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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灵活就业者接近 2亿人。 其中，大学毕业生占据相当比例，人数持续攀升———

大学生灵活就业如何另辟蹊径、向阳生长

探方向：保障 + 引导，激活一池春水
“成立公司 、有可观的收入 、

买套公寓房……” 毕业于北京联
合大学计算机专业的薛海鹏 ，在
顺利完成一个大型企业网页设计

项目后， 感觉离人生目标更近了
一步。 虽然有听力障碍，但这并未
妨碍他规划人生： 凭借专业所学
和两年的互联网从业经验， 从知
识技能服务网站“打零工”接单开
始 ，逐渐增加收入 、积累口碑 ，再
成立商铺、筹建公司。

采访中， 不少青年表示灵活
就业并非 “脑子一热 ”，而是从大
学期间就有所准备或者已开始创

业。 张成刚提示，择业者如果没有
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和市场意

识，很容易迷失自我。 这就要求学
校就业指导中心引导学生及时做

好职业规划，树立正确择业观。 学
校还应在专业设置、 培养方案上
统筹安排， 适应灵活就业发展的
趋势与需求。

记者注意到， 大部分灵活就
业者每月收入不稳定， 一般按照
接单或项目来分配薪酬， 很容易

因为薪酬体系设计不标准而产生

同工不同酬及工资纠纷等问题 。
李长安提醒， 大学生要对劳务合
同及相关法律有所了解， 增强法
律意识、保障自身权益，劳动仲裁
部门需对这些新问题足够重视。

社会保障是受访者普遍关注

的问题。 朱迪的调研显示，在近 1
万位从事直播、 外卖配送等职业
的青年中，有 25%的受访者表示没
有任何社会或商业保障。 不难发
现， 从业者与用工平台劳动关系
边界模糊、 城乡户籍限制、“跨平
台、多雇主”等情况成为社保不健
全的影响因素。

对此， 受访专家呼吁构建一
种适应灵活就业模式的新型社保

体系， 由政府筹建并提供财政补
贴， 劳动者及与之有劳务关系的
企业分别缴纳一定资金。 马亮还
建议， 推动相关政府部门之间数
据共享， 加强政府同企业用工社
保数据对接， 用平台型社会保障
解决平台经济遇到的难题。

实际上 ，相关政策的 “春风 ”

早已吹起：《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支
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意见》 及多
个中央部委联合发布 《关于支持
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激活消费

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意见》，为灵
活就业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 。
近日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

上， 相关负责人从降门槛、 强扶
持、优服务、促孵化四个方面强调
“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 为从业
者吃下一颗“定心丸”。

在顶层设计引导下， 地方探
索愈见明朗。 马亮告诉记者：纵向
看，不少二、三线城市成为灵活就
业者的流入地，为人才认定、落户
开通了绿色通道， 并在优化营商
环境、推动政策落地方面下功夫；
横向看，规范竞争机制、完善行业
监管 ，严格治理 “劣币驱逐良币 ”
的现象， 为灵活就业提供了充分
保障。

“新事物、新模式势必有其发
展规律， 相关部门与社会舆论应
该以包容的心态‘晓之以理、导之
以行’， 让择业者可以另辟蹊径、
向阳生长， 最终实现社会发展红
利的共创与共享。 ”李长安说。

（据《光明日报》）

凌晨 2 点， 某网络平台助农专场直播间
内仍灯火通明， 镜头前的安秋金一身标志性
打扮：齐眉刘海、黑墨镜，亮眼的橙色围裙系
在宽松黑衫外。 此时，这个 24 岁的小伙子已
直播 10 余个小时，但在与果农的现场连麦中
还是妙语频出，毫无倦意。

2018 年， 安秋金从厦门大学嘉庚学院毕
业后，成为一名美食视频创作者。 随着线上经
济兴起，网络写手、短视频制作者、网约配送员
等岗位已逐渐成为大学生就业的“蓄水池”，安
秋金们如同激荡而起的朵朵浪花，怀着梦想奔
向自己的星辰大海。 这些青年过着怎样的生
活？ 灵活就业何以成为一种现象？ 就业者如何
爬坡过坎才可向阳生长？

画群像：有勇气追梦，敢尝试创新
与安秋金类似，95 后刘宁儿从中国传媒大学

毕业后也选择了一份“不那么传统”的职业———电

竞主持人。 镜头前的她谈笑自若，镜头后的她不断
为此付出努力：每天上午 10 点练舞、健身，中午 1
点开始做功课、练解说，4 点直播直至凌晨左右。每
月会给自己放一两天假， 但赶上赛季就得频繁奔
波于不同城市之间。 她说：“这份工作鲜活、有趣，
内心的热爱支持我不断走下去。 ”

网络文学作者吴梦炜的状态与刘宁儿不同。
毕业于南昌理工学院电子信息工程专业的他，“跨
界”开启了“以梦为马，执笔走天涯”的生活：每天
晚上工作 5 小时~6 小时， 更新小说 4000 字~6000
字。如果中途休息一天，就会择机补上。 “平时比较
宅， 喜欢在夜深人静时伏案码字。 但坐久了会发
胖。 ”吴梦炜笑谈自己的生活常态。

自由、热爱、梦想，是几位年轻从业者一致的
内心诉求。 那么，如何界定“灵活就业”概念？ 这个
群体具有哪些特征？

多位专家认为： 灵活就业岗位与互联网经济息
息相关，一般指自雇的、临时性的或非正规的就业模
式，其灵活性体现在工作形式、时长、劳动关系等方
面，基本可分为非全日制就业、个体工商户、新就业
形态三种。 与自由职业相比， 灵活就业涵盖范围更
广，可以是“打零工”，也可以是自主创业，不一而足。

基于多年调研 ，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新
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主任张成刚描绘了这样一幅

“群像”：就业者以 95 后 、00 后为主 ，普通本科和
高职院校毕业生占比较大 ， 多为主动择业或将
其作为创业 、二次就业的 “跳板 ”，同等条件下比
传统岗位从业者收入略高 。 他们具有一定的自
主性 、创造性 ，能够根据市场需求快速响应并进
行改变。

受访专家表示， 部分省份选择灵活就业的大
学毕业生人数呈上升状态： 以江苏省为例 ，2017
年 、2019 年全省毕业生总量分别为 55.6 万人和
56.2 万人， 年终灵活就业率分别为 2.5%、2.9%，增
长约 2500 人。据麦克思研究院《中国本科生就业报
告 2020》显示，2014 届本科毕业生半年内自主创业
占比 2%，毕业 5 年内则上升至 4.8%。 伴随毕业时
间的延长，其自主创业比例持续上升。

从用人需求看，由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
发布的《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1）》显示，2020
年中国企业采用灵活用工比例约 55.7%，比 2019 年
增加约 11 个百分点， 近 30%的企业打算稳定或扩
大灵活用工规模。 “互联网经济开辟的新蓝海正为
有意投身灵活岗位的年轻人创造更多与之匹配的

岗位平台”，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
朱迪说。

寻原因：融入数字时代，追求自我价值
暮色已沉，两三碟菜上桌。 父

女二人相对而坐，吃饭间聊着一天
的家常琐事。这种再普通不过的农
家生活， 被 95 后王晓楠剪辑成了
“家人对坐，灯火可亲”的画面。 几
年前， 为了照顾身患肾病的父亲，
毕业不久的王晓楠辞职回到河南

滑县大寨乡，成了一名短视频制作
者。 乡土生活给了她创作的灵感，
使她找到了自己的职业方向。

朱迪曾对青年择业展开调

研，她发现，有很多像王晓楠一样
的青年渴望在工作、 生活与家庭
间寻找平衡， 灵活就业岗位为满
足这种需求创造了可能。 此外，年
轻人向往自由、 希望掌控人生的
观念也成为灵活就业受青睐的内

驱力。 很多情况下，灵活就业并非

无奈之举， 而是实现自我价值或
为创业积累经验的主动选择。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

略研究院研究员马亮等专家认

为， 数字技术的革新带动了共享
经济 、线上经济的发展 ，云客服 、
短视频、 在线教育等内容平台为
灵活就业创造条件 ， 在时间 、空
间、 形式上拓展了大学生择业的
外延，丰富了供给端的就业岗位。

对外经贸大学教授李长安分

析认为， 在我国经济发展向高质
量迈进的过程中， 势必有发展方
式、 经济结构方面的转变。 一方
面， 以传统固定工为主要特征的
就业市场发生变化；另一方面，高
素质、 高技能劳动者的社会需求
增多， 其他劳动者的就业份额随

之减少。 因此，在今年高校毕业生
达到 909 万人的情况下，面对激烈
的就业竞争，向着高技能自我提升
是一种方式，灵活就业也不失为另
一种可行的通道。

在这条通道上， 无论是身处上
海的刘宁儿，还是位于厦门、南昌的
安秋金和吴梦炜，或是安居大寨乡的
王晓楠，“一张大网”为身处异地的他
们拓展了就业形式， 并带来可观收
入。 张成刚分析称：“在国家推行‘就
业优先’的宏观背景下，灵活就业有
利于人力、信息资源在区域间合理流
动与配置，便于三、四线城市吸引劳
动力就业，为‘小镇青年’发展开拓空
间。一些返乡创业的青年为乡村振兴
积蓄力量，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城乡发
展的差距。还有部分青年通过灵活就
业‘试水’，之后成立工作室并注册公
司自主创业，这些都为创新创业培育
了新动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