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质生产力驱动下，灵活用工就业形态将更加普遍和重要

产品名称 新质生产力驱动下，灵活用工就业形态将更加普
遍和重要

公司名称 杭州好又快财务管理有限公司

价格 .00/件

规格参数 好又快:GOOD
专业专注:高效快捷
通过率高:不过不付款

公司地址 杭州市上城区置鼎时代中心4幢632室

联系电话 0571-87911962 17764573265

产品详情

新质生产力的崛起对劳动生产率、产业结构和技术革新产生了深远影响，进而作用于就业部门的规模，
推动就业市场的深刻变革。

新质生产力是由技术革命的重点突破不断推动而形成的，随着科学的不断进步，以技术为中介，科学知
识转化为技术发明进而促进生产工具的不断革新，劳动者通过学习增加科学知识、提高劳动技能。技术
劳动的增加使参与价值创造的劳动外延被拓展，以前不存在或不曾出现的劳动开始成为创造价值的劳动
，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参与到价值创造的劳动之中，劳动用工呈现出新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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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就业结构变革 

促进工作岗位多元化发展 

经济层面上，新质生产力的崛起对劳动生产率、产业结构和技术革新产生了深远影响，进而作用于就业
部门的规模，推动就业市场的深刻变革。就业市场的载体正在发生显著变化，就业形态不断调整，劳动
要求更是日益提升，这些因素共同导致岗位类型和需求结构的深刻变化。



大量传统的工作岗位正在被机器和软件所取代，而新的工作岗位也在不断涌现出来。新质生产力促进新
兴产业和数字经济的迅速发展，构建了覆盖广泛、开放协同的数字生态，催生大量新兴就业岗位，为劳
动者提供更广阔的就业机会。以芯片产业为例，其迅猛发展带动大量高技术人才进入芯片设计、芯片代
工、芯片封装等领域，为这些领域注入新活力。同时，技术进步更新了传统工作岗位，如制造业中自动
化、数字化、智能化的趋势日益明显，软硬件开发、技术架构、实施运维等技术密集型岗位的需求正在
增长，使得用工从劳动密集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为劳动者提供了更好的职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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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发劳动关系实质变革 

推动用工关系灵活化发展

新质生产力的蓬勃兴起，催生众多采取平台组织模式的数字化企业，依托高效的数据采集传输系统、先
进的算力以及功能强大的数据处理算法所支持的数字平台，实现了跨时空、跨国界、跨部门的社会生产
、分配、交换与消费活动的集成。这种模式下的工作任务变得可量化、可拆解、可发包，企业将创意设
计、网络营销、文案策划等工作分解为碎片化的任务，并通过网络平台面向社会发包。平台负责为这些
任务匹配合适的劳动者，劳动者通过平台完成来自企业的劳动任务并获取报酬。这种新型工作模式不仅
提高了工作效率，也促进远程就业、灵活就业等新型就业形态的兴起，打破了传统工作固定场所、固定
工时的限制。

随着新型生产关系的出现，劳动用工关系发生了深刻变化。除了传统的签订劳动合同、建立固定劳动关
系的标准就业形态外，还产生了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网签加盟”“合作合营”“利益分成”等新型模式
，包括劳务派遣、外包、众包、兼职、平台用工、自雇、退休返聘等多种形式，使得劳动关系、劳动时
间和管理方式更加灵活和弹性，企业和劳动者能够更好地适应市场变化，提高人力资源配置效率。未来
，随着科技进步和市场变化，灵活用工将成为更加普遍和重要的就业形态，为劳动者和企业带来更多的
机遇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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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工作效率 

推动劳动方式智能化转变 

新质生产力的崛起带来信息化手段的革新，极大提升劳动和服务的精准性，有效减少不必要的流程和环
节，从而显著提高工作效率。与人深度互动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在提高工作效率方面发挥了令人瞩目
的作用。例如，“阅片机器人”能够独立完成医学影像的初步筛查，精准标注出患者片子中的病灶，并
对疾病进行量化剖析，最终生成判别报告。这种技术的应用不仅大幅提升医疗工作的效率，也减轻医疗
工作者的负担。值得注意的是，虽然这种人工智能技术将在一定程度上取代拥有初级技能的医疗工作者



，但它并不会完全替代主刀医生等髙级医疗人才，相反，它能够辅助主刀医生更高效地完成复杂工作任
务。

数字技术和智能机器已经成为现代生产中不可 或缺的重要工具。智能机器基于人脑的想象力和抽象力，
模拟并试图再造强大的“人脑”，使机器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这种发展趋势导致“
机器换人”现象，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角色逐渐从主要当事者转变为辅助者，站在生产过程的旁边进行
监督和管理。未来，劳动输出将以脑力劳动为主，标准化、流水线式的体力劳动将更多地由智能化机器
来承担。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普及和应用，智能化办公、自动化生产等将成为新的趋势，改变现有工作
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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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塑职业技能需求 

促进数字化技能发展 

平台组织模式的核心特征在于劳动者与具体岗位的分离，工作更为模块化，工作任务基于一个“技能集
”，“技能集”中汇聚大量单一技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更加注重数字化技能，如数据分析、人工智能
和编程等。同时，也涉及到多个学科和领域的交叉融合，个人需要不断提升沟通能力、团队协作和问题
解决能力、跨界整合能力以及创新思维等综合素养，以便将不同领域的知识和技能进行有效整合和创新
。

新质生产力影响下，“数据”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性、战略性资源，这意味着大量工作以数据
为核心展开，对劳动者的数字技能和数字素养提出更高要求。数字技能的社会重要性和市场需求度正在
不断提升，掌握数字化工具和技能已经成为劳动者在竞争中获得优势的关键。劳动者需要积极学习和提
升数据分析和数字化技能，能够熟练运用数据挖掘、统计分析和人工智能技术等工具，如成为专业的数
据分析师、人工智能工程师或网络安全专家等。劳动者利用这些技能，能够从海量数据中发现规律和趋
势，为产业发展提供决策支持和创新方向，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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