌握计算机编程语

言，学习计算机、数学、电子、控制工程等

相关专业技能。

这也是当前许多行业领域普遍面

临的新挑战：随着“黑灯工厂”越来越

多、无人驾驶逐渐落地、“机器换人”越

发普遍，许多工作岗位不再需要那么多

人，对劳动者的要求也发生了变化，该

如何应对？

针对未来可能被人工智能大量替

代的行业和岗位，刘庆峰建议，对劳动

力培养及再就业作专项研究，并且提

前、主动做好应对。关注通用人工智能

对社会各行业带来的冲击，加快建设新

的人才能力素质模型和课程培养体系，

特别是加快对通用人工智能赋能软件

代码、语言学习、艺术创意等应用型人

才的培养。

此前，中央财办有关负责人也公开

提及，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要打造新型

劳动者队伍，包括能够创造新质生产力

的战略人才和能够熟练掌握新质生产资

料的应用型人才。

新的就业形态层出不穷

新质生产力是今年全国两会的热词，不仅政府工作报告着墨颇多，代表委员也非常关注。

全国人大代表、科大讯飞董事长刘庆峰对新质生产力带来的就业机会和挑战尤为关心。在他看来，有必要

“针对未来可能被人工智能大量替代的行业和岗位，对劳动力培养及再就业做专项研究，并且提前、主动做好应对”。
刘庆峰身处的人工智能领域，是目前最受关注、竞争也最为激烈的行业之一。作为中国最早的大学生创业

者之一，他不仅关心国家即将开展的“人工智能垣”行动，更关心人工智能会如何影响每个人的工作饭碗。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到，今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包括国内生产总值增长5%左右；城镇新增就业1200万人以上，城镇调查失业率

5.5%左右。在一些代表委员看来，新质生产力不仅意味着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还意味着就业的新机遇、新挑战和新潮流。

“人工智能 ”来临就业有何新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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