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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市场机制，依托产业和消费扩大就业市场 

就业始终是国计民生的关注热点。《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明确，2021年确定新增城镇就业的

目标是1100万人以上。增加就业岗位、广开就业渠道是保就业促民生的基本思路。 

一、增加就业岗位、广开就业渠道是保就业促民生的基本思路 

市场唱主角，增加相对稳定的就业岗位、广开就业新渠道是保就业的基本思路，经济发展新动

能引领下，灵活就业方式已惠及两万多人。《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明确，2021年确定新增城镇就

业的目标是1100万人以上。2020年疫情中就业方式也出现了新变化，经济发展新动能包括网购、快

递等行业逆势快速增长，带动了就业和传统产业发展。一方面继续鼓励增加相对稳定的就业岗位，

另一方面也要广开灵活就业的渠道。对于一人打几份工的劳动者来说，应该享有社保补贴，潜在的

职业伤害问题应用机制性手段来解决。 

就业市场天花板取决于市场容量，扩大就业的根本方法在于释放市场经济活力。通过深化要素

市场化改革、促进贸易流通从而优化市场机制，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市场经济对就业的承载力。

“要素市场化改革”被视为“三去一降一补”（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之后

供给侧改革的重大创新，疏通市场资源配置的阻梗，改善市场环境，激发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2021

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完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作为“推进改革开放、释放经济发展活力和内

生动力”的重要抓手。但要素市场化改革推进一直偏慢，原因在于各方利益难以协调，政策界限还

需厘清，配套规章出台仍待长期制度探索。至于促进外贸流通，政策要求优化对中小贸易企业的金

融服务、利用好国家级展会的窗口机遇促进贸易交流合作，改善中小外贸企业的生存环境，提升对

劳动力的吸纳能力。 

数字经济成为经济发展的新动能，第三产业广开灵活就业的新渠道，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显著

增强。互联网与每个行业相融都会衍生出来新的服务形态，“互联网+”生态不断扩大，新零售、

直播电商、物流配送、在线教育、家居建材等行业发展迅猛，尤其是本地生活服务平台的崛起直接

带动了本地就业，也成为劳动者拓展兼职收入的主要来源，灵活的就业方式部分缓解了就业压力。

另外，不容忽视的一个事实是，在算法和数据的驱动下，个体劳动者的利益受到挤压。互联网通过

算法优化、管理外移来压缩人力成本的市场竞争行为与个体劳动者就业增收的社会需求之间形成了

一定的矛盾。所以，以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新渠道对就业的吸纳能力是有上限的。 

二、人才培养与科技创新、业态升级紧密相联，就业工作分层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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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战略与高端人才就业紧密相连，符合国家“增加相对稳定的就业岗位”的政策号召。

《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提出要大力建设科技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聚焦量子信息、光子与

微纳电子、网络通信、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现代能源系统等重大创新领域组建一批国家实验室。

优化提升国家工程研究中心、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创新基地。推进科研院所、高校、企业科研力量

优化配置和资源共享。支持发展新型研究型大学、新型研发机构等新型创新主体，推动用人机制灵

活化。可以推断，国家为推进重大创新领域的战略部署，对高端人才有持续性的需求，也将突破用

人体制机制的桎梏。就业链条的上游是高校人才培养，随着国家对重大创新领域的持续性投入，对

前沿创新学科的建设加速，科研院所、高校、企业能增加相对稳定的就业岗位，就业结构有可能会

得到优化。 

推进服务业繁荣发展与保就业促民生紧密相连，政策号召加快生活性服务业品质化发展。生活

性服务业面对持续扩大、日益多样化的下游需求，业态升级的迫切性较强，每一次业态创新都能催

生对用人的新需求，带来就业市场的改变。健康、养老、托育、文化、旅游、体育、物业等生活性

服务业对就业的吸纳能力较强，是未来就业市场增长的看点。《十四五规划纲要草案》要求以提升

便利度和改善服务体验为导向，推动生活性服务业向高品质和多样化升级。加快发展健康、养老、

托育、文化、旅游、体育、物业等服务业。持续推动家政服务业提质扩容，与智慧社区、养老托育

融合发展。加快完善养老、家政等服务标准，健全生活性服务业认证认可制度，推动生活性服务业

诚信化职业化发展。因此，生活性服务业的扩大将提升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带来职业发展的改变。 

三、就业市场与内需相互制约，促进消费、拓展投资空间存在难度 

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之一，始终受制于内需的变化。全面促进消费，一方面是消费能力，实际

是收入增长的问题；另一方面是消费意愿的问题，这取决于是否敢于消费以及消费服务供给水平两

个因素。由此可见，就业市场与消费市场是相互制约的关系，也是动态调整的过程。后疫情时期，

国民经济平稳增长，就业市场与生产生活一同有序增长。同时，充分发挥政府投资和重大项目带动

就业的作用，努力增加就业岗位，提供就业机会。在扩大投资中，促进结构调整创造就业机会以及

提高就业弹性是重点。投资需求能否扩大最终取决于投资能否转化为消费。投资、消费与就业三者

紧密相连，很难通过单一手段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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