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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智联招聘发布的《2021员
工激励机制调研报告》（下称《报告》）
中指出，93.7%的职场人在求职时将
企业激励机制作为一般或重点考虑
因素，“被认同、被尊重”位居职场人
留任原因之首，其比例高于“薪水高、
项目奖金丰厚”。

《报告》显示，62.6%的职场人期
待企业给予奖金、住房补贴等物质层
面奖励，占比最高；其次是“尊重员工
的价值取向、不同个性，鼓励员工发
表不同意见，提供表达机会”，占比
38.2%；有28.7%的职场人希望建立员
工持股制度、合伙人制度，让员工参

与管理、提出合理化建议。
《报告》指出，从不同年龄来看，Z

世代职场人比“前辈”更看重“被尊
重”。分别有43.8%的“95后”、40.3%
的“00后”选择“尊重员工价值”，而

“70后”“80后”和“90后”选择该选项
的受访者分别占比 35.6%、36.7%和
37.4%。

从不同职位来看，46.3%的高层
管理人员和40.8%的高级技术人员期
待建立员工持股制度，占比远高于处
于其他职位的职场人。

数据显示，93.7%的职场人在求
职时将企业激励机制作为一般或重点

考虑因素，39.7%的职场人将激励机
制作为重点考虑因素。从不同职级来
看，57.9%的高层管理人员会在求职
时将激励机制作为重点考虑因素。

在被问到“哪一项最有可能成为
你选择该企业或者长期留在该企业的
原因？”时，36.0%的职场人选择“被认
同、被尊重、有归属感”，占比排在第一
位，高于“薪水高、项目奖金丰厚”的
32.6%，22.5%的职场人基于行业发展
稳定等大环境优越而留任。从不同年
龄来看，年龄越小的职场人，越热爱灵
活办公、不打卡，自由与自我驱动结合
的工作体验。 （本报综合）

案例
陈某于 2017 年 1 月 5 日入职某电子

公司，双方订立了为期5年的劳动合同，
约定其担任品牌营销经理，月工资3.3万
元，试用期为 6 个月。入职 2 个月后，电
子公司向陈某发出试用期解除劳动合同
通知书，以不符合录用条件为由与其解
除了劳动合同。陈某不认可电子公司的
解除理由，遂提起劳动争议仲裁，要求电
子公司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
庭审中，电子公司提交了求职登记表、入
职承诺书及一份民事判决书，佐证陈某
伪造重要工作经历，工作能力及工作表
现与其工作履历严重不符。

那么劳动者工作履历造假，用人单
位能否在试用期内解除劳动合同？

分析
按照《劳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用

人单位和劳动者均有如实告知对方与订
立劳动合同直接相关事项的法定义务。
本案中，陈某虚构本人的重要工作履历，
完全可能导致电子公司在判断其业务能
力、履职能力、工资标准、职业忠诚度及
最终决定是否录用时产生重大误判。此
外，电子公司亦在入职承诺书中明确告
知陈某，在应聘时提供虚假材料或没有
如实说明与应聘岗位相关情况的，属于
不符合录用条件，故电子公司的解除行
为符合法律规定。

（来源：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政务微
信公众号）

新华社北京电（记者 王优玲）
近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确定，

“十四五”时期，要坚持就业导向、适
应市场需求，推动职业技能培训扩容
提质。会议提出一系列政策措施，包
括支持各类职业院校和职业培训机
构开展培训，加强中央预算内投资对
公共实训基地建设等的支持，加强高
技能人才培养等。

权威数据显示，我国技能劳动者
达到 2 亿人，其中高技能人才超过
5000万人，技能人才求人倍率长期
保持在1.5倍以上。

“我国技能人才总量占比不断提
高，但与庞大的劳动力比还是偏低，
现在还不到30%，与德国、日本等制
造业强国差距仍较大。未来高质量
劳动力短缺问题可能会更加尖锐。”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高杲说。

会议指出，“十三五”期间，职业
技能培训取得长足进展，开展职工、
农民工、贫困劳动力等补贴性培训近
1亿人次，特别是运用失业保险基金
实施职业技能提升三年行动，对稳岗
促就业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
院副院长莫荣说，未来要在改善需
求、优化供给、强化服务，尤其是青年
职业精神教育培训上下功夫，以解决
高校毕业生为主的青年就业问题。
强化平等公共服务和权益保障等举
措，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并依托乡村
振兴战略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为乡
村振兴发挥更大作用。

会议确定，加强先进制造业、现
代服务业等高技能人才培养。提升
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创业能
力，培训农民工 3000 万人次以上。

提高面向就业创业的职业教育和培
训质量。

会议还强调，支持各类职业院校
和职业培训机构开展培训，发挥企业
培训主体作用，加强稳岗培训，健全
职工技能培训机制。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
司司长张莹说，“十四五”期间，我
国将支持企业开展职工在岗培训，
强化重点群体就业培训，力争实现
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超过 7500 万
人次。

此外，会议提出了一系列“真金
白银”支持政策。要求加强中央预算
内投资对公共实训基地建设等的支
持。落实培训经费税前扣除政策。
对购买用于培训的相关设备，予以税
收支持。研究继续运用失业保险基
金开展稳岗和职业技能培训。

“人工智能训练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发布

我国将推动职业技能培训扩容提质

《2021员工激励机制调研报告》发布

职场人更看重“被认同、被尊重”

举案 法

工作履历造假
试用期内可被解约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工业
和信息化部共同制定了人工智能训练
师等6个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其中《人
工智能训练师国家职业技能标准（2021
年版）》（下称《标准》）对人工智能训练
师的职业活动内容进行了规范细致的
描述，对各等级从业者的技能水平和理
论知识水平也进行了明确规定。

据悉，《标准》由国家人社部职
业技能鉴定中心、浙江省人社厅指
导，阿里巴巴集团牵头，浙江省技
能人才评价管理服务中心、科大讯
飞股份有限公司、北京百度网讯科

技有限公司等十余家单位主要起草，历
时2年完成。

人工智能训练师是随着人工智能
技术的广泛应用产生的新兴职业，他们
让AI更“懂”人，通“人”性，更好地为人
们服务。根据《标准》的职业定义，人工
智能训练师是指使用智能训练软件，在
人工智能产品实际使用过程中进行数
据库管理、算法参数设置、人机交互设
计、性能测试跟踪及其他辅助作业的人
员。包含数据标注员、人工智能算法测
试员两个工种。

例如，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在人
工智能训练师的努力下，阿里巴巴

研发出了一套针对新冠病毒肺
炎临床AI诊断技术，可以在

20秒内做CT影像的判断，并在湖北、上
海、江苏、安徽等16个省市的168家医院
落地，诊断了数十万例临床病例，准确率
达96%。阿里巴巴“智能疫情机器人”短
时间内完成研发并落地全国27个省，累
计为40座城市拨打1100万通防控摸排
电话，完成疫情随调、防控排摸以及在线
为市民提供疫情咨询和问诊服务。在智
能服务领域，基于人工智能训练师调试
的智能客服“店小蜜“也不断成长、成熟，
帮助数百万商家突破服务交互极限，高
效服务数亿消费者。

随着人工智能在智慧城市、智能制
造、自动驾驶、智能服务、智能医疗、智
能农业、智能物流、智能金融及其他各
行各业的广泛应用，人工智能训练师的
规模将迎来爆发式增长。据人社部发
布，预计到2022年，国内外相关从业人
员有望达到500万人。

此外，如何评判一名合格的人工智
能训练师的职业能力？本次发布的《标
准》从数据采集和处理、数据标注、智能
系统运维、业务分析、智能训练、智能系
统设计等维度划分了L5~L1的五个等级，
并对各个等级的职业能力给出了具体的
描述和要求，为人工智能训练师这一新
职业提供了职业发展指引，将有效促
进人工智能训练师职业规范化和
规模化发展。 （本报综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