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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8日，人社部发布第四批新职业。至此，自2019年以来人社部已发布56个新职业。此外，还有大

批未进入国家职业标准目录的新职业已经破土而出或逐步成熟。新职业的魅力何在？真实的就业状态到底如

何？职业发展空间和前景怎样？经济日报记者近日选取数字化管理师这一新职业一探究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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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职业魅力有多大新职业魅力有多大
——数字化管理师从业人员状况调查数字化管理师从业人员状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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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管理师黄祖胜数字化管理师黄祖胜 （（右右）） 在收集分析客户的线下仓储实时数据在收集分析客户的线下仓储实时数据，，以帮助客户设定优化线上以帮助客户设定优化线上

流程流程。。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去年大学毕业的蒋优入职后为企业客户介绍数字化管理工具的办公价值去年大学毕业的蒋优入职后为企业客户介绍数字化管理工具的办公价值。。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笔者在采访这些新职

业从业者时，特别好奇他

们是如何看待新职业的。

初入职场的蒋优把新

职业看成一块就业“敲门

砖”。2020 年大学生就业

形势严峻复杂，此时新职

业就像是一把危中寻机的

钥匙。蒋优努力把选择的

新职业变成自己的一技之

长。周志鹏、黄祖胜则把

这个数字化管理师比喻成

外挂“器官”，曾经的外

部“管理工具”正在成为

企 业 有 机 体 的 “ 新 部

件”，并给企业带来更多

新变化。新的不只是职

业，就连行业内部的具体

分工也令人耳目一新。

新职业发展的过程，

是我国深化改革、创新发

展的缩影，也见证着各行

各业发生的巨大变化。几

年前，共享经济等新鲜事

物仍属凤毛麟角，而今在

日常生产生活的各个角落

都能找到各种不同新职

业、新业态的身影。随着

全面深化改革持续推进，

分工越来越细，新职业数

量的增加自然水到渠成。

想要新职业这一吸纳

就业的“蓄水池”越来越

大，必须让更多有意愿从

事新职业的劳动力有能力、有渠道参与进

来。而在采访中记者也能感受到大家对于新

职业的认知还不尽相同。其实，纵深来看，

“新”一直是个相对概念，“创新”才是永恒

课题。正是由于就业者不断加入到创新队伍

中，才使越来越多的工作岗位逐渐演变为新

职业。如今新职业发展的蓬勃之势，正折射

出职业选择不断多元化、个性化的变化趋

势。今天的“非主流”就业选择，有可能就

是明天的主流职业。对于新职业，多一份包

容，多一份参与，结果也许就会不同。

面对新职业群体，或许有人担忧所在的

传统职业会受到冲击，也有些新职业从业人

员会觉得自身发展存在瓶颈。在广大劳动者

精准化、个性化就业需求日益增长的背景

下，政府部门亟需破解新职业规范发展这个

新命题，让从业人员走向正规化、职业化、

专 业 化 发 展 道 路 ，

从 而 实 现 时 代 风 口

和 个 人 成 长 的 良 性

互动。

又一批新职业出炉了！3月 18日，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统

计局 3 部门正式向社会发布集成电路工程技术

人员、企业合规师等第四批 18个新职业。至此，

自 2019 年以来，人社部已经发布了 4 批共 56 个

新职业。

如今，越来越多的目光投向新就业形态，外

卖运营师、互联网营销师、连锁经营管理师等新

职业从业者不断涌现，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也

提出，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数据显示，

2020 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达 1186 万人，超额完

成目标任务，其中，新职业对新增就业的贡献不

可忽视。

新职业的魅力何在？真实的就业状态到底

如何？记者近日对数字化管理师这一新职业进

行采访，希望能“窥一斑而知全豹”。

自 2019 年被纳入新职业以来，我国数字化

管理师从业人员在不到两年间已超过 200 万

人。这些从业者有怎样的感受？职业发展空间

和前景如何？背后又折射出新职业涌动的哪些

创新活力？

新身份背后需求巨大

频繁跳槽本是职场大忌，但 35 岁的黄祖胜

却反其道而行之。2014年以来，黄祖胜一直在浙

江义乌从事与数字化管理相关的工作，先后换了

10 多家公司，越跳身价越高，年薪从过去的几万

元涨到目前的 35万元。此前他甚至拒绝过年薪

百万元的工作。

2019 年对于黄祖胜的职业生涯而言有特别

的意义。当年 4 月，人社部发布 13 个新职业，数

字化管理师被纳入其中。如今，借助一款名为

“钉钉”的数字化管理工具，他已经成功帮助数十

家企业搭建起组织架构、人事结构和管理体系，

通过数字化行政管理帮助企业降本增效。

“数字化管理师不是在解决问题，就是在解

决问题的路上。”黄祖胜告诉记者，义乌遍布各类

中小企业，但过去很多企业就像绿皮火车，全靠

老板一人带，存在公司运作数据把控能力低、沟

通成本高、仓储管理混乱、岗位职责不清晰等一

系列问题，企业普遍有数字化管理的需求。

“就拿我最近接手的几个项目来说，一家企

业希望将现有产能提高 3%，还有一家想摆脱高

薪招不到人的困境。数字化管理师要做的就是

将复杂事情简单化，为企业提供清晰化管理的最

优解决方案。”黄祖胜介绍，在承接项目时通常会

承诺，30 天左右完成整改方案，主要包括 3 方面

内容：建立组织架构；调整目标计划方案，分解成

有效的工作进度表；通过高层会议分离工作，完

成管理工作统筹。

数字化管理是显性需求，也是必然趋势。尤

其是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加速了数字产业化进

程。人社部发布的数据显示，我国数字化管理从

业人员构成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一支生力军，但

仍存在近千万潜在就业缺口。

与此同时，数字化管理师的出现也成为个人

职业发展和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关键抓手。人社

部2019年发布的《新职业——数字化管理师就业

景气现状分析报告》显示，87%的数字化管理师薪

资是当地平均工资的 1至 3倍，按照每 10∶1的比

例配备数字化管理师人才的企业，比没有配备数

字化管理师的企业工作效率高出35%至50%。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

心主任张成刚说，“随着数字化技术向各行业快

速渗透，企业数字化转型需求迫切，数字化管理

师、在线学习服务师、全媒体运营师等新职业应

运而生。从目前发展看，这类新职业市场空间

大，从业人员市场需求量大，能够给从业者带来

较好的薪酬待遇与较大的职业发展空间，甚至催

生了不少年薪百万的从业者”。

就业生态正在改变

新职业的出现，带来的不只是某一个职业，

更在无形中改变了整个生态圈。新职业的“新”，

不仅在于新的职业内涵，也体现在新的就业形

式、雇佣关系等方面。数字化管理帮助企业构建

数字化组织，优化人才配置，让生产制造流程更

加现代化、员工工作方式更加灵活多样。

2020 年，疫情让很多企业面临生存压力，但

也有不少企业抓住了疫情背后蕴藏的机会。疫

情期间线上智能化设计订单量飞速增长，这对于

洛客设计平台而言正是发展机遇。

佩戴自己设计的敦煌丝巾，穿着带有独特印

记的 T恤，定制符合自己收听喜好的音箱……借

助数字化管理思路，洛客设计推出“群体创造”理

念。通过在线协作、多角色协同，用户可以与设

计师一起参与产品创作的全过程，并贡献创意。

李 佳 莹 是 一 名 来 自 吉 林 长 春 的 设 计 师 。

2019年底李佳莹进入洛客设计平台，成了一名线

上设计师。在这里，她可以从线上接手设计项

目，通过与平台分成的方式赚取酬劳。李佳莹最

大的感受是，工作方式更灵活了，不用守在“格子

间”。此外，互联网平台带给她的项目类别更宽

泛，客户也遍布全国各地。

“洛客设计自身的发展经历，就是一个数字

化转型的过程。”洛客设计平台联合创始人、水母

智能首席运营官周志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洛客设计刚启动时仅有几十位设计师，通过线上

数字化平台发展，目前已有 47000余名专业设计

师，涵盖各类艺术设计领域。设计师在云端就能

响应企业和机构多场景下的设计需求，从包装、

品牌到物料设计，都能通过轻量化方式实现。

周志鹏介绍，平台按照个人从业年限、获奖

经历等，将设计师分为 7 个级别，并定期组织设

计师培训。1 级基本是刚毕业的设计师，两年后

升为 2级就可以接单价更高的项目，一年收入能

达到10万元。

数字化不仅为就业者提供新思路，也改变了

区域性就业格局。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只要具

备基础网络设施的地方，就可以开展电子商务、

大数据等业务，这让新职业对地域、交通等因素

的依赖性明显降低，大量就业机会逐渐向中西部

地区迁移、向中小城市下沉。

蒋优是湖南科技大学潇湘学院汉语国际教

育专业 2020 年应届毕业生。2020 年夏天，在经

历一次偶然培训后，蒋优毅然放弃从事本专业的

工作机会，选择在湖南湘潭市从事与数字化管理

相关的工作。“父母原本希望我做公务员或在一

线城市发展，但我认为数字化管理是未来 10 年

的发展潮流。”谈起跨行业选择，蒋优有自己清晰

的见解。

新职业焦虑如何破解

眼下，新职业人才成为“香饽饽”，很多人对

新职业心向往之。但也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新

职业来了，你焦虑吗”？

焦虑是难免的，而解决焦虑的有效途径就是

不断学习提高自己，以适应不断发展变化的就业

环境。如今国内互联网行业出现这样一种景象，

互联网白领们忙“充电”，在没有强制要求的情况

下主动学习。

人社部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 2020 年

发布的《新职业在线学习平台发展报告》显示，

96%以上的职场人士希望学习新职业；其中，提

升职业发展空间、掌握新技能、为未来做准备等

成为职场人士学习新职业的主要原因。90%以

上的企业组织希望通过新职业培训，提升员工成

长空间，给企业注入新动力。

从事数字化管理师工作后，每周六成了蒋优

固定的“充电”时间。“钉钉的模块每两周就会更

新一次，作为一名培训师，要满足企业客户的各

项需求，就要时刻保持学习状态。”在蒋优看来，

自己身上仿佛有一个看不见的发条，一直绷着

劲，督促她不断进步。

作为数字化管理师行业里的资深“前辈”，黄

祖胜也坦言，自己仍处在不断积累经验的过程

中。黄祖胜的最终目标是，希望通过参与各种项

目，尽快把自己积累的经验梳理成一套完整的知

识体系。

“劳动者期望并需要更有针对性、可以随时

参照学习的职业培训平台，以适应其工作环境，

并满足其工作角色和职能的特定需求。”对此，张

成刚认为，随着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增强，越来越

多劳动者愿意选择灵活就业，但与此同时，他们

也迫切需要职业规划。数字时代的职业培训课

程体系会更加微型化、碎片化、定制化、趣味化。

针对新职业从业者的需求，政府部门和市场

也在积极探索。今年春节前，2021年首期高校数

字化管理师职业技能培训班在湖南开班，湖南工

程学院管理学院 2017级人力资源管理专业的唐

纤报名参加。培训为期 10 天，像唐纤这样的应

届毕业生，人社部门给予每人 1320元的补贴，相

当于培训“全程免费”。

“现在大学生就业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我

们希望加大高校毕业生新职业技能培训的力度，

对纳入国家职业标准目录的新职业培训按标准

予以补贴且不设上限，让更多大学生拥有‘学历

证书+职业（技能）证书’的求职优势，实现更高

质量就业。”湖南省湘潭市岳塘区人社局局长罗

纳新说。

在各行业数字化转型升级加速的趋势下，技

能人才缺口日趋明显，甚至出现“一将难求”的情

况。业界普遍认为，数字化管理师等新职业人才

需求规模将在未来 5 年内持续扩大。但由于新

职业发展时间普遍较短，人才培训体系还不完

善，导致人才供给速度远远跟不上新职业人才需

求增幅。如何为劳动者提供高质量的新职业技

能培训，推动更多劳动者从事新职业，是现阶段

亟需解决的难题。

社会认知度亟待提升

新职业目前展现了巨大的就业扩容能力，但

就业增长空间会不会有“天花板”？专家认为，新

职业的出现并非短期现象，也不是职业内容的简

单更新，其背后反映的是我国经济发展与产业升

级的前沿方向，更是技术进步、组织与商业模式

变革以及需求升级带来的长期趋势。

在张成刚看来，人社部目前公布的新职业种

类，仅仅是近年来出现的各类新职业中的一小部

分，大批未进入国家职业标准目录的新职业已经

破土而出或逐步成熟。

美团的一份新职业从业者报告指出，该平

台生态体系中有些新职业已经发展成一定规

模，比如数字化运营师，可以将线下门店的实

践经验与线上营销平台紧密结合，用数据支持

业务运营、成本分析、收益管理、营销策略，

以做出更好的决策。再比如，青年人喜爱的密

室行业已经孵化出密室剧本、密室音效、密室

中控运营等一批岗位。还有私影行业的观影顾

问、版权购买师，轰趴馆的轰趴管家，VR 行

业的 VR 指导师，餐饮行业的轻食套餐设计

师、宠物烘焙师等。尽管这些新职业看上去小

众，但在消费需求不断升级的过程中存在着巨

大的发展潜力。

“可以预想，随着企业构建数字化办公环境

的需要，其发展过程会需要招聘更多数字化管理

师，来保障其内部数据的完整流转，届时数字化

管理师将可能成为企业的标配。未来可能从数

字化管理师分化出‘数字化人力资源管理师’‘数

字化行政管理师’等职业。”在黄祖胜看来，今天

的新职业在未来可能细化出更多的“新新职业”。

然而当前，新职业的潜力和未来发展趋势还

未被市场完全认知。尽管很多新职业已经有几

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从业人员规模，但相对于其市

场空间仍然偏少，许多新职业仍然亟需大量人才

进入。“我有一个困惑是，虽然很多企业有数字化

转型需求，但他们似乎还没有意识到数字化管理

办公软件能对公司带来多大的帮助。甚至有的

大型招聘网站还搜不到数字化管理师这样的岗

位，这说明新职业的社会认知度仍需要不断提

升。”黄祖胜说。

“要更好地挖掘新职业吸纳就业的空间，一

方面，劳动者应关注新职业发展的长期趋势，在

新职业中找到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另一方面，也

应加大培训资源供给，建立长效学习机制，构建

完善线上培训系统，完善新职业人才培养体系，

让更多从业者可以获得新职业技能，在新职业中

得到充分发展。”张成刚认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