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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措并举
促进数字职业发展

吴玮认为，标注数字职业从
宏观上来说，有利于推动数字经
济的发展，加速数字技术创新；从
微观上来说，有利于减少行业间
人为壁垒，构建行业人才流通和
评价标准。

数字职业更加注重实践操
作。梁锋锋说，以工业互联网为
例，工业互联网是新一代信息技术
与制造业融合的产物，工业互联网
工程技术人员需要懂 IT、懂工业、
懂制造，目前这种复合型人才少，
且需要5年以上的成长期。

不少受访者表示，当前数字职
业人才培养模式存在教育与实践
脱节的问题。“比如，目前国内从事
数据安全工作的，绝大多数还是计
算机、网络工程或通信专业的人
才，专门学习网络安全专业的人才
非常有限。”裴智勇说，已经有高校
开设了部分数据安全相关的课程，
但体系化的数据安全课程还较缺
乏，所学内容与应用实践仍然有不
小差距。

业内专家建议，未来可通过组
织教师培训、外聘专家授课、建设
工业互联网公共实训基地等方式，
将教育教学与实际岗位、工作场景
结合起来，实现产教融合。

北京邮电大学经济管理教授、
云家园县域数字经济研究院院长
宁连举建议，大力推动传统基础设
施的数字化改造，加速推动构建智
能绿色、安全可靠的前瞻性数字基
础设施，发展协同感知物联网；同
时，打通各部门、各行业之间的数
据壁垒，推动数据生产、采集、加
工、传输与交易的便捷化、市场化，
为数字职业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据新华社

力争2025年智能检测
装备创新体系初步建成
突破50种以上智能检测装备、
核心零部件等

新华社北京2月23日电 记
者 23日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
委、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市场监管
总局、中国工程院、国家国防科工
局等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智能检
测装备产业发展行动计划（2023~
2025年）》，明确提出到2025年，智
能检测技术基本满足用户领域制
造工艺需求。智能检测装备创新
体系初步建成，突破50种以上智能
检测装备、核心零部件和专用软
件，部分高端装备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产品质量明显提升。

智能检测装备是智能制造的
核心装备，与稳定生产运行、保障
产品质量、提升制造效率等息息
相关。近年来，智能检测装备需
求日益增加，加快推进智能检测
装备产业发展意义更加凸显。

行动计划提出，到2025年，智
能检测技术基本满足用户领域制
造工艺需求，核心零部件、专用软
件和整机装备供给能力显著提
升，重点领域智能检测装备示范
带动和规模应用成效明显，产业
生态初步形成，基本满足智能制
造发展需求。

我国农作物种质资源
精准鉴定取得新进展

新华社电 优异种质资源是
培育优良品种的关键前提。我国
自2021年启动农作物种质资源精
准鉴定工作以来，对首批 7.6万份
资源开展了基因型和表型鉴定，
挖掘出一批优异种质和基因并用
于育种创新。

这是记者23日从农业农村部
了解到的消息。

据了解，2021年，农业农村部
以查清国家库圃长期战略保存资
源的遗传多样性及可利用性为目
标，启动了农作物种质资源精准
鉴定工作，制订了总体方案和大
豆、玉米等48个分作物实施方案，
建立了“鉴定对象、方法标准、人
员队伍”三位一体工作机制，挖掘
出一批优异种质和基因。

农作物种质资源精准鉴定是
一项长期任务，需要久久为功。农
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今后要
聚焦稳粮扩油、提升单产等农业生
产急迫需求，重点挖掘高油高产大
豆、短生育期油菜、耐密宜机玉米、
耐盐碱作物等优异种质。依托优
势科研单位和企业，搭建一批国家
资源精准鉴定和基因挖掘平台，加
快信息化建设，实现精准鉴定和共
享利用同步推进，促进资源优势不
断向创新优势和产业优势转化。

就业市场再迎新机遇

97个数字职业新鲜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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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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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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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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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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集中在数字技术应用业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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