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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问答

据悉，新职业在线学习平台是人社
部和钉钉共同打造的、专注于新职业数
字资源培训的线上服务平台，立足培育
新型技能人才，促进各行各业完成数字
化转型。新职业在线学习平台3.0版的
迭代开发工作，增加了支持各地培训机
构在线开班，提供培训监管数据等功
能，为全民数字技能提升提供切实可行
的平台级解决方案。

2021年 4月，人社部制定了《提升
全民数字技能工作方案》，要求各地

面向新技能新职业，重点开展人工智
能、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能培训，
遴选推荐一批互联网职业培训平台
等。新职业在线学习平台 3.0 版的上
线，正是对上述《方案》要求的具体落
地动作之一。

吴礼舵表示，新职业在线学习平台
3.0版的推出，将会更好发挥龙头企业和
培训机构等各方面的作用，推动实施

“互联网+职业技能培训”新模式，助力
提升全民数字技能。

问：在商场工作，周六、日和法定
节假日都在上班，算加班吗？

答：《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国
务院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和《关
于企业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计算
工时工作制的审批办法》规定，我国劳
动者实行每日不超过8小时，每周不超
过40小时，每周至少休息1日的标准工
时制度。企业因工作性质或者生产特
点的限制，不能实行标准工时制度的，
经审批可以实行不定时工作制和综合
计算工时工作制。

对实行标准工时制度的职工，企
业安排职工日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或
周工作时间超过40小时，应支付加班
工资。其中，安排职工在休息日（每周
至少一天）工作，应安排补休，不能补
休的，应支付加班工资；安排职工在法
定节假日工作的，应支付加班工资。

对实行综合计算工时工作制的职
工，经批准以周、月、季、年等为周期综
合计算工作时间的，其平均日工作时
间和平均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8小时
和40小时，超过部分应支付加班工
资。其中，工作日正好是周休息日的，
属于正常工作；工作日正好是法定节
假日的，依法支付加班工资。

《工资支付暂行规定》第十三条明
确，实行不定时工作制的劳动者，不执
行有关加班工资的规定。

但用人单位应采用弹性工作时间
等适当的工作和休息方式，确保职工的
休息休假权利和生产、工作任务的完成。

（来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政务
微信公众号）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
布了第二季度全国“最缺工”100个职
业排行，营销员、餐厅服务员、保安员、
保洁员、市场营销专业人员、商品营业
员、房地产经纪人、仪器仪表制造工、
家政服务员、快递员等位列“最供不应
求”职业前十。

据人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与第
一季度相比，本期排行招聘总需求和
求职总人数均有所减少，但是求人倍
率进一步上升，说明第二季度供求关
系整体仍旧偏紧。此外，高技能人才
短缺现象较为明显。

新进排行的30个职业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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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第二季度排行看，生活服务业
相关职业需求仍保持旺盛势头。除
依然位列前十的“保洁员”“餐厅服
务员”“家政服务员”外，“美容师”

“婴幼儿发展引导员”“养老护理员”
等职业排位上升，显示用人缺口还
在继续加大。

“制造业和服务业中青壮年劳动
力占优势。”在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人
力资源市场与流动管理研究室主任、
研究员田永坡看来，当前我国人口结
构正在发生较大变化，劳动年龄人口
总量和占总人口比例呈下降之势，人
口老龄化程度日益提升。这种人口年
龄上的结构变化，直接导致了制造业、
服务业中劳动力密集型行业和岗位的
供求短缺。

据了解，“最缺工”的 100 个职
业排行数据是根据全国 102 个定点
监测城市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填报
的人力资源市场招聘、求职数据而
生成的。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姜琳）记
者近日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获
悉，人社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八部
门共同印发《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
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
（下称《意见》），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构筑权益“防护网”。

“意见的出台，对规范平台企业用
工行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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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人社部新闻发
言人卢爱红说。

近年来，平台经济迅速发展，依托
互联网平台就业的网约配送员、网约
车驾驶员、货车司机、互联网营销师等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数量大幅增加，同
时，维护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也面临
了新情况、新问题。

“意见从健全公平就业、劳动报
酬、休息、劳动安全、社会保险制度，强
化职业伤害保障，完善劳动者诉求表
达机制等多方面，补齐了劳动者权益
保障的制度短板，还将所有新就业形
态劳动者纳入劳动保障基本公共服务
范围。”卢爱红表示。

《意见》明确，企业应当对不完全
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但企业对劳
动者进行劳动管理的新就业形态劳
动者权益保障承担相应责任。对采
取外包等其他合作用工方式，劳动者

权益受到损害的，平台企业依法承担
相应责任。

在强化职业伤害保障方面，《意
见》提出，以出行、外卖、即时配送、同
城货运等行业的平台企业为重点，组
织开展平台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
障试点，平台企业应当按规定参加。

针对部分平台从业人员超时劳动
问题，《意见》强调，不得制定损害劳动
者安全健康的考核指标。推动行业明
确劳动定员定额标准，科学确定劳动
者工作量和劳动强度。督促企业按规
定合理确定休息办法，在法定节假日
支付高于正常工作时间劳动报酬的合
理报酬。

八部门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筑权益“防护网”

全国“最缺工”100个职业排行公布
■ 李 杰

近日，人社部中国就业培训
技术指导中心联合阿里钉钉推出
“新职业在线学习平台3.0版”。
与2.0版相比，3.0版增加了支持
培训机构在线开班功能，实现了
在线培训全程数据监管，提升了
平台的服务能力。培训机构入驻
钉钉后添加“新职业”应用即可在
线开班，劳动者在钉钉搜索“新职
业”即可进入平台在线学习。

今年5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
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社会科学文
献出版社共同发布的《数字经济蓝皮
书：中国数字经济前沿（2021）》显示，
2020年中国数字经济增加值规模超
过 19 万 亿 元 ，占 GDP 比 重 约 为
18.8%。1993至 2020年，中国数字经
济平均增速为16.3%，已成为经济增长
的重要引擎。

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负责
人吴礼舵介绍，2019年4月至今，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联合市场监管总
局、国家统计局正式向社会发布了56

个新职业。其中，数字技能技术类新
职业发展尤为迅猛，数字化管理师、人
工智能训练师、云计算工程技术人员
等数字化新职业从无到有、从个别到
普遍，已经成为人们高质量就业的新
选择。

吴礼舵表示，进入数字化时代，数
字技术在生活、工作中扮演着越来越
重要的角色，从而对劳动者所需掌握
的数字技能也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新职业在线学习平台3.0版的推出，将
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新动能，培养
更多高技能人才和大国工匠。

劳动者数字化技能亟待提升A 据钉钉提供的数据，新职业在线学
习平台自2020年 6月8日在钉钉首次
上线以来，截至目前学习人数已达到
809万，人次达到2757万。其中，新职
业学习排名前十省市为：浙江省、广东
省、山东省、河南省、江苏省、河北省、北
京市、陕西省、甘肃省、湖北省。

从年龄分布来看，新职业学习人群
中 ，占 比 最 高 的 为 30~40 岁 ，占 了
40.7%，20~30岁和40~50岁用户分别占
了23.7和22%，50岁以上占比8.14%。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数字技能的
学习更应该是低门槛的、面向大众的和
普惠的。”阿里巴巴集团副总裁、钉钉总
裁叶军说。

“数字人才对于各行各业转型升级
意义重大。”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
主任、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
副教授张成刚说，新职业在线学习平台
3.0版，是职业技能提升基础能力建设的
重大突破。通过该平台，可以极大地拓
展培训对象的范围，增加劳动者群体在
新职业技能方面的可获得性，引领职业
技能培训体系向数字化、平台化方向延
伸拓展。

面对层出不穷的新职业，此次钉钉
还联合新职业培训方正式发布千万数字
人才培养计划，积极开展数字化岗位培
训，帮助解决各行各业数字化转型过程
中的人才结构性短缺问题。（本报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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