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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以来，以网络主播、电竞

选手、网络作家、快递小哥等为代
表的“新职业”受到青年追捧。然而

火爆背后，也有隐忧。职业素养不
高、后续发展乏力、月薪高却无法

缴纳五险一金等都是问题。

普陀区就业促进中心主任许

鸿蕨代表对新职业青年的发展给
出不少针对性建议。“从目前来看，

‘新职业’青年分正规就业和非正

规就业两种，而且以非正规就业

为多。提高行业规范和行业管理，
更好维护‘新职业’青年的合法权

益，需要从正规就业的‘新职业’青
年着手，逐步推广到‘新职业’青年

全体。”
据许鸿蕨介绍，如今普陀区正

规就业的“新职业”从业人员年轻

化趋势明显，他们普遍反映的问题
有：职业发展对综合技能的要求与

单一技能现状之间存在矛盾；学校

教育与实际应用脱节，企业人才培
养成本高。

对此，许鸿蕨建议，应统一“新
职业”从业证书发放，提高证书权

威性和适用性；从源头治理、法律
培训、法律援助三个方面维护“新

职业”青年的知识产权、专利权；提

高业务培训质量与企业用工的关
联度；加大“新职业”青年社会组织

的孵化、培育力度。

比如，电竞从业者由于在人生
的黄金时段放弃学业加入职业战

队，导致职业规划、法律意识等较
欠缺，有必要全面完善“新职业”青

年的职业培训，建立适应新形势的
就业培训系统。只有不断提高他们

的职业素养和择业水平，才能逐渐

改变当前“新职业”青年缺少职业
发展规划的情况。

“提升职业培训针对性，研发
新业态相关技能培训项目，这是

‘稳就业’的一股强大动力。”费俭
委员说。

积极打造新就业模式

拥抱新经济，灵活就业“灵”起来
疫情下就业遇难题 积极应对迎接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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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疫情影响，公司暂停营业”“行业
整体停摆，市场上没有专业匹配的岗位”
“毕业即失业，未来怎么办”……疫情下，
不少求职者遭遇就业难题。本报去年多
次推出报道，关注大学生就业、新业态就

业等话题。疫情背景下，上海出台实施抗
疫惠企、稳就业促发展等一系列政策举
措，减负、稳岗、扩就业，千方百计稳住就
业基本盘，新增减税降费超过 2300 亿
元，新增就业岗位 57万个。

今年两会现场，如何“稳就业”，也
是代表委员热议的话题。不少代表委员
提出，稳就业、保就业，不仅需要政策扶
持，更需要创新的勇气和各种配套的改
革措施。

 ■“受疫情影响，
公司暂停营业”

■ “行业整体停
摆，市场上没有专
业匹配的岗位”

■ “毕业即失业，
未来怎么办”

■ 新就业形态带来了新机遇，但
也存在发展短板。外卖骑手、快递员这
些群体的劳动保障不应该被忽略。

■ 着力构建平台经济下新兴就业
者的工伤保险制度，在缴费主体上可以
考虑“平台缴费+?府补贴”的模式。

■ 疫情催生全新就业模式，企业
经营者要积极转变观念，拥抱在线新

经济。企业应该给员工进行相应的新
技能培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的时间
也应该算作工作时间。

■ 疫情以来，“新职业”火爆，但
背后亦有隐忧。应统一“新职业”从业
证书发放，提高证书权威性和适用
性；从源头治理、法律培训、法律援助
三个方面维护“新职业”青年的知识

产权、专利权；提高业务培训质量与
企业用工的关联度；加大“新职业”青
年社会组织的孵化、培育力度。

■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形势下，
求职者自身也需要转变思路。不断充
电、更新知识库、锻炼新技能、把握新
趋势，一个处在积极学习状态的求职
者总会迎来自己的春天。

    新冠肺炎疫情中，外卖骑手、

快递员成为物资调度员，为市民送
菜、送药，为医护人员和病人送餐，

解救了生活陷入停顿和恐慌的人。
没有他们，城市中人们的自我隔离

便不可能实现。后疫情时代，这些
群体的劳动保障不应该被忽略。

“以互联网技术运用为特征的

新经济业态，实现了人和信息的即
时高速互联互通，突破了传统就业

模式对空间、时间的限制，但问题
也随之而来。”市人大代表陈继刚

认为，新就业形态带来了新机遇，
但也存在发展短板。

“以外卖公司为例，一般是由第

三方公司和骑手签订劳动合同，平台
再与第三方公司签订劳务派遣协议。

一些众包服务平台，则将自身定位为
撮合平台，与劳动者签订服务合同，

并未与劳动者确定劳动关系。然而，
我国大部分社会保障制度，如最低工

资、企业承担的社会保障、休息休假、

工伤事故赔偿等，都是以企业与劳动
者已建立劳动关系为基础。”陈继刚

认为，不够明确的劳动关系，会加大
个体承担的风险，需引起重视。

前不久，外卖员送餐时猝死一
事备受关注，平台以与骑手无劳动

关系为由，拒绝承担工伤赔偿责

任，引发了社会讨论。“用工关系不
明晰、社会保障缺失、劳动权益难

保障、组织覆盖率低，是新型就业
群体面临的四大痛点。”朱雪芹代

表建议，要着力构建平台经济下新
兴就业者的工伤保险制度，在缴费

主体上可以考虑“平台缴费+政府

补贴”的模式。关于工伤认定，由
于平台经济下新兴就业者的分散

性，应采取新兴就业者本人申请认
定的方式，可以按照政府规定的最

低工资为标准由工伤保险基金一
次性支付给灵活就业者。

同时，有效利用现有灵活就

业、自主创业参保以及居民保险参
保等多种参保政策，打破户籍身

份、地区统筹等壁垒，允许“互联
网+”背景下劳务提供者以新兴就

业人员等身份参保缴费，并通过订
立契约条款、设置从业门槛等方

式，由用工企业监督劳务提供者办

理缴费事宜，鼓励或确保其纳入基
本社会保障范畴。在大力推动平台

经济发展的同时，要就工作时间、
劳动强度、劳动保护等问题适度规

范，对用工企业加强监管，防止网
络平台损害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费俭委员也提出，应积极探索
“自由职业加金”“工伤保险项目参

保”等已有政策外延，用政策的杠杆
来维护新业态劳动者的合法权益。

    近年来，伴随新业态的发展，

众多新兴职业应运而生，新就业形
态蓬勃发展。这些“新职业”中，有

的已被纳入国家职业分类大典，如
网约配送员、互联网营销师等；有

的已具备一定规模，如数字化运营
师、互联网在线教育培训师等。这

些“新职业”因新业态而兴起，众多

就业岗位应运而生。
李婷婷是“叮咚买菜”直播团队

的负责人。疫情期间，“叮咚买菜”平

台用户订单激增，做过 5年短视频
编导的她接下了为公司创建直播团

队的任务。“整个团队成员都是在全
新的领域里一步步摸索转型之路。”

赵春阳代表认为，疫情催生了
全新的就业模式，企业经营者要积

极转变观念，拥抱在线新经济。“我所

在的公司是一家传统的骨瓷企业，但
今年我们招聘了 37名‘95后’，主要

做视频策划和直播，这些岗位都是全

新的，企业也要积极迎接新经济的挑
战。新岗位产生了新的技能要求，应

该给员工进行相应的新技能培训，学
习新知识新技能的时间也应该算作

工作时间。企业职工线上职业培训补
贴等疫情期间各项稳就业政策应该

继续发挥作用。”

赵春阳认为，疫情下催生的共
享用工模式，也值得借鉴。疫情后，

企业会更加关注灵活用工的形式，

使用多种用工模式增强企业抵御
风险能力是企业长久经营之道。发

展灵活就业，需要与规范就业市
场，提高就业质量相结合。不仅要

从企业、劳动者各自角度考虑，还
要兼顾各方的利益和诉求。

陈继刚代表也呼吁，应积极推

动灵活用工的新模式，鼓励搭建共
享用工平台，为经济发展提供高效

便捷的人力资源支撑。同时，也要
调整完善现有政策、补齐法律短

板、创新社会保障体系，让新就业
形态有序发展。

    据统计，202 0 年全

国高校应届毕业生达
874 万人，在疫情的影响

下，他们面临严峻的就
业形势。

陈继刚代表介绍，上
海已出台了多项政策，帮

助大学生顺利就业，比如

实施青年就业见习制度、
加大线上招聘力度等，去

年大学生的就业情况比预
估要好。但他指出，政策帮

扶不是长久之计，短期效应
一过，毕业生就业形势依然

严峻。他建议，大学生应该
树立正确的就业观念，先找

到工作岗位，同时培养多样
化技能，求职时才更具有

优势。学校就业服务中心

也应该当好桥梁，把企业
的用工需求与学生的求

职需求对接起来。
许鸿蕨代表介绍，上

海不少区设有青年就业

见习基地，为鼓励大学生
“先就业再择业”提供了

一条现实路径。和普通的
大学生实习、工作试用期

有所不同，就业见习基地
为学生们带来实打实的技能提升“干

货”、提供更广阔的实践平台，同时降
低企业的用人成本、扩大人才选择的

渠道。据了解，上海还将增加集成电

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参
与就业见习的企业数量，动态调整见

习学员生活费和见习带教费补贴标
准，加强见习基地的跟踪管理和考核

评估，提升见习效果。
因为疫情而重新选择职业方向的

就业者也不少。40岁林立的故事或许
能给求职者一些新的启发。林立本是

一家旅游公司的中层，薪资可观。疫情
背景下，公司状况不佳，尽管还没提出

降薪裁员，但她早做准备，果断“跳”到
一家互联网医疗公司工作。“疫情下就

业形势确实不好，跳槽后薪资下降了
20%，但我还是果断选择了新方向。新

公司更有前景，只要不断学习，保持积
极向上的好心态，发展一定会越来越

好。”自称“重新出发”的她，快速熟悉
新行业，进公司 3个月，就拿到了重点

项目，美好未来可期。
不少代表委员坦言，在疫情防控

常态化的形势下，求职者自身也需要转
变思路。“不断充电、更新知识库、锻炼

新技能、把握新趋势，一个处在积极学
习状态的求职者总会迎来自己的春

天。”赵春阳代表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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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新职业”青年走得更远

“外卖员之痛”不可忽视

实现稳就业目标，不仅需要政策扶持，更需要创新勇气和各种配套改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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