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6月，为优化家政服务供给，人社部等7部门印发《关于加强家政服务职业化建设的意见》，提出完善家政服务职
业标准体系。业内人士表示，供需失衡的现状，对市场来说既是挑战也是机遇，“面对家政行业用工缺口较大、服务质量欠
缺等问题，家政平台应该充分发挥平台优势，加快技能型人才队伍培育，用标准推动市场良币驱逐劣币，与更多优秀的从业
者共享当前市场扩容的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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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又有 19个新职业！7月 31日，人力资源社会
保障部向社会发布：云网智能运维员、生成式人工
智能系统应用员、用户增长运营师等19个新职业，
以及直播招聘师等28个新工种纳入国家职业分类
大典。

新职业不断涌现，折射了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变
化、新趋势，满足着生产和生活的新需要，也给劳动者
带来更多就业选择。

这次发布的19个新职业，半数以上与新质生产力
密切相关。如紧跟前沿技术的“数”“智”职业：生成式
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智能网联汽车测试员、智能制
造系统运维员、工业互联网运维员等；数字经济孕育
的全新岗位：网络主播、用户增长运营师等。

绿色，是新职业的一大“标签”。国家职业分类大
典中标注的绿色职业已有134个，占职业总数的8%。
这一批“入编”的新职业，不少源于经济转型和绿色低
碳发展的新需要，如脱胎于传统产业的氢基直接还原
炼铁工、满足新兴产业发展的储能电站运维管理员、
电能质量管理员等。

职业“上新”，见证着社会发展的新活力。文创产
品策划运营师、口腔卫生技师、滑雪巡救员等新职业，
生活服务体验员、老年助浴员、休闲露营地管家等新
工种，都反映了人们生活需求的多元化和新变化。

什么样的职业能“入编”新职业？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副司长王
晓君介绍：“我们认定的新职业，不是新出现也不是新
创设的，是指国家职业分类大典中未收录、但已有一
定规模从业人员且具有相对独立成熟的专业和技能
要求的职业。”

据介绍，一个新的职业能否入选大典，需有关机
构和单位申报建议，再进行层层筛选，经过专家评审
论证、书面征求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意见、面向
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等环节，对这个职业的社会性、技

术性、稳定性等方面进行评价。
自2018年启动新职业征集工作以来，各方面申

报的新职业数量逐年增多。2022年版国家职业分类
大典已收录168个新职业。2023年10月，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新一批新职业，共收到
建议书430余份。

新职业的发布只是职业建设的开始。及时对新
职业进行规范认证，有利于培育新的就业增长点，扩
大求职者的职业发展路径。 据新华社

新规范——行业发展亟待数字化规范化

除了供需结构失衡的问题外，多位行业人士也
向记者坦言，行业目前的更大问题是各方管理标准
不一，导致了“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发生：这背后一
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行业数字化程度低，比如多数
消费者还是靠朋友推荐、线下门店找服务，商家还是
靠电话、微信找活，不仅效率低下、服务没有保证，这
也让业务发展无法规范化。“就像网约车出现之前，
信息不透明，市场上充斥大量黑车。”李子健说。

“事实上，这些问题可以通过数字化来解决，在
58到家，家政服务人员体检、合同签约、款项支付、保
险以及售后服务等各类信息都已实现数字化管理，
实现对每位家政服务人员的每份订单全流程可控，
让从业者干得明白，消费者用得放心。”据李子健介
绍，目前这些信息也已面向行业开放，力推提升行业
线上化率。

“如果靠我们自己，对阿姨做严格的身份认证和

背景调查就非常困难。同平台合作后，我们的工作
更加成体系。数字化家政让公司和阿姨都更加轻
松。”北京聚康宝家政服务有限公司负责人说。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有关部门也在持续推动
行业规范化进程。今年6月，为优化家政服务供给，
人社部等7部门印发《关于加强家政服务职业化建设
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加强家政服务职业
化建设的10条任务举措。

其中《意见》明确，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家政服
务需求变化，适时增设和制（修）订家政服务相关职
业（工种）国家职业标准，进一步完善家政服务职业
分类，拓宽职业发展通道。完善家政服务职业评价
机制和评价体系，积极推进家政服务社会化职业技
能等级认定。鼓励家政企业、家政培训机构引导家
政服务从业人员参加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并获取职业
技能等级证书。

新前景——家政培训业务的新未来

在业内专家看来，家政行业是一个高度非标的
服务行业，从消费者提出服务需求到被满足服务，
需要经过家政公司、经纪人、劳动者的多方参与，规
范性和标准化有待提升，“随着消费者需求进一步
细分和家政公司竞争加大，家政行业未来也会不断
优化供给、制定更详细的管理规范，促进行业发
展。”近年来，有关部门也在持续推动行业规范化进
程。今年6月，7部门印发《关于加强家政服务职业

化建设的意见》，就是一项提升家政服务质量的重
要举措。

李子健认为，家政培训的未来前景光明，随着
更多培训课程的开发和完善，家政从业者将获得
更广泛的技能和职业认证，为消费者提供更优质
的服务。家政服务平台也将通过数字化和标准化
手段，提升管理效率和服务水平，推动整个行业的
健康发展。 据新华社

19个新职业“入编”！“数”“智”成新标签

用工缺口大！家政服务“培”出未来

新职业“入编”！
新华社发

新供给——
家政职培力促行业提质扩容

母婴照护、老人护理、烹饪保洁、整理收纳……
近年来，多元化、个性化的家政服务需求不断涌现，
带动了相关产业迅猛发展。据行业协会测算，目前
家政服务业从业人员实际需求已超过5000万人。

但市场井喷的另一面，是行业缺乏统一的服务
标准、从业人员缺少正规机构培训和认证等问题带
来的优质供给不足。商务部服务贸易和商贸服务
业司相关负责人曾公开表示，目前实际从业人员约
为3000万人，市场供给“缺口很大”。

“我们强制职业培训，其实是希望推动行业向
人员规范化和服务标准化的方向发展，给消费者
提供更加舒心的体验。而培训后，从业者也会获
得更多技能以及收入，可以更加稳定地从事工
作。”白莹所在平台58同城高级副总裁李子健告
诉记者，从家政行业发展趋势来看，专业化和个性
化的需求与日俱增，这也带动市场对于家政服务
从业人员的要求在逐渐提高，具备3种以上专业
技能、不低于2年工作经历、用户满意度高的家政
人员往往更受欢迎。

但供给侧的现状是，家政行业从业者学历初
中或中专居多且年龄偏大，主动学习的意愿不高，

“所以我们需要不断和叔叔阿姨们强调培训不是
目的，用好的服务赚更多才是大家期待的结果。”
李子健说。

据介绍，公司的培训目前已涵盖保姆、保洁、月
嫂、育儿嫂、养老护理5大品类、18个工种，拥有30
多门细分课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