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香港文
匯報記者從22日舉行的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發布
會上獲悉，截至6月底，內地養老保險基金投資運
營規模2.55萬億元，較上一季度增長0.15萬億元。
下一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將持續推動擴大基
本養老保險基金委託投資規模，研究進一步規範基
本養老保險基金投資運營信息報告和信息披露制
度。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政策研究司司長、新聞發

言人崔鵬程介紹，今年上半年延遲法定退休年齡改

革平穩實施，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全國統籌穩步
推進，新就業形態人員職業傷害保障試點範圍擴
大，截至6月底，試點省份累計參保1,234萬人。退
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水平進一步提升，城鄉居民養老
保險基礎養老金標準調整工作扎實推進。
數據顯示，截至6月底，全國基本養老、失業、

工傷保險參保人數分別為10.71億人、2.45億人、3
億人。上半年三項社會保險基金總收入4.53萬億
元、總支出3.89萬億元，6月底累計結餘9.83萬億
元，基金運行總體平穩。

據悉，下一步，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將穩步推
進養老保險全國統籌、延遲法定退休年齡等改革。
協同相關部門推進落實個人養老金政策措施。還將
做好養老金調整工作。及時足額發放社保待遇。此
外，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還將持續加大基金監管
力度。持續推進社會保險基金管理鞏固提升行動。
優化完善社會保險基金監管系統，指導地方利用系
統常態化開展數據篩查。持續推動擴大基本養老保
險基金委託投資規模。研究進一步規範基本養老保
險基金投資運營信息報告和信息披露制度。

養老保險基金投資規模擴至2.55萬億元

內地增59新職業工種 涉AI低空經濟
呈現三「新」特點：新技術驅動 新業態催化 新消費孕育

香港文匯報記者從22日舉行的人力資源

和社會保障部發布會上獲悉，中國第七批

新職業正式發布，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

遴選確定了17個新職業、42個新工種信

息，其中不少涉及人工智能及無人機產

業。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新興技術的快速

發展和深度應用，正在加速賦能千行百

業。而低空經濟作為新興產業，無人機是

低空經濟領域增長最為顯著的賽道之一，

相應崗位需求也在持續增加。17個新職業

和42個新工種的公布恰逢其時。人力資源

和社會保障部職業能力建設司副司長王曉

君表示，今次發布的新職業和新工種，主

要特點體現為新技術驅動、新業態催化、

新消費孕育3個「新」。

●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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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了解，此次新公布了跨境電商運營管理師、
無人機群飛行規劃員等17個新職業，42個

新工種則包括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統測試員、生成
式人工智能動畫製作員、消防救援無人機操控員
等（見表）。王曉君表示，今次發布的新職業和
新工種，主要特點體現為三個「新」。

新質生產力創造就業新賽道
首先是新技術驅動。人工智能、大數據等新
興技術的快速發展和深度應用，催生了大量數
字新職業、新工種。此次發布的生成式人工智
能動畫製作員新工種，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技
術為動畫製作市場注入人力資源新動能。還有
此次發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統測試員，和之
前發布的人工智能訓練師、數字孿生應用技術
員、雲網智能運維員等，這些都是在新技術浪
潮中應運而生的。
其次是新業態催化。新業態的發展正在深刻重
塑就業市場，催生出一批兼具技術含量與時代特
色的新職業、新工種。據有關方面數據，截至
2024年底，全行業無人機擁有者註冊用戶161.9
萬個，全行業註冊無人機共217.7萬架，均比上
年底增加了一倍。隨着無人機規模快速擴大、應
用場景不斷拓展，相關崗位需求持續增加。此次
發布的無人機群飛行規劃員新職業，主要從事無
人機群飛行路線規劃、飛行計劃與飛行任務制
訂、飛行現場管理等。這些職業吸引了很多懂技
術、有創意的年輕人。

高品質生活催生就業新空間
第三是新消費孕育。人們對生活品質、健康管
理、精神文化、個性化服務需求日益增長，新消
費催生新的職業。例如室內環境治理員、睡眠健
康管理師、旅拍定製師等。這些新的職業和工種
扎根不斷變化的消費市場，集中於現代服務領
域，越來越多的從業者在其中挖掘新機遇，尋找
新的就業創業機會。

部分領域人才缺口依然大
新職業和新工種創造出更多高質量的就業崗
位，讓勞動者有了更廣闊、更多元的職業發展路
徑。總的看，很多新職業的崗位需求和人才供
給，都在快速增長。但是，一些領域人才缺口依
然較大。新職業發布後，人社部還將會同相關部
門制定職業標準和評價規範，加強新職業培訓和
評價工作，引導人才培養和市場需求對接、與社
會發展同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關於上
半年的就業情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政策研究
司司長、新聞發言人崔鵬程在發布會上表示，上半
年全國城鎮新增就業695萬人，完成全年目標任務
的58%。上半年中國就業形勢總體穩定。6月份全國
城鎮調查失業率為5.0%，與去年同期持平。人力資
源和社會保障部聚焦支持企業發展，政策助力穩崗
擴崗。從失業保險來看，上半年降費率為企業減少
用工成本超過900億元（人民幣，下同），向參保

企業發放穩崗資金62億元，支持培訓等促就業支出
113億元。
談到高校畢業生就業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

就業促進司副司長陳勇嘉表示，部門將全力以赴，
持續挖掘崗位資源，提供不斷線、有溫度的就業服
務，促進高校畢業生等青年早就業、就好業。將對
登記求職的未就業畢業生，建立實名台賬。另外，
前期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已會同有關部門先後出
台了數字人才、養老服務、家政服務、長期照護等

專項培訓文件，接下來將繼續支持或會同其他行業
部門出台專項培訓計劃，加強行業緊缺技能人才培
訓供給。
另據介紹，上半年，企業工資宏觀指導調控持續
優化。截至6月底，全國共有8個省份上調了最低
工資標準。此外，2024年度企業從業人員工資價位
信息已發布，新增發布12個數字職業工資價位，
為企業和勞動者協商確定工資水平提供了信息參
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曉芳 北京報道）國新
辦22日舉行高質量完成「十四五」規劃系列主題
新聞發布會介紹「十四五」時期殘疾人事業發展
成就。香港文匯報記者獲悉，「十四五」期間，
推進無障礙科技賦能創新應用加快發展，殘疾人
參與社會生活更加便利。通過互聯網應用適老化
及無障礙改造專項行動，使3,000多家網站和手機
App已完成改造。此外，困難重度殘疾人家庭無障
礙改造完成128萬戶，超額完成既定任務目標。

多地啟用聽障人士呼救小程序
中國殘聯副主席、副理事長李東梅在發布會表
示，通過開展互聯網應用適老化及無障礙改造專
項行動，目前有3,000多家網站和手機App完成了
改造，語音識別、文本轉換等功能上線。更多電
視節目加配了字幕和手語。多地開展了藥品說明
書適老化及無障礙改革試點，目前已經有1,543

個藥品參與試點。相關企業公益無障礙導航已覆
蓋了69座城市，聽障人士呼救小程序和120報警
平台在多地啟用，智能化公交出行服務系統逐步
推廣。
據了解，困難重度殘疾人家庭無障礙改造完成
128萬戶，超額完成110萬戶的既定任務目標。設
立國家無障礙環境展示館，開展無障礙認證宣傳
活動。各地殘聯建立無障礙督導隊伍，截至2024
年底督導或促進員達20,608人，其中殘疾人9,458
人。上述措施推進無障礙督導宣傳廣泛開展，無
障礙文明理念更加深入人心。

殘疾人職業培訓超217萬人次
中國殘聯主席程凱在發布會表示，「十四五」
時期，殘疾人家庭年均純收入持續增長，2020年
至2023年年均增速超過了6.9%，與國內生產總
值的增長基本同步。接受職業培訓的殘疾人超過

217萬人次。殘疾人參加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
險、基本醫療保險的參保率穩定在90%和95%。
截至到2025年 6月，殘疾人兩項補貼分別惠及
1,188.4萬困難殘疾人和1,640萬重度殘疾人。此
外，1,050萬殘疾人納入最低生活保障，981萬殘
疾人獲得參保資助。
他指出，「十四五」期間，全國已經就業的殘
疾人達到了901萬，城鄉新增殘疾人就業累計達
到231萬，三年行動計劃也完成了164.8萬的新增
殘疾人就業，越來越多的殘疾人進入到互聯網平
台等新形態就業，一批殘疾人技術能手在國內外
技能大賽中取得好成績。
程凱還透露，殘疾兒童義務教育入學率已經實

現了97%，全國中等職業教育在校殘疾學生快速
增長，在校生現在有7.58萬，普通高中在校殘疾
學生5.98萬，「每年都有3萬多名殘疾人走進大
學，在校的殘疾大學生超過10萬。」

無障礙科技便利殘疾人 逾三千網站手機App完成改造

新職業新工種一覽
新職業（17個）
●檢驗檢測管理工程技術人員、養老

服務師、跨境電商運營管理師、無
人機群飛行規劃員、裝修管家、工
傷預防諮詢師、電子電路設計師、
室內環境治理員、家政服務經理
人、電力可靠性管理員、電力聚合
運營員 L/S、農村集體經濟經理
人、代用茶加工工、咖啡加工工、
碳纖維製品成型製作工、鐵氧體磁
體製造工、鋼結構裝配工

新工種（部分）
人工智能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統應用員

S」職業下增設「生成式人工智能
系統測試員」工種

●在「動畫製作員」職業下增設「生
成式人工智能動畫製作員」工種

智慧科技
●在「消防員」職業下增設「特種救

援員」「森林滅火員」「森林消防
裝備維護員」「消防救援無人機操
控員」等4個工種。

●在「物流服務師 L」職業下增設
「智慧倉運維員」工種

●在「機械加工材料切割工」職業下
增設「機器人切割設備操作工」工
種

●在「焊接設備裝配調試工」職業下
增設「焊接機器人工作站裝配工」
工種

消費新業態
●在「商業攝影師」職業下增設「旅

拍定製師」工種
●在「寵物馴導師」職業下增設「服

務犬馴養師」工種
●在「健康管理師」職業下增設「睡

眠健康管理師」工種
●在「鑒定估價師」職業下增設「黃

金鑒定估價師」工種
來源：綜合記者江鑫嫻及新華社

上半年全國城鎮新增就業695萬人

新職業新工種不斷湧現，折射出消
費新需求、市場新變化，展現了社會

的活力與蓬勃生機。首都經濟貿易大學勞動經濟學院副
教授、中國新就業形態研究中心主任張成剛表示，新職
業發布制度的核心意義在於動態識別經濟社會發展中對
新技能的需求，提升勞動市場響應速度。將新職業正式
納入國家職業分類目錄，不僅有助於相關職業在教育培
訓、職業評價、就業統計等環節實現制度化認定，也有
利於提升其社會認可度和職業吸引力。

鼓勵企校聯合培養人才
與前兩年相比，今次發布的新職業數量保持穩定，但新

工種明顯增加，多達42個，是近年來數量最多的一次。人
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相關人士表示，這說明前些年認證的
新職業比較準確，呈現了良好發展的趨勢。同時隨着新技
術得到更廣泛深入的應用，原有職業的內涵更加豐富，分
工更加細化。張成剛分析稱，新職業的湧現源於技術革命
驅動生產力進步、綠色轉型改變產業邏輯、消費需求提升
服務專業化等，也支撐了新業態發展，如跨境電商運營管
理師體現出中國外貿轉型的現實需要。

關於未來發展，張成剛建議，為釋放新職業的活力，
應加大新職業宣傳力度，推動職業教育與培訓體系改
革，加快建設與新職業匹配的技能認證機制，鼓勵企
業、平台、高校等聯合培養新職業相關人才，實現人力
資本與技術進步的雙輪驅動。還要健全新就業形態下的
權益保障制度，特別是在社會保險、勞動關係確認等方
面加強制度供給，以構建更加公平、包容的勞動市場環
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專家解讀

加快技能認證 提升新職業吸引力

●逾三千網站手機App完成無障礙改造。圖為早前，
一名聽障人士在使用無障礙溝通系統。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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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發布17個新職業、42個新工種信息，其中不少涉及人工智能及無人機產業。圖為一名年輕無人機群飛行規
劃員正在調試無人機。 網上圖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