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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职业凸显经济新活力新职业凸显经济新活力
□ 赵鹏飞 王青青

第一次跑马拉松无所适从，
那就跟着适合自己速度的带跑

“兔子”控制节奏；电子竞技想要
快速入门，请个电竞解说员手把
手传授经验；不知道如何选购、
搭配衣服，身边有个陪购师来支
招。还有宠物美容师、无人机飞
手、体育经纪人、网络主播……
近年来，新职业如雨后春笋般出
现在人们生活中。专家表示，新
职业层出不穷，不仅是中国新业
态、新经济蓬勃发展的真实写
照，也从侧面反映出当前人们在
择业与就业观念上的多元化、自
主性趋向。

“脑洞大开”
“陪购师这一职业在欧美等

西方发达国家存在很久了，日本

是亚洲最早引进这一职业的国
家。”从事陪购师工作已经10年
的刘子郡介绍说，陪购师不只是
买买买这么简单。“我们要根据
顾客的肤色、五官、身材、气质以
及需求，设计一套适合的方案。
很多时候，准备工作耗费的时间
是陪购时间的两三倍。工作之
余，还要学习更多专业知识，了
解当下潮流动向，比如关注品牌
最新发布会、定期去商场做功课
等。”

陪购师这一行业收入颇
丰。刘子郡时薪高达 1000 元，
平均每周接待 2—3 名顾客，一
般每名顾客用时 3—4 个小时。
职场人士、政府公务人员、IT从
业者、相亲人群都是陪购师的客

户来源。
“虽然花费不菲，但长期顾

客都反映很值得，陪购师的服务
让他们的消费习惯更加经济和
环保。”刘子郡说。

除了陪购师，随着民用无人
机加快应用，优秀的无人机飞手
越来越吃香；根据某网络平台发
布的一份报告显示，网络主播正
在成为“95后”最向往的新兴职
业。

“新兴职业大量出现，是经
济活力迸发的体现。”中国就业
促进会原副会长陈宇表示，在经
济转型升级的大背景下，新兴职
业的出现与技术进步紧密相
关。“以智能手机为例，快速发展
的技术将手机从传统的通信工

具转化为个人数据中心乃至数
字移动互联平台，为更多新经济
新业态的发展创造了条件。”陈
宇说。

集中服务业
为何新兴职业大量出现在

服务业？
陈宇表示，中国经济正从生

产型主导向服务型转变。按照
人类生产活动的历史顺序和各
个行业的性质来划分，国民经济
可分为三大产业，即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这三大
产业当前已呈现出不同的发展
趋势。其中，第一产业、第二产
业朝着机械化、自动化、智能化
的方向发展，减员增效趋势明
显；第三产业服务业则呈现出增

员增质的趋势。这是因为服务
业与人们的生产生活联系密切，
往往有很多不容易被机器取代
的工种和岗位。不仅如此，越发
细分的市场需求，不断催生出很
多生机勃勃的新兴职业。因此，
服务业在吸纳、创造、扩大就业
方面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日益凸
显。

值得一提的是，过去中国出
现的一些新职业，在服务业比较
发达的欧美国家已比较常见，中
国是“追随者”。而近年来，随着
互联网新业态在中国的快速崛
起，随之催生网店设计师、网络主
播等大量新职业，中国正成为引
领者，引起其他国家的关注模仿。

改变就业形态
“毕业那会儿，体制内的稳

定工作很热门，我却没考虑
过”。“90后”大学毕业生郭旭峥
曾在一家大型企业从事市场运
营工作。半年后，他意识到自
己更想做“有创造性、能够掌控
的事情”，于是选择做一名自由
职业者，从事平面设计工作，主
要设计活动海报、线上活动的
平面素材等。“我觉得，就业更
重要的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能有自己创造的东西，而不是
仅仅盯着挣多少钱、是否稳定
或者前景多么可观。”

和郭旭峥一样，越来越多
“90后”“95后”在择业时追随自
己的兴趣爱好，做自己热爱和
擅长的工作，享受新的就业红
利。

“包括大学生在内的劳动
者更看重自身独立，而不把收
入作为唯一衡量标准。”陈宇认
为，择业标准无非需要考虑热
爱与否、擅长程度、社会需求和
收入水平。“80 后”“90 后”不再
像父辈那样看重社会需求和收
入水平，包括公务员、国有企业
等在内的稳定工作的吸引力在
下降。相反，热爱与否、擅长程
度成了他们择业的新标准。所
谓的“工作”，正从过去养活家
庭的生计来源，变成年轻一代
眼中自我定义、自我实现的方
式。

“新兴职业的出现进一步
改变了就业形态，冲击了传统
的雇佣关系。”陈宇认为，非全
时工作、灵活就业方式让人们
有了更多选择，也改变着人们
以往的观念。可能在很多人眼
里，这是非正式工作。但从目
前发展趋势看，这种工作方式
和劳动关系未来可能成为一种
社会常态。

新兴职业大量出现的同
时，一些传统岗位和行业正在
消亡或者被取代，整体就业环
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在陈宇
看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
定性作用。面对新的就业形
势，行业从业者要积极顺应市
场力量，找准需求定位，提升职
业技能，增强核心竞争力。

分析人士预计，不久的将
来，陪购师、平面设计师等一批
新兴职业会像医生、教师一样
常见，在为大众服务的同时，也
能申请相应的职称，成为专业
技术人才。

近日，第六届重庆大学建造季开幕。由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建筑学、城乡规划、风景园林3个专业的大一学生与重庆市部分中小学生组
成的28个代表队，用木材、竹子、PP板，在八个小时内搭出了充满想象力的奇幻建筑。重庆大学建造季是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结合“建筑设计
基础”课程教学中“材料建造”教学环节而举办的实践创新性活动，是建筑城规学院提升学生动手能力、深化本科教学改革的重要举措之一。

大学生科技报讯（熊旭 曾欢欢 李妍蓉）
计算机专业的学生能帮助看病？听起来不
可思议，然而因为人工智能的存在，这成为
了现实。近日，湖南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
院一学生团队成功提出一种针对糖尿病视
网膜病变（简称“糖网病”）的人工智能算法，
不到3秒便能诊断出结果，有望为糖网病的
筛查、诊断提供技术支撑。

随着生活方式的改变，糖尿病已成为全
球危害人类健康的重要流行性疾病之一。
在我国，约有1.1亿糖尿病患者。糖尿病的
最大危害是各种并发症，患者若不加控制有
八成患糖网病概率。糖网病作为 18-65 岁

年龄段居首位的致盲眼病，其失明风险比正
常人高25倍。

“定期眼底筛查可在早期发现糖网病的同
时对自然病程进行干预，减缓病情进展，降低
失明风险达94.4%。”团队成员奚子为、火生旭
告诉记者。“然而，2016年中华医学会第二十一
次全国眼科学术大会数据显示，我国还有20%
的县级医院没有眼科，眼科医师尤其是眼底专
业医师较少，与糖尿病患者比近1：3000。这些
使得定期筛查、早期发现难以实现。”

有关负责人告诉记者，该团队在湖南大
学信息科学专家荣辉桂、李肯立和湘雅二医
院眼科专家罗静等组成的导师团指导下发

现，在国家超算长沙中心强大的数据处理和
计算能力支撑下，一个深度学习算法能够发
现眼底照片中的糖网病迹象，从而实现自动
判片和辅助诊断。

“我们对 8 万多张眼底照片进行了测
试，结果表明，算法的表现已达到专业眼科
医生的水准，准确率为91%，耗时约为医生
人工诊断的三十分之一。我们希望能帮助
医生筛查更多的病人，减轻眼科医生的工作
强度，降低人眼判片的误差，尤其是在资源
有限的基层医院和社区医院中。同时，也希
望能为糖尿病的慢病管理以及精准防控提
供新的思路。”

湖大利用人工智能筛查糖尿病视网膜病变

大学生科技报讯（程皇坚 邓泽铭 王雨荻）
日前，教育部科学技术司正式发布了最新

《2017 年高等学校科技统计资料汇编》。
汇编数据显示，2016 年度全国 1760 所高校
共投入科技经费 1537 亿元，相比 2015 年
度，大部分高校 2016 年中国高校年度科技
经费保持增长，其中年度经费过亿元的高
校数量由 2015 年的 234 所增加到今年的
256 所。

汇编详细记录了2016年全国1804所高
等学校科技人力、科技经费、科技机构、科技
项目和开展国际科技交流等情况，以及与此
相关的高等学校科技活动产出情况。

从全国范围看，年度科技经费超过 20

亿元的有17所高校。其中清华大学的年度
科技经费高达 51.68 亿元，排名全国第一。
浙江大学以44.20亿元位居全国第二。中山
大学以39.03亿元位居全国第三，相比去年
大幅增加19.73亿元，排名也从去年的第14
位上升到第3位。上海交通大学以36.56亿
元位居第四。复旦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同
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
科学技术大学都进入了全国前十。北京理
工大学、华南理工大学、天津大学、哈尔滨工
业大学、西北工业大学、四川大学、东南大学
年度科技经费都超过了20亿元。

高校类型不同，科技经费也存在较大差
异。按学校规格分，“211”及省部共建高校

校均经费高于其他类型高校；按学校隶属
分，部委院校校均经费高于其他类型高校；
按学校类型分综合性大学和工科大学平均
经费高于文科类大学。

分地区看，经济越发达的地方高校科技
经费也较多。北京地区47所高校科技经费
总和达231亿元，全国排名第一。从高校中
的教学与科研人数看，北京市最多，达到
75689 人，江苏省第二，有 75564 人，其次是
广东省、山东省。

从增长率来看，今年经费超 1 亿元的
256 所高校中共有 184 所保持正增长，占比
达到71.88%。其中位于重庆市的长江师范
学院年度科技经费增长率最高，达到537%。

教育部发布年度科技经费排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