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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训练师、碳排放管理员、陪诊师、在线学
习服务师……这些新职业，你听说过吗？有能
力、有兴趣加入吗？

近日，最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
类大典》（下称“职业大典”）出炉，与2015版相
比，净增了158个新职业。如今，纳入职业大典
的职业数达到1639个。

“净增新职业，不仅拓宽了就业渠道和从业
者的成长空间，还透露出两大信号：一是产业升
级新趋势，二是未来就业新动向。”重庆人才发展
研究院副院长、重庆大学教授林勇解读认为，从
净增的158个新职业看，呈现出“新”意十足、含

“绿”量高、更“专”更细化等特点，堪称未来就业
创业的指导手册。

“新”意十足

职业大典是由人社部、国家统计局等部委根
据《劳动法》，组织相关部门、研究机构、高校及部
分企业的专家联合编制，并经审议颁布。它从我
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出发，充分考虑各行业工作
性质、技术特点的异同，全面、客观反映社会职业
发展的实际状况和变化趋势，可谓经济社会发展
的“晴雨表”。

这意味着，新职业的产生，跟经济结构调整、
产业转型升级及社会发展、人口结构变化等相呼
应。

一个新职业是否入选国家的职业大典，要从
多个维度来综合考量。南开大学商学院教授刘
俊振解释，比如“独立性”，这意味着职业是否足
够新；再如“稳定性”，表征是否有足够的发展空
间；还有“群体性”，反映出从业人员的规模大小，
以及能否拉动就业。

这次净增的158个新职业，涉及制造工程、
数字经济、现代农业等多个领域，以上几个维度
都具备。林勇认为，这代表了科技创新、技术进
步、产业升级对社会带来的新需求，具有较强的
竞争力。

两江观察梳理发现，新版职业大典共标注了
97个数字职业，占职业总数的6%——这跟近年
来数字经济大潮风起云涌的新趋势相吻合，可谓

“新”意十足。
例如“智能制造”。工业机器人操作员、运维

人员等纳入新版职业大典。数据显示，2021年，
我国工业机器人产量达36.6万台，比2015年增
长10倍，应用覆盖国民经济60个行业大类。据
IFR统计数据测算，2022年，工业机器人市场规
模将达到87亿美元，2024年有望超110亿美元，

增长态势明显。
与之相应，对掌握相关技术的用工需求大

增，甚至成为人社部发布的2022年二季度“最缺
工”的100个职业之一。有数据显示，我国人工
智能机器人行业人才缺口高达500万。

又如“智慧城市”。随着互联网的深度普及，
在线教育、互联网医疗、线上办公、无人经济、共
享生产等新业态不断涌现，相关人才在就业市场
炙手可热。由此，陪诊师、互联网营销师、网约配
送员、在线学习服务师等新职业纳入新版职业大
典，为就业者提供了丰富的选择。

“这批新职业从业者在重庆大有可为、前景
广阔。”林勇分析认为，重庆正加快建设“智造重
镇”“智慧名城”，对相关领域尤其是先进制造业
领域的就业者需求量很大，施展才能的舞台很
大。

含“绿”量高

本次新增的158个新职业，含“绿”量很高。
新版职业大典共标注了134个绿色职业，占职业
总数的8%——林勇认为，这是我国贯彻落实新
发展理念产生的必然结果，是为实现“双碳”目标
催生的新赛道。

新版职业大典中，碳管理工程技术人员、碳
排放管理员、碳汇计量评估师、综合能源服务员、
建筑节能减排咨询师、煤提质工等新职业首次纳
入。

以碳排放管理员为例，其职责为：对企事业
单位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进行监测、统计
核算、核查、交易和咨询等，也称为“碳管家”。在
电力、水泥、钢铁、造纸、化工、石化、有色金属、航
空等控制排放行业里，“碳管家”供不应求。随着

我国“双碳”时间表的推进，其就业形势将呈明显
的“微笑曲线”。

湿地保护修复工程技术人员也入选了新版
职业大典。

湿地被称为“地球之肾”，在涵养水源、净化
水质、蓄洪抗旱、调节气候和维护生物多样性等
多方面发挥着重要功能。我国拥有湿地面积
6600多万公顷，约占世界湿地面积的10%，居亚
洲首位。

作为山水之城的重庆，因其地形地貌复杂，
垂直高差大，境内湿地类型多样、分布广泛，全市
湿地总面积超300万亩，有河流湿地、湖泊湿地、
沼泽湿地等自然湿地，还有库塘、输水河、水产养
殖场等人工湿地。湿地，成为重庆打造长江上游
重要生态屏障的“主阵地”。

对湿地的保护，催生出新职业。今年2月，

“湿地保护与恢复”专业列入《普通高等学校本科
专业目录》，西南林业大学成为全国首个获批该专
业的高校。6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
法》正式实施，相关领域人才需求持续上升……种
种迹象彰显相关职业的广阔前景。

由此，林勇认为，绿色职业如雨后春笋般不断
涌现，覆盖新能源开发利用、生态环境治理、现代
高效农业等领域，是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选
项”，将为就业拓展新的路径和空间，非常看好。

更“专”更细化

新版职业大典，还呈现出更“专”、更细化的
特点。

仍以数字经济为例，本次新增的专业技术人
员主要集中在数字技术领域，专门增设了数字技
术、工程技术人员等小类。

林勇分析认为，这跟数字经济的规模大
（2021 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达到 45.5 万亿
元）、“地位”高（全国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达
到39.8%）、涉及面广（涉及生产、生活、城乡建设
等方方面面）有关。

规模大、“地位”高、涉及面广，这就决定了对
相关技术的要求高、需求大、分类细。

例如，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智
能制造、工业互联网、虚拟现实、区块链、集成电
路、机器人、数据安全工程技术人员等新职业均
属新版职业大典中的生产类技术新职业；互联网
营销师、网约配送员、在线学习服务师等则生活
类技术新职业也同时纳入。

再如绿色新职业，既有碳管理工程技术人
员、碳排放管理员、碳汇计量评估师等以“碳”字
打头的，也有综合能源服务员、建筑节能减排咨
询师、煤提质工等为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服务的。

这跟现代经济体系中的产业细分趋势是相
吻合的。林勇认为，与以往较为“粗放”的分工不
同，现代产业体系里，即便同处一个大行业，细分
领域里的差别也是很大的，对相关技术的要求

“各有千秋”，所以需要更“专”、更细的职业分工。
不求“大而全”，但求“专精特新”——他提醒

说，这一点，是从业者在作出职业选择时要特别
注意的。

“职业变迁，是大势所趋。可以肯定，随着经
济社会的不断发展，新的职业将不断诞生。”林勇
建议，重庆要在机制、教育、职业培训、人才激励
等各方面持续发力，拓展人才发展空间、激发人
才创新活力，实现就业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同频共
振。

新版职业大典来了，就业有哪些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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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5日，渝北区旭硕科技（重庆）有限公
司，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正在培训学员（资料
图片）。 记者 万难 摄/视觉重庆

▲4月27日，江津华能珞璜电厂，碳排放管
理员正在设备前记录相关数据（资料图片）。

记者 郑宇 摄/视觉重庆

本报讯 （记者 黄乔）火锅底料作为重庆
火锅的“灵魂”，不仅成就了火锅的麻辣鲜香，还

“烹”出了新工种。日前，人社部发布《中华人民
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22版）》。其中，由重庆
申报开发的“火锅料理师”，作为中式烹调师职业
下的新工种正式出现，填补了火锅行业没有专属
职业工种的空白。

火锅料理师是指从事火锅锅底、酱料、蘸料

的制作，菜肴预制，菜品切配，并具备一定餐饮经
营、管理能力的人员。

重庆市火锅协会会长陈国华介绍，过去，从
事火锅料理的人员没有国家认可的“身份证”，也
没有规范的成长通道和明确的职业发展目标。
如今，火锅料理师这一新工种的出现，让火锅行
业有了自己的标准和规范，这在中国火锅发展史
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王文军国家级中式烹调技能大师工作室、知
名火锅专家王文军认为，火锅料理师成为国家认
可的新工种，为火锅从业者创建了一个由普通劳
动者提升转化为职业技能人才的新通道，将进一
步推动餐饮服务行业快速发展。

据了解，2015年，市人力社保局将火锅作为
地方特色岗位，纳入全市的职业培训，并开发了
专项职业能力规范，至今有6万多人经考核获得

了火锅专项职业能力证书。
2021年，重庆市人力社保局正式向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申报，将火锅料理师认定成为一
个新工种，努力将一张“地方粮票”升级成为国家
认证。

下一步，市人力社保局和市商务委将携手
为开发火锅料理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创造条
件，继续举办全国火锅专项赛和重庆小面技能
大赛，加快火锅产业、行业、就业链条建设，加
强技能人才培养，完善技能人才评价体系，更
好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品质的提
升。

火锅料理师有了权威“身份证”正式成为新工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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