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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 2月 23日电

97个数字职业新鲜出炉
就业新机遇：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最

新发布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
业分类大典（2022 年版）》净增
了 158 个新职业， 其中首次标
注了 97 个数字职业。数字职业
的出现意味着什么？ 将对就业
市场产生怎样的影响？

集中在数字技术
应用业领域

在当今数字化迅猛发展的

趋势下， 众多数字职业应运而
生。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
主任吴礼舵介绍，最新修订的职
业分类大典共标注了 97个数字
职业，占职业总数的 6%。

从产业分布看， 大部分数
字职业集中在数字技术应用业

领域， 如数据安全工程技术人
员、工业互联网工程技术人员；
数字化效率提升业和数字要素

驱动业领域， 如智能楼宇管理
员、 互联网营销师； 还有数字
产品制造业和数字产品服务业

领域 ， 如农业数字化技术员
等。

34岁的梁锋锋是浙江舜云
互联技术有限公司的工程技术

人员。 他已在工业互联网领域
工作近 10年， 为上百家企业进
行过数字化改造， 涉及钣金 、
注塑、 机械加工等各类企业。

梁锋锋说， 随着数字化浪
潮袭来， 企业普遍向数字化生
产与管理要效益。 “很多中小
企业做生产与管理领域的数字

化改造， 投入三四十万元， 可
能给企业带来生产效率的明显

提升。”
通过数字化赋能提升效

益， 不少农业企业也尝到了甜
头 。 已经有 4600 万用户的北
京一亩田新农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不仅通过数字化手段帮助
农产品产销对接， 还到广东徐
闻等地对当地农民进行数字化

销售的培训指导。
该公司市场部负责人欧连

维说，如今手机成为“新农具”，
农业数字化技术员成为受认可

的新职业。 “同事之间都说，现
在我们不是 ‘程序员’‘客服’，
是‘农业数字化技术员’了！ ”

人才需求增长
多领域存缺口
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发布的 《2021 年北京市

人力资源市场薪酬大数据报

告》 显示， 部分数字职业的薪
酬水平较高。 其中排名第一的
是区块链工程技术人员， 年薪
中位数为 48.7 万元 ， 排名第
二至第四位的数字职业分别是

信息安全测试员、 云计算工程
技术人员、 人工智能工程技术
人员。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发布

的 《数字经济就业影响研究报
告》 显示， 中国数字化人才缺
口巨大。

数字平台的兴起为数字职

业发展提供了阵地。 中国就业
促进会会长张小建表示， 在数
字平台的产业链上衍生出了人

工智能训练师和区块链应用操

作员等数字新职业， 为分布在
县域和偏远地区的自由职业者

提供了灵活就业的机会。
浙江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吴玮

说， 人工智能、 云计算、 大数
据、 工业设计、 增材制造、 机
器人工程技术等是浙江省着力

发展的主要产业， 这些数字职
业在浙江需求较大。

数据安全是网络安全的一

个重要分支。 奇安信行业安全
研究中心主任裴智勇认为， 数
据安全人才的短期缺口至少在

5 万至 10 万人之间。
中国工业互联网研究院发

布的 《工业互联网产业人才需
求预测 （2021 年版 ）》 显示 ，
工业互联网人才需求连续三年

保持高速增长 ， 预计 2023 年
我国工业互联网人才需求总量

将达 235.5 万人。

何谓
灯塔工厂

“灯 塔 工 厂 ” （Lighthouse
Factory）被称为“世界最先进工
厂”，是数字化、智能化制造的
示范者， 代表着制造业领域智
能制造的最高水平。 灯塔工厂
的概念最早由世界经济论坛

（World Economic Forum，WEF）
与麦肯锡公司于 2018 年 9 月
共同举办的夏季达沃斯论坛上

提出， 旨在选出具有榜样意义
的“全球工业 4.0”示范者。截止
至 2023 年 1 月，全球灯塔工厂
网络共 132 家， 部署了 124 个
成功应用案例，覆盖 4 大类 22
个细分行业领域， 重点行业包
括先进工业行业（57.8%）、流程
工业 （15.6% ）、 日用消费品
（13.3%）、医药及医疗产品行业
（13.3%），包括拜耳制药、宝洁、
强生、富士康、海尔等数字化先
锋工厂。

中国的
灯塔工厂

中国、 美国和德国三国在
“灯塔工厂”数量方面排名全球
前三。 截至 2023 年 1 月，中国
本土 “灯塔工厂 ”数量达到 50
家，位居全球第一。 中国的“灯
塔工厂”从产业特征看，以消费
品、家用电器、电子产品、汽车

等消费型制造业为主； 从空间
特征看，集聚于东部城市群，坐
落于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
湾区三大东部沿海城市群的

“灯塔工厂”数量占中国获评总
量的 60%； 从技术特征看 ，对
3D 打印 、增强现实 、人工智能
等数字技术的应用尤其广泛 ，
数字技术在产品设计、 智能制
造、流程监控、售后服务等环节
的应用成为主要场景； 从成效
看，短期里，降低生产成本、设
备故障率、库存周期，提升生产
效率、研发效率、产品质量、市
场广度及客户满意度， 是数字
化转型的主要收获，长期里，通
过数字化改造更好地实现经营

韧性与节能减排的平衡， 进而
实现“双碳”达标。

“灯塔工厂”的
数字深化路径
从消费互联网平台向工业

互联网平台延伸。 消费互联网
平台侧重于消费侧数字化 ，而
工业互联网平台是数字化转型

的核心数字基础设施， 甚至是
数字原生的基础设施， 为企业
的技术汇聚、 数据汇聚以及知
识汇聚发挥着重要作用。 工业
互联网平台发展是一个长期的

系统性的工程， 它不像消费互
联网平台那样在短期内可形成

井喷式增长。 中国企业在消费

互联网平台方面具备全球领先

优势， 他们正在通过消费侧的
数字化反向推动协同供应链 、
协同生产、 协同研发， 延展工
业互联网平台的价值， 直至全
价值链条的互联互通。

从先锋企业试点到规模化

转型。 早期的灯塔企业通过数
字化技术改造自身生产网络 ，
在单体工厂内实现用例效益的

最大化。 最新的发展趋势是 ，
领先的灯塔企业开始在价值链

上、 下游展开 “端到端” 价值
链的规模化转型， 让数字技术
覆盖多个生产基地 、 供应商 、
客户， 以及新的职能部门。 例
如， 跨国药企西普拉在短短两
年内 ， 其全球 47 家工厂中的
22 个规模化部署了 30 多个数
字化 、 自动化和人工智能用
例。 同时， 机械工程制造商三
一重工在其 43 家工厂中部署
人工智能、 工业物联网和自动
化用例。 在总体上， 规模化转
型仍旧是绝大多数企业面临的

挑战， 全球 132 家灯塔企业中
的 20%实现规模化转型， 而同
行业非灯塔工厂中仅 7%左右
实现规模化转型。 实现由点及
面的深化转型， 需要大力投资
能力建设， 鼓励全员参与数字
化转型， 贯彻数字化管理的标
准化机制以及技术架构与用例

的协同标准化等。

从 “生产端 ” 数字化到
“端到端 ” 价值 链 数 字 化 。
“灯塔工厂” 根据数字化改造
内容不同可分为两大方向： 其
一是侧重于生产端数字化， 即
利用数字化技术提高生产制造

过程的效率 、 质量和节能环
保。 其二是侧重于 “端到端 ”
的价值链数字化。 随着生产端
到消费端供需关系的变革 ，
“端到端” 用例正在成为灯塔
工厂数字化改造的主要方向 。
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数据， 近
三年来， “灯塔工厂” 中采用
“端到端” 用例占比逐年提升，
2020 年 ， “生产端 ” 用例与
“端到端 ” 用例分别占 65%与
35%， 2021 年为 53%与 47%，
而 2022 年则各占 50%。 “端
到端” 价值链数字化是实现柔
性制造的前提条件， 旨在通过
生产、 业务、 物流、 管理计划
的全流程数字化来实现降低成

本、 提高设备利用率、 缩短交
付时间、 降低库存积压以及个
性化设计与交付。 以工业富联
提出的 “端到端” 价值链设计
架构为例， 以订单全生命周期
线 （面向柔性制造的数字化 ）
以及产品全生命周期线 （面向
客户需求的产品研发数字化 ）
作为数字化改造的主线， 实现
需求驱动下的产品研发与柔性

制造的协同。

从自制数字平台到嵌入外

部数字平台。 数字平台是数字
基础设施共享、 数据沉淀、 数
字技术交回与集成的载体， 是
实施数字化转型的关键。 数字
化转型的深入伴随着企业嵌入

数字平台方式的多样化 ： 其
一， 早期的数字化转型往往以
先锋企业本身的生产自动化水

平作为基础形成内部工业平

台， 以此作为企业内部数据载
入和数字技术应用平台 。 其
二， “灯塔工厂” 的最新动态
表明 ， 一些领先的 “灯塔工
厂” 在凝练自身转型经验与优
势的基础上， 进行跨行业、 跨
领域输出， 向其他企业复制成
功经验。 例如， 海尔卡奥斯平
台 （COSMOPlat） 指导青岛啤
酒厂完成智能化改造， 工业富
联为中信戴卡秦皇岛项目赋能

等。 其三， 专业的数字平台商
为转型企业提供 “数字基础设
施服务 ”、 “数字应用市场 ”
与 “数字转型工具箱 ”， 通过
平台 “网络效应” 实现数字生
态系统成员的互利共赢 。 例
如 ， 腾讯基于物联网 、 大数
据、 人工智能和云计算开发可
应用于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的

技术工具和安全工具， 并将企
业内外部的合作伙伴连接起

来， 形成了一个助力数字化转
型的生态。

智能制造发展前沿：灯塔工厂的实践经验
徐美娜

上海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经贸研究所 副研究员，上海WTO事务咨询中心博士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