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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智联招聘、前程无忧、BOSS直聘
等网络招聘机构，到中智、国投人力等
人力资源央企，再到各地人力资源服
务中心……

截至2020年底，我国已有各类人
力资源服务机构4.58万家，从业人员
84.33万人，年营业收入2.03万亿元，比

“十二五”末分别增长 69%、87%、
100%。人力资源服务业进入发展的

“快车道”。
这是记者近日在重庆召开的“人

力资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论坛”上获
得的最新数据。

人力资源服务业蓬勃发展

人力资源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第一
资源。我国有近9亿劳动力，1亿多市
场主体。

近年来人力资源服务业蓬勃发
展，仅2020年全年就服务了2.9亿人次
劳动者、近5000万家次用人单位，为促
进人力资源流动，让各类人才各得其
所、各显其能，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已经从传统
的人事代理、职业介绍等业务，拓展到
招聘、培训、猎头、外包、管理咨询等领
域，形成公共服务与经营性服务并重、
有形市场和无形市场并行的发展格
局。”人社部人力资源流动管理司司长
张文淼说。

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门类，人

力资源服务业已成为我国实施就业优
先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抓手。

人社部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
全国人力资源服务行业累计举办招聘
会119万场，培训劳动者7868万人次，
服务用人单位1.9亿家次，为11.5亿人次
劳动者提供了就业、择业和流动服务。

行业管理规范加速推进

行业集聚效应也在不断显现。据
介绍，自2010年以来，我国共建成国家
级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22家，入园企
业超 3500 家，出现了不少“亿元楼”

“百亿园”，打造了行业创新发展的新
高地。

“看得见”的成果背后，是“看不
见”的制度构建。党的十八大以来，一
系列顶层设计和改革部署，让人力资
源服务业发展大幅提速。

2013年，人社部制定《关于加快推
进人力资源市场整合的意见》，首次在
全国范围内对建立统一规范的人力资
源市场进行部署；

2014 年 12 月，人社部、国家发改
委、财政部印发《关于加快发展人力资
源服务业的意见》，首次对加快发展人
力资源服务业进行全面安排；

2018年6月，国务院令第700号公
布《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首次从
立法层面明确了政府提高人力资源服
务业发展水平的法定职责；

2019年 1月，《关于充分发挥市场

作用促进人才
顺畅有序流动
的意见》制定
实施，成为近
年来首个关于
人才流动配置的
改革性文件……

一连串开拓性的
“首次”“首个”，持续完善
了相关政策体系，有效促
进人力资源合理流动和优
化配置。行业飞速发展的同
时，管理规范也加速推进。

一方面，维护市场公平竞争、规范
有序，通过随机抽查、年度报告公示、
诚信体系建设等方式提升监管效能。

另一方面，开展全国性清理整顿
市场秩序专项执法行动，严厉打击侵
害市场主体合法权益等违法违规行
为，加强综合执法。

针对网络招聘中信息泄漏、虚假
招聘等突出问题，2021年3月起实施的
《网络招聘服务管理规定》，从服务准
入、服务规范、监督管理等多方面作出
严格规定。

该放的放，该管的管，人力资源创
新创造的活力不断激发。

推动新时代人力资源创新发展

“我们取得了长足发展，也要看到
行业整体实力大而不强、协同发展水
平不高、产业结构不尽合理、市场秩序

仍有待规范等问题，总体还不能很好
适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要求。”人
社部副部长李忠坦言。

“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健全统
一规范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聚焦提
高要素配置效率，推动人力资源等服
务创新发展。

李忠表示，人社部将以提高人力
资源要素配置效率为根本，研究制定
推进新时代人力资源服务业高质量发
展的政策文件，实施人力资源服务业
高质量发展行动，进一步培育壮大人
力资源服务力量，创新服务供给方式，
推动行业更好更快发展。

这 个“提携你”的信号要读懂
■ 棠 雪

营收5年翻番

人力资源服务业进入“快车道”
新华社记者 姜琳 黄兴

近日，有个热门话题“如果老板欣
赏你，会有什么举动”引起众议。评论
区有个扎心回答：“入职公司5年，眼看
着离升职只有一步之遥，却因为没看懂
老板提携的信号，毅然不听劝告选择离
开，断送了职业发展的美好前程。”

在职场中，很多人对“领导是否想
提携重用你”是无法辨识的。有些领
导会拍着你肩膀说：“好好干，你的工
作很重要！”这也许是客套话；而有些
领导把你叫进办公室说：“你还没有全
力以赴，虽然已经达到岗位要求，但相
信你的能力不止如此。”也许他正筹划
让你晋升。不同情境会传递出不同的
信号，成熟的职场人会听懂弦外之音，
培养职场敏感度，对领导的提携要清
晰地判断。以下3个信号出现时，你一
定要懂，抓住机会，适时展现优势，加
速提携过程。

信号一：出席重要场合、参与核心
业务

在职场中，如果领导特意指定你
出席重要场合，如培训、会议、接待等，
让你做好发言的准备，这其实就传递
出领导想观察和培养你，只是在等待
合适的时机进一步验证。如果领导让
你参与公司的关键项目或核心业务，
并提供资源支持，毋庸置疑，这也是要
提携的前奏，眼前需要做的就是，全力
以赴用行动证明自己。

信号二：采用语言暗示、提供资源
支持

当领导想要提携你时，言语中总

会露出蛛丝马迹，或给出适度的
语言暗示。从行动上也会私下

“开小灶”给出发展指引，并将人
脉圈层主动共享。这需要在工
作中留心观察，遇到这种情况
可以把握住机会，不辜负领导的
期望。

信号三：先加压后提拔、高
标准严要求

知人善用，很多领导都喜
欢先加压后提拔。因为能被
领导看重和欣赏的人，往往
都有“两把刷子”。管理者
通常会采取“加担子”的方
式给员工加压，但会控制
在能力范围内。这样做的
目的是希望员工全方面展
示才华，同时又借机提点员
工要收敛傲气。在职场，采
用“先抑后扬”的提拔方式，
跟领导者的管理风格也是息
息相关的。作为下属，要清
晰地判断领导的真实意图，敏
锐地把握每一次考核和测验的
机会，运用专业实力提交一份
满意的答卷。

行走职场，每个人都想早
点升职加薪。但“千里马常有，
而伯乐不常有”，遇上一个赏识
自己的领导并非易事。若幸运
地遇上这样的领导，一定要及
时读懂他的提携信号，早日实现
职场晋升梦想。

33
近日，淘宝在造物节现场举办画展，

展出“新365行职业图鉴——新百工图”，
致敬年轻人的创造力。数据显示，过去一
年，淘宝上平均每天诞生一个新职业。

阿里巴巴集团首席市场官董本洪
介绍，淘宝新商家的中位年龄一直维持
在26岁，这些了不起的年轻人在赋予
新产品活力的同时，也与平台互相成
就，创造了更多全新的职业。

数据显示，超过四成的受访应届毕
业生有意愿参与互联网相关行业，并愿
意试水数字经济全新业态。

淘宝调研数据显示，此次统计的新
职业从业者年龄多为“90后”和“95后”，
占据总数约77.2％。而就在过去一年时
间里，“00后”群体开始登上舞台，在新
职业的参与度、职业业务横向拓宽和电
商经营比例方面均大幅提高，在淘宝开
店的数量首次超过了“90后”群体。

据介绍，前后历经2个月，调研团
队对超过20万家的特色商家进行了初
步筛选，此后结合实际情况，展开问卷、
电话等多种方式调研，从职业存在时间
长短、覆盖面、活跃程度、发展潜力和社
会感知等多个维度进行综合考量，最终
确定了该份新职业名单。

“通过对比新旧百工图中职业在百
年间的状态变化，我们更能感受到时代
进步，年轻人就业选择增加。”阿里巴巴
集团副总裁、阿里研究院院长高红冰认
为，就业理念在新时期将更强调兴趣与
职业的契合，让大家在喜欢的工作中实
现个人价值。

淘宝发布
365种新职业图鉴

■ 一 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