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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今甚至未来20年，职场里吃香的
人，一定是‘灰领’。”重庆人才发展研究院副
院长、重庆大学教授林勇作出这样的判断。

近年来，在京津冀、长三角、珠三角等
经济发达地区，“灰领”从较严峻的就业市
场里“出圈”，受到许多用人单位的青睐。
相较于其他就业人群，“灰领”的“职场曲
线”走得稳定趋好。

“灰领”是怎样一个群体？在当前就
业形势下，他们为何如此受青睐？作为产
业重镇，重庆如何立足城市本底、突出特
色优势，抓好就业这一最大的民生？近
日，两江观察围绕“灰领”展开一系列采访
调研。

“灰领”的背后是产业升级

何为“灰领”？主要是指介于“白领”
和“蓝领”之间的一类群体，强调既有高学
历，又具有操作能力，动脑与动手兼备的
复合型、实用型人才。如今，随着科技革
命产业变革大潮，如智能车间操作员、动
漫设计师、网页设计师、编程人员等也被
列入“灰领”。

对新型“灰领”的就业环境和前景，林
勇很乐观：“灰领”不仅会更加受到用人单
位的青睐，而且具有越来越强的薪资议价
能力。他认为现在的“灰领”具有这样几
个新特征：

首先是“灰领”有“门槛”，必须具备
“学历证书+高等级职业技能资格证”。

其次是职业范畴“拓宽+细化”。以
重庆为例，在新能源网联汽车、电子信息、
高端装备等先进制造业领域，“灰领”不仅
包括汽车、电子、机械等技师、工程师，也
包括工业软件、数控编程、动作捕捉技术
等领域的技能型人才。

同时强调“智能+技能”。随着数字
经济风起云涌，网页设计与制作、动漫设
计、游戏制作、数字音乐制作、信息防御等

“灰领”岗位，既要有大数据智能化领域的
理论素养，“下场自己干”的实操能力还要
非常强。

林勇认为，“灰领”的发展壮大，与一
座城市的产业转型升级和城市发展能级

提升密不可分。当前，重庆的经济结构调
整进入快车道，加快建成国家重要先进制
造业中心，“智造重镇”“智慧名城”建设渐
入佳境，“灰领”们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
间，重庆的城市能级提升也有了更强的人
才支撑。

“灰领”培养，重庆有先机

两江观察从采访中发现，我市许多职
业院校多年前就牢牢盯住“灰领”进行深
度布局：

作为制造重镇，去年重庆制造业用工
需求就达115万人。紧盯市场需求，近3
年全市职业院校新增云计算、工业机器
人、现代服务业等658个专业点，专业对
接支柱产业率达到86%以上，200余所职
业院校已与6000多家企业建立密切合作
关系。

在永川西部职教基地，近3年增设智
能装备、大数据等专业51个，着力培养

“灰领”大军。例如永川职业教育中心，开
设了智能制造、信息技术、现代商务等18
个专业，其中，数控技术应用专业对接德
国企业，培养高端智能制造技术人才；汽
修专业与长城汽车重庆分公司开展合作，
创新培养汽车行业优质人才；动漫与游戏
制作专业与达瓦科技开展现代学徒制试
点合作，为重庆和永川大数据产业园区培
养数字媒体创新人才。

巴南也是我市职教大区。位于该区
的高职城紧盯新兴“数”“智”经济，签约引
进淘宝大学西南学院，计划在两年内培育
20个具有产业带属性的直播基地，共同
拓展电商直播为主、新零售、C2M为辅的
新兴商业人才培训市场；打造华为ICT实
训基地，紧跟ICT产业链布局和人才培养
标准，预计未来10年将培养近10万名
ICT人才……

短短几年，不少职业院校的毕业生已
经迈入“灰领”行列，成为各大企业的“香
饽饽”——

多年以前，重庆科创职业学院就开设
了动漫专业，这些年来培养了近700名学
生，就业率保持在90%左右。有的学生

留在川渝从事动画、游戏、视频制作等工
作，年薪资水平约为12万—16万元；有
不少学生进入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的大
企业，年薪资水平普遍在25万—30万元
左右。

又如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其智能
制造与交通学院加大力度培养复合型人
才，将原本没有的计算机视觉技术等课程
融入教学中，进一步拓展技能的广度和深
度，不少学生进入东风小康、玖龙纸业、京
东方、益海嘉里、华为机器等大企业。

还有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其人工
智能与大数据学院瞄准信息安全专业人
才的稀缺性，已培养高端信息安全人才逾
千人，学生广泛就业于华为、腾讯等领军
企业。

“‘灰领’队伍的发展壮大，不仅为职
业教育提供了新的方向，也为更多年轻人
提供了广阔的就业渠道，同时，也为一座
城市提升综合竞争力提供了源源不断的
动力。”林勇说。

在“内育”“外引”上下硬功夫

当然，“灰领”人才的引育绝非朝夕之
功。作为我国重要的产业基地，重庆怎么
办？

首先在顶层设计上，出台系列政策。
近年来，重庆在“十四五”规划、政府工作
报告中多次提到，要实施“双优”“双高”计
划，发展职业本科教育，大力引育高技能
人才；更为具象的《“巴渝工匠2025”行动
计划》《技工教育“十四五”规划》《“十四
五”职业技能培训规划》等相继出台，为高
标准推进“智能+技能”数字技能人才培
养试验区建设，作出了制度上的安排。

同时，在产业布局上，引育高技能复合
型人才。重庆聚焦6大战略新兴产业、围绕
33条产业链，加快引育新一代信息技术、新
能源和智能网联汽车、高端装备、集成电
路、软件等领域的高技能复合型人才。

例如，重庆提出要将新能源智能网联
汽车产业打造成“世界级产业集群”，为
此，不仅是机械、材料、电子信息、智能控
制等先进制造业领域，还有感知系统测

试、软件架构、云计算平台等领域的人才
需求都极为迫切，稀缺性强的“灰领”就业
前景看好。

再如数字经济领域，重庆正全力打造
巴渝数字技能品牌，已与华为、腾讯、阿里
巴巴、百度等领军企业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签约落地数字技能人才开发建设项目
152个，投入资金高达7.36亿元。

此外，重庆还在百度智能云(重庆)数
字技能人才产业基地、重庆市足下软件职
业培训学院等10个企业和院校，试点建
立了10个“智能+技能”人才创新创业孵
化空间，确保2022年培养数字技能人才
5万名以上。

重庆提出目标：计划到2025年底，全
市数字领域技能人才达到200万人、高技
能人才达到50万人以上，基本建成“智能+
技能”数字技能人才培养试验区和具有全
国影响力的数字技能人才培养策源地。

要完成这个目标并不轻松。林勇建
议，重庆要在“内育”“外引”上下硬功夫。

——“内育”是解决技能型人才短缺
的根本。林勇认为，重庆首先要做的是深
化职教改革创新。当前，重庆职业院校学
生在校生人数达到88万人，其中高职学
校43所，在校生42万人。重庆要用好这
些资源，重在打通“中职—高职专科—职
教本科—职教硕士及以上”现代职业教育
体系，解除部分职校生的“学历焦虑”。

同时，重庆要加强技能培训，提升“技
能”竞争力。比如，把握重庆作为“新型学
徒制国家试点城市”的契机，用好国家级
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技能大师工作室等
平台，积极办好或参与诸如“一带一路”国
际技能大赛、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巴
渝工匠杯”技能大赛等赛事，围绕新经济、
新产业需求加大职业培训财政倾斜力度，
持续推行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不断优
化技能人才的结构和梯队。

——“外引”则要增强城市“吸附
力”。林勇认为，重庆关键在于提升城市
归属感。除了以产业升级吸引人才，还要
继续增强“软实力”，打造宜居宜业之城，
展现“近悦远来”的城市魅力。

“灰领”吃香，重庆如何出招？
重庆日报两江观察

6月29日，重庆中科摇橹船信息科技有限公司，研发人员正在实验室就3D涂胶质量在线检测系统的稳定性和
精度进行方案讨论。 重庆日报记者 张锦辉 摄

6月14日，重庆傲雄在线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研发人员正在
研讨Ai笔迹算法识别技术。 重庆日报记者 张锦辉 摄

6月8日，西部（重庆）科学城金凤实验室，重庆先进病
理研究院，工作人员正在办公。

重庆日报记者 龙帆 见习记者 刘旖旎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