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职业带来新生机。”省政协委员、工信部信息通信
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刘兴亮认为，社会分工进一步细化蕴
藏着无限商机，随之而来的新职业也将遍地开花。它可以
渗入到传统行业的方方面面，引领传统行业实现转型。

对于求职者而言，面对日趋激烈的行业竞争，首先应
该打磨自身，与时俱进，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刘
兴亮建议，求职者首先要夯实基础知识，全面增强核心竞
争力，向复合型人才转变；其次，由于新职业大多依托于网
络，所以求职者要熟练掌握计算机的相关知识和基本操
作；最后，结合自己的意向职位，查缺漏、补短板，打造过硬
的专业技能，比如直播销售员需要具备出众的表达能力，
公众号博主则以文案策划能力见长等等，只有拥有敏锐的
观察力和较强的学习力，才能在瞬息万变的互联网领域立
于不败之地。

“面对新职业，求职者尤其是应届毕业生，更应该抱着
理性和谨慎的态度。”刘志英认为，新职业包含着一定程度
的未知和风险，求职者在选择新职业前要综合判断，不要
冲动和盲目。智联招聘人力资源专家则认为，很多新职业
尚处于孕育成长期，需要引导和呵护。建议政府对新业态
继续秉持包容审慎的监管方式，以安全为前提鼓励业态创
新，同时持续更新《职业大典》目录，鼓励和支持年轻人从
事新职业，积极参与创新创业。 （武佳）

11 月 8 日 ，记 者 从 省 人 社 厅 获
悉，我省创新职业技能培训方式，积
极推进职业技能电子培训券试点工
作。截至 11月 3日，我省共发放电子
培训券 40084 张，占全国总签发量的
59.4%；使用 17433 张，占全国总使用
量的 87.5%，两项指标均居全国第一。

职业技能电子培训券的发放，从
线下培训机构封闭式发券起步，到线
上 依 托 电 子 社 会 保 障 卡 开 放 式 发
券。7 月份，向固定人群发放电子培

训券完成技术验证。8 月份，开放式
发券实现从“培训机构找人”到“人找
培训机构”的转变。9月份，完成线下
技能培训全流程应用。10月份，完成
线上理论课程培训和线下实操课程
培训的衔接验证。

培训券是依托电子社保卡向广
大劳动者发放的，截至目前，全省签
发电子社保卡 1082 万张。为加大电
子培训券的普及范围，山西将加大电
子社保卡的发放力度，同时向持有者

主动推送电子培训券。
下一步，我省将开展电子培训券

在 线 上 职 业 技 能 培 训 平 台 中 的 应
用。目前，我省已完成 5 家优质线上
职业技能培训平台的招标，预计 11月
中旬完成电子培训券系统对接后即
可上线。届时，职业技能电子培训券
将成为劳动者参加线上培训、线上培
训机构领取培训补贴、线上理论培训
者参加线下实操培训的唯一凭证。

（武佳）

短视频编导、跨境电商运营、网课教师及助理……

新职业来啦，你有兴趣试试吗？
短视频编导、跨境电商运营、网课教师及助理……在“2020山西·太原人才

智力交流大会”高校毕业生专场招聘会上，这些新职业吸引了不少求职者的目
光。“‘新职业’对专业背景不做要求，只要善用互联网就行，可以边学边做，我觉
得挺有意思的，想试一试。”晋中学院2021届毕业生刘静然说道。

今年7月，人社部等部门正式发布9个新职业，互联网营销师、区块链工程
技术人员、在线学习服务师、社群健康助理员等位列其中，成为我国自《中华人
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15年版）》（后简称《职业大典》）颁布以来正式发布
的第三批新职业。什么是新职业？在山西，大家对新职业接受度如何？11月 2
日至5日，记者进行了采访。

本版内容据《山西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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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刘静然喜欢“玩”抖音，
擅长制作小视频，她对一家文化传媒公司招聘
的“短视频编导”职位充满了兴趣。“短视频是
近两年火起来的，不知道算不算‘新职业’，我
觉得这一行拼的是创意，年轻人有竞争优势，
薪水不错而且挺锻炼人的。”她告诉记者，在她
看来，内容包罗万象的短视频能丰富人们的生
活，发展前景很不错。

从去年 4月至今，人社部等部门联合发布
了包括无人机驾驶员在内的 38个新职业。这
些新职业先后被纳入国家“职业大典”，有几个
共同特点，包括目的性，即有人专职从事此业
赖以谋生；社会性，即为他人提供产品或服务；
规范性，即合乎法律规范；群体性，一般有不少

于 5000 人的从业人员；还要求有稳定性和独
特技术性。新职业的兴起，像一面镜子，折射
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风向，也照亮了每一个追
梦人的路。

在生活服务业数字经济新业态催生下，众
多新职业应运而生。招聘网站智联招聘联手
美团研究院发布的《2020 年生活服务业新业
态和新职业从业者报告》显示，仅美团平台上
因新业态而孕育的新职业就超过 70 种，既包
括 2015 年后纳入《职业大典》的网约配送员、
互联网营销师、在线学习服务师等；也包括尚
未纳入《职业大典》，但已在生活服务业中有一
定规模的职业，如数字化运营师、密室设计师、
收纳师等。

新冠疫情防控需求，使得就业形态发生了
新的变化。“疫情期间‘零接触’的就业方式，为
新职业诞生提供了孕育土壤。”山西省人力资
源市场部部长刘志英表示，直播博主、社区团
购团长、网课教师……层出不穷的新职业吸纳
了大量的劳动力，对缓解疫情期间就业压力起
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而国家对《职业大典》的更新，推动了越来
越多的年轻人乐于从事新职业。以在线学习
服务师为例，2020年被纳入官方认定的新职业
后，根据智联招聘公布的数据，该招聘职位数
同比增长 9.5%。

太原市对在线学习服务师的需求也在增
长。在山西·太原人才智力交流大会云招聘平
台上，不少培训机构都在招聘线上教师，其中
大多不限专业。“我们要求老师不仅可以带线
下课，也能提供线上服务，让学生通过线上线

下的闭环学习，牢固掌握知识。”一家知名教育
培训机构对新进老师开出了 8 万到 15 万元的
年薪，其招聘负责人告诉记者，上岗前公司会
对拟聘用人员进行一个月的免费线上培训，考
核合格后就能上岗，因此吸引了不少应届毕业
生投递简历。

新职业之所以成为时下年轻人就业的热
门选择，与其职业特质密不可分。张扬个性、
敢想敢做是大部分 90后、00后的性格标签，新
职业的工作内容灵活度大，能够让他们充分发
挥自主能动性，如果方法得当、创意新颖，就可
以获得丰厚的报酬，自然能尽揽英才。另一方
面，就业观念的转变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刘志英认为，年轻人对新职业的接纳度更
高，他们能够抛开固有的职业偏见，将兴趣融
入日常工作，相信只要付出智慧和汗水，在任
何岗位都有出彩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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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新职业需理性和谨慎

新职业有多个共同特点

新职业受到年轻人欢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