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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频制作、网络主播、文案写
手 ……平台经济、共享经济蓬勃发
展，孕育出丰富的就业方式，灵活就业
也成为当下年轻人的就业新选择。国
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日前表示，截至
2021年底，中国灵活就业人员已经达到
2亿人，其中从事主播及相关从业人员
160多万人，较2020年增加近3倍。

求职者选择更丰富

“现在回想起来，我的事业正是从
灵活就业开始的。”已经毕业5年的柳
蓁是一名视频特效制作员。毕业之
初，柳蓁选择以视频“UP主”（上传者）
的身份进入社会，她制作的各类特效
视频深受网友喜爱，播放量节节攀升，
最终拿到进入专业团队的“敲门砖”。

中国灵活就业人数明显增加，思
维活跃、擅长创新的大学毕业生群体
成为灵活就业的主力军。根据全国高
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与就业指导中心
数据统计，2020年和2021年全国高校
毕业生的灵活就业率均超过16%。

相较于传统的长期就业模式，灵
活就业的优势在于相对宽松的准入和
退出机制。对求职者而言，灵活就业
获取工作机会的门槛更低，不合适也
可以随时离职；对企业来说，在选人用
人以及如何用、用多久等方面也都比
较灵活。因此，无论是求职者还是企
业，灵活就业都为其提供了更多的尝
试空间和选择机会。

“多面型”人才副业途径多

日前，汤加火山爆发的消息在网
络上受到广泛关注。在某短视频平台
上，主播李东祺制作的一条科普视频
回答了网友们关心的问题，播放量突
破2万次。李东祺说：“做短视频只能
算是副业，我的本职工作是一名地质
研究员。”

随着智能化时代的到来，灵活就业
的方式也为李东祺这样的“多面型”人才

提供了副业创新、创造价值的新途径。
目前，越来越多人拥有多方面的

知识和能力储备，可以同时满足不同
企业的需求。一些人还凭借一技之长
在新经济领域进行创新，创造出一系
列有价值的作品、产品，为自己带来更
广阔的发展空间。国务院近日印发的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提
出，鼓励个人利用社交软件、知识分
享、音视频网站等新型平台就业创业，
促进灵活就业、副业创新。

让灵活就业者更有干劲

国家对灵活就业人群的保障制度
及相关措施近年来逐步完善，2021年7
月，人社部等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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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维护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
的劳动报酬、合理休息、社会保险、劳动
安全等权益作出明确要求。《“十四五”
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也提出，将进一步
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参加社会保险制度
和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推进灵活就业
人员参加住房公积金制度试点。

针对即将面临就业的大学毕业
生，人社部就业促进司相关负责人表
示，将运用社保补贴政策，支持毕业生
多渠道灵活就业、新业态就业。对有
意愿、有能力创业的毕业生，人社部将
给予倾斜支持，精准开展创业培训、创
业服务，提供创业担保贷款、创业补
贴、场地支持等政策。

此外，也有高校推出设置创新创
业学分、放宽学生修业年限等一系列
措施，着力培养学生在创新创业方面
的能力和意识，支持学生选择灵活就
业。部分高校还设立了“种子基金”

“学生创业园”等计划和平台，为选择
灵活就业、创新创业的学生提供资金、
场地及生活保障等方面的支持。

专家表示，在不断完善的政策支持
与保障下，各种新型就业模式将吸纳
更多劳动力就业，让灵活就业者更有
干劲。

近日，人社部发布2021年第四季
度全国招聘大于求职“最缺工”的100
个职业排行，其中营销员、餐厅服务
员、商品营业员、车工、家政服务员、保
安员、包装工、客户服务管理员、保洁
员、快递员等职业位列排行前十。

据悉，该排行来源于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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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名单可在人社部官网进
行查询。

与2021年第三季度相比，本期
“排行”反映出制造业缺工状况持续，
“智能制造”领域缺工程度加大。从

100个职业分布看，有43个属于第六
大类职业——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
自2019年第三季度本排行发布以来
制造业类职业占比一直较高；汽车生
产消费领域需求旺盛，“汽车零部件
再制造工”“ 汽车饰件制造工”“ 汽车
维修工”等职业新进排行；智能制造
领域“多工序数控机床操作调整工”

“ 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员”等职业排
位上升，缺工程度加大。

同时，排行“前十”职业略有变
化，本期“车工”“包装工”进入前十，

“市场营销专业人员”“焊工”退出前
十。 （本报综合）

新华社北京电 （记者 冯家顺
姜琳）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就业促
进司司长张莹近日表示，人社部将从
稳定市场主体、拓展就业空间、稳定
重点群体、促进供需匹配等四方面抓
好2022年稳就业工作。

日前，人社部举行新闻发布会，
介绍2021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工
作进展情况。

张莹说，在稳定市场主体方面，
强化就业优先政策，延续实施部分减
负稳岗扩就业政策，落实好支持企业
吸纳就业的税收优惠、担保贷款、就
业补贴等政策，抓好《“十四五”就业

促进规划》落实。
拓展就业空间，强化创业带动

就业。持续提升就业服务质量，举
办就业援助月、春风行动等专项服
务活动，办好中国创翼创业创新大
赛等。加强零工市场建设，支持多
渠道灵活就业。

“2022年我们会将高校毕业生等
青年就业作为重中之重。”张莹表示，
将加大中小微企业吸纳毕业生的就业
支持举措，简化优化毕业生的就业手
续，拓宽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

要促进农民工外出务工和就
近就地就业，鼓励返乡创业带动就

业。加强就业援助，强化大龄劳动
者就业帮扶，切实兜牢困难人员的
民生底线。

在供需匹配方面，继续实施职业
技能提升行动，瞄准市场需求，提升
培训效果。推进就业服务质量提升
工程，落实重点企业常态化用工服
务，努力缓解招工难问题。

据了解，3月至12月，人社部将
继续组织开展系列服务活动，例如大
中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专场、民
营企业招聘月、残疾人就业帮扶活
动、百日千万网络招聘专项活动、全
国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行动等。

我国灵活就业者已达2亿人

线上工作受年轻人追捧
■ 金 晨

稳就业，2022年人社部将从四方面发力

“最缺工”100个职业排行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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