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随着“无人车间”“黑灯工厂”的增多，一些企业用工数量在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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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以“数据赋能 乘数而上”为主

题的2024年“数据要素×”大赛安徽分

赛首场推介暨安徽省数据要素价值交流

会在合肥举办。中科太赫兹、恒烁半导

体、创诚科技、志邦家居、慧图软件、淘云

科技、云玺量子等近百家优质企业出席

推介会，共同商讨发掘数据的潜在价值。

据悉，2024年“数据要素×”大赛为

全国首个聚焦数据要素开发应用的大

赛，其中安徽分赛将聚焦工业制造、交通

运输、金融服务、医疗健康、城市管理、空

天信息等7个赛题方向，以解决行业实

际问题为导向，发掘数据的潜在价值。

“数据作为新型生产要素，是发展新

质生产力的关键力量。”庐阳区数据资源

管理局负责人表示，将指导和推介辖区

企业参与大赛，鼓励更多有潜力的数字

经济企业在数据要素领域赛出新场景、

赛出新技术、赛出新业态，实现数据要素

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更好汇聚全区

数字经济创新发展动能。

近年来，庐阳区抢抓大数据发展机

遇，加快培育数字经济重点产业，促进平

台经济“数实融合”，让数字经济跑出“加

速度”，为区域经济发展持续注入新动

能。目前，庐阳区数字经济重点企业涵

盖光伏设备、元器件制造、半导体、互联

网接入服务、新基建、人工智能、智慧医

疗、网络安全等诸多领域。在庐阳大数

据产业园、中科大校友创新园、工投创智

天地、兴庐科技产业园等平台的高效联

动下，数字经济集聚发展态势愈加明显。

（李润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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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产业工人路在何方？
随着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推进，“无人车

间”“黑灯工厂”迅速增多。“机器换人”带来生产

效率的提升，也减少了一些企业的用工数量。

人们不禁问，随着新技术迭代更新，机器

会在多大程度上替代人工，对传统产业工人产生

怎样的冲击？新华社记者近日到上海、安徽、四

川、江苏等地调研，寻求来自一线的答案。

传统产业工人去哪儿了？

走进位于安徽阜阳界首市的天鸿新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记者看到，洁净的车间里，工人

点击着数控面板，机器高效运转，生产出一卷

卷锂电池隔膜。

据公司负责人胡伟介绍，近年来公司进行

数字化转型，之前一个班次需要40人，现在自

动化程度提高，只需要32个人就能胜任工作。

作为吸纳就业大户，制造业转型引发的蝴

蝶效应正在劳动力市场显现。

6月17日，成都锦江区人力资源市场，一

块大屏幕滚动播放着企业招工信息，大屏幕两

旁的公告栏张贴着企业的招工启事。

成都市金堂县的农民工张俊一早来到这里

求职。他原本在广东一家电子产品企业从事生

产线电子元件组装工作，工厂越来越自动化智能

化，像他这种“不需要什么技术，很快就能上手”

的岗位，用工越来越少，工资也降了，因此决定回

老家成都，新岗位是在一家餐饮企业打工。

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低技能劳动者

首当其冲受到冲击。外卖、直播等新业态快速

发展，部分地吸收了原来的传统制造业工人。

南京街头，19岁的乔煜鑫正在送外卖。他

之前干的活儿是在工厂给电路板拧螺丝。后

来企业推行“机器换人”，“同样是拧螺丝，机器

人不仅比人拧得好，还能24小时不停”，于是他

选择离开工厂送外卖。“除非哪天机器人也来

爬楼了，否则做外卖员还不错，比工厂自由，收

入也高了些。”他说。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

中心主任张成刚表示，低技能工人再就业主要

流向餐饮服务业、快递和网约车等领域。

也有一些传统产业工人经过学习培训，实

现了从低技能工种到高技能岗位的跃迁。

江苏江阴，中信泰富特钢集团，随着炼钢

水渣抓取行车的智能化改造，40多岁的行车操

作工周清，如今坐进了智能化控制中心的办公

室，成了主控工。从现场操作机器手柄到在办

公室里操作电脑鼠标，她整整学习适应了大半

年。“要适应变化就得更快学会技术。”周清说，

只有不断学习才能赶上发展的脚步。

目前，我国已建设近万家数字化车间和智

能工厂，新技术催生新职业、新岗位。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最新发布公示了智

能制造系统运维员、工业互联网运维员等19个

新职业，同时拟增加移动操作系统应用设计员

等29个新工种。

“市场需求变化，正在重塑就业需求的新

格局。”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

院教授李长安说，“一般来说，技术进步在短期

内会造成失业现象，但从长期来看，就业的‘创

造效应’会大于‘破坏效应’，特别是会带来就

业质量的明显提升。”

高技能、高素质产业工人需求量增加

佛山市格兰仕工业4.0基地的微波炉总装

智能生产线上，7台机器人正在完成大部分复

杂装配工序。

机器人的幕后指挥者，是机电工程师唐

智。随着企业数字化转型，唐智的岗位也从

2017年刚入职的设备维护，“升级”为参与微波

炉机器人腔体焊接线设计、安装与调试，再到

现在主导参与自制总装智能生产线。

“大部分新岗位需要的不再是传统产业链

上的简单重复劳动，甚至不只是掌握机械工作

原理或技巧的技能人员，而是具备科研能力和

技术创新思维的高技能劳动力和复合型人

才。”四川省眉山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副局

长王风说。

近年来，我国技能人才规模不断增长，占

全部就业人员的比重已提升至26%以上，但这

一比例与德国、日本等制造业强国相比依然明

显偏低。技能人才长期数量不足，特别是高技

能人才供给与产业转型升级需求之间的矛盾

日益突出。

安徽铜陵

市2024年一季

度监测报告显

示，人力资源

市场专业技术

人员求人倍率

1.58，环比上升

0.12个百分点，专业技术人才需求连续多个季

度呈上升趋势。

汽车零部件制造企业安徽环新集团，2018

年开始进行数字化转型。集团首席信息官宋

唤民说，公司急需大数据整理、物联网工程、设

备自动化等方面的人才。目前市场上这方面

的人才大家都在抢。

苏州华星光电显示有限公司发布的招聘

信息显示，企业对自动化开发、通用软件等相

关岗位开出的工资比同行高20%以上。

世界经济论坛《2023年未来就业报告》预

测，到2027年，无人驾驶和电动汽车行业的人

才需求增长率将超过40%；数据分析师、大数

据专家、网络安全人员等职位需求预计增加

30%至35%。

记者在调研中发现，一些制造业岗位正从

劳动密集型转变为知识密集型，劳动者收入水

涨船高。

上海发布的企业技能人才工资价位显示，

近年来技能人才的工资水平增长加快，年均增

速9%以上。

“像特种设备检验检测工、疫苗制品工、信

息通信网络运行管理员，2022年工资价位中位

数为20万元左右，均高于同期上海平均工资。”

上海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局长杨佳瑛介绍。

“相对于产业和技术的快速变化，人的变

化是一种渐进式变量。但是一旦激发，就会产

生巨大力量。”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

院院长莫荣说。

政府、企业和高校应合力提供劳动力转型服务

6月21日一早，安徽省铜陵市市民刘波就

来到位于家附近的零工市场。他之前在外省

一家制造业企业务工，下岗后回到家乡找工

作。零工市场工作人员详细询问了他的基本

情况和务工需求。

据铜陵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今年以来，铜陵共开展招聘会和零工

对接150场，达成初步就业意向910人次。

面对数字化转型浪潮，当前政府、企业、高

校等多方都在发力，帮助产业工人增加技能储

备，提升就业竞争力。

多个省份发布紧缺人才目录，加强人才供

需双方精准对接。

上海人社部门围绕重点产业、企业，开展

前瞻性分析预测，目前已形成100项急需紧缺

职业（工种）目录和33项新技能培训项目目录，

其中包括智能制造领域所需的多种技能。

杨佳瑛说：“目录就是发挥‘指挥棒’作用，

吸引社会各方培训资源和力量向急需紧缺方

向聚集，同时引导广大劳动者学习提升技能，

让发展所需与个人所能相结合。”

一些地方政府拿出真金白银对职业技能

培训进行补贴。

四川眉山市对年度新增高技能人才的单户

企业给予奖励，对首席技师（特级技师）发放眉山

优才卡、给予职业技能等级奖励和生活费补贴，

对新认定的职业技能水平评价机构给予奖补。

一些地方通过职称评价，构筑吸引和聚集

数字人才的“强磁场”。

苏州是江苏省数字经济（工业互联网）工

程职称评审的首个试点城市。据苏州工业园

区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他们组织园区内各企

业、单位从事数据服务、运行维护等工作的专

业技术人员申报相关职称，让数字化人才获得

更好评价、更高待遇。

制造业企业也在不断完善内部技能人才

培训机制。

“人是格兰仕第一资本！”格兰仕董事长梁

昭贤说，公司通过多元化实操基地，提供更加

系统的培训、考核和资格认定，为一线员工搭

建“普工—关键岗位—产业技工—工程师”的

职业进阶通道。

越来越多的一线工人，认识到提升专业技

能的紧迫性。

“一定要有一技之长。”眉山市仁寿县农民

工辜正东不久前参加了仁寿县组织的职业技

能大赛，他说，“通过比赛，我的专业知识和技

能得到进一步检验和提高。”

为了更好匹配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对人才

的需求，安徽铜陵职业技术学院新增了工业机

器人技术专业。院长凌涛说：“职业教育要与

产业实际需求同频共振，不能脱节。我们通过

优化调整，让专业体系能更紧密对接产业链。”

莫荣表示，面对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对劳动

者的影响，政府、企业和高校等各方应形成合

力，努力打造高素质产业工人队伍，为制造强

国战略提供强大的人力支撑。

（新华社北京7月9日电）

7月4日，蒙城县兴农绿港数字农业工厂育苗基地，工人正在对培育的草莓苗进行管护。眼下，在

蒙城县兴农绿港数字农业工厂内，草莓苗培育管护、黄瓜采摘、无土栽培苗床清洗消毒等农事活动同

步推进，呈现出一派忙碌的景象。 近年来，蒙城县大力实施“科技强农，数字赋农”战略，通过推广数字

农业工厂新技术、新模式等，发展智慧农业，提升蔬菜产业效益，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增加农民收入，

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通讯员 胡卫国 摄

数字农业工厂农事忙数字农业工厂农事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