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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背景：国家政策保障蓝领行业规范发展

蓝领劳动者是推动中国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重要群体。数据显示，中国7.47亿就业人口中，蓝领群体规模达4亿人，

占比超过53%，成为中国劳动力市场的中坚力量。当前我国蓝领群体正在经历代际转换，新生代蓝领群体的就业动机

由过去的谋生存变成了求发展。近年来，我国政府多部门就蓝领群体的劳动权益保障问题，陆续出台一系列政策规范，

为蓝领行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有效地促进了蓝领群体就业质量的改善和提升。

2019-2022年中国蓝领行业部分相关政策

发布时间 发布单位 具体政策/会议 政策内容

2019年3月 国务院 《政府工作报告》

指出加强对灵活就业、新就业形态的支持；指出实施职业技能提升行动、健全技术工

人职业发展机制和政策；指出支持企业和社会力量兴办职业教育，加快产教融合实训

基地建设。

2020年12月 人社部
《关于进一步加强高技能人才与专业技

术人才职业发展贯通的实施意见》

对长期坚守在生产服务一线岗位工作的高技能领军人才，采取特殊评价办法，建立绿

色通道，确保不仅能参评，还能评得上、评得快。提出淡化高技能人才职称评审的学

历要求与鼓励专业技术人才参加职业技能评价的意见，减少技能人才职业发展的障碍。

2022年9月 国务院 国务院常务会议
支持平台经济稳就业，对依托平台灵活就业的困难人员、两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给

予社保补贴。

2022年12月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

的意见》

提升职业学校关键能力，深化产教融合，建立梯度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推动职普融

通，让学生多次选择、多样化成才；推动形成同市场需求相适应、同产业结构相匹配

的现代职业教育结构和区域布局。

数据来源：国务院，人社部，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整理



研究背景：“平台经济”助力蓝领就业市场多元化

近年来，平台经济在时代发展大潮中应运而生，在发展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突显。一方面数字经济催生出网约

配送员、物流快递员等“新蓝领”劳动者，为城市日常运转贡献力量；另一方面，网站、社交媒体和短视频平台让

信息传播不再受地域、途径限制，蓝领求职者可在线上获取比较不同岗位信息，根据自身需求做出最优选择。

据测算，以美团、微信、抖音、快手、京东、淘宝、饿了么等为代表的平台，2021年为中国净创造就业约2.4亿，为

当年约27%的中国适龄劳动人口提供就业机会。

技能交付平台 信息撮合平台

家政服务类

家具家居类

快递配送类

交通运输类

资料来源：《2023中国数字经济前沿：平台与高质量充分就业》研究报告



研究背景：“新就业形态”促进蓝领就业稳中向好

新就业形态是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特别是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发展带动的智能化、数字化、信息化的工作模式，既

区别于固定的劳动关系就业形态，相较于传统的兼职、非正规就业，又呈现出新的特点。新就业形态是经济业态发

展、市场竞争与技术进步交互作用的必然结果，也正改变着传统的就业方式。

新经济发展壮大的重要基础 劳动市场发展变革重要力量 稳就业保就业的重要渠道 推动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战
略的重要支撑

在就业生态系统中，互联

网平台作为新经济形态的

主要参与者和新就业形态

的主要承载者，聚合了数

据、技术和资源，也连接

着千万中小微企业和几亿

劳动者，为新经济发展提

供基础性支撑作用。

新就业形态突破了原有就

业市场的边界和雇佣关系，

改变了传统的就业结构和

组织壁垒，有效对接供需

双方的需求，极大促进了

就业市场的运行效率。

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包

括了在线平台零工、外包

、内包、众包、等多种灵

活就业形式，不仅提供大

量就业岗位、增加劳动者

收入，也给经济社会和商

业模式注入了新活力。

新就业形态以其灵活多样

的用工需求弥补了传统行

业低迷造成的就业萎缩，

技术密集型 与 劳动力密集

型行业增加了用人需求，

数字化、信息化激发了中

端人才的创业动能。

资料来源：中国劳动保障报，中国经济时报，人民网，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