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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年轻人“脱虚向实”，既有面对激烈
就业竞争的转换和调整，更有对制造业数字
化智能化发展前景的认同和期待。

“毕业生日趋青睐和就业意愿增强的，是
先进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尤其是新能源、
集成电路、工业自动化等行业的头部企业。在
这些行业和企业中，相对于传统制造业，他们
想去的是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建设、管理、
运维相关岗位。”猎聘副总裁把冉表示。

近两年来，我国持续推进制造强国建
设，高技术制造业投资连续保持两位数以上
增长。在把冉看来，电气机械、汽车、电子及
通信设备等一批技术含量高、韧性强的新产
业崭露头角，不少年轻人从中看到了就业新
选择、发展新空间。

去年毕业于合肥学院的李志强告诉记
者，在入职合肥某车企的一年间，眼见自己
所在部门从几十人迅速扩充至一百多人。
就在不久前，新能源汽车销量进入“全球前
十”的比亚迪，在全国招录了 3.18万名 2023
届毕业生。

在另一个就业热门赛道光伏行业，龙头
企业西安隆基绿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人力
资源部副总经理马福海介绍：“公司业绩持
续较快增长，用人需求特别是工程师需求不
断增加。2023届校园招聘超过 9000人，占
比较去年增长50%。”

催生就业新增长点的同时，新产业新技
术新模式带来的良好薪资待遇和职业前景，
也让不少年轻人“心动”。

猎聘大数据显示，招聘人数最多的 10
个新赛道中，有8个招聘2023届毕业生平均
年薪超过了 15万元；“含金量”最高的智能
制造、AIGC、AI大模型 3个赛道，招聘毕业
生平均年薪分别为 33.02万元、30.36万元、
27.99万元。

在我国已建设近万家数字化车间和智
能工厂的背景下，一些年轻人对制造业的印
象也在改变。

格兰仕中山工业 4.0基地内，机电工程
师唐智正在负责一条由17个机器人设计安
装的生产线。“我们团队中‘95后’占主力军，
大家干劲都很高。”他说，“制造业不像大家
想象中那么无趣，它涉及的领域很广，可以
尽情发挥年轻人的创意和价值。”

产业“新风口”，打开就业新空间

稳工业增长：
有信心、有条件促进工业经济回升向好

问：如何看待当前工业经济形势，稳工业具
备哪些基础和条件？

答：今年以来，各地区各部门落实落细系列
稳增长政策“组合拳”，着力优化供给、扩大需求、
增强动能、帮扶企业，工业经济稳步恢复。

从量来看，工业生产稳定增长。截至目前，
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量达47.8万家，比2022年底
增加 2.6万家。前三季度，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同比增长4%，9月同比增长4.5%。

从质来看，产业结构持续优化。前三季度，
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
值比重分别达到15.3%、32.9%。上半年，45个国
家先进制造业集群主导产业产值合计超过 10万
亿元。1至9月，178家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实现工业总产值23.5万亿元。
从势来看，积极因素不断累积。9月份，六成

以上工业行业保持增长，10个工业大省规模以上
工业增加值增速均超全国平均水平。制造业企
业的信心和预期逐步增强。

总的看，工业经济处于恢复增长和转型升级
的关键期，机遇和挑战并存。我国工业体系全、品
种多、规模大，产业韧性强，升级发展潜力大，一系
列稳增长“组合拳”正加力显效，全国新型工业化
推进大会召开，为工业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四
季度，我们有信心促进工业经济进一步回升向好，
为推动经济运行整体好转提供有力支撑。

助中小企业：
帮扶和发展并举推动加快复苏

问：当前中小企业运行态势如何？将采取哪
些措施助力企业发展？

答：我们坚持“两个毫不动摇”，坚持管理和
服务并重、帮扶和发展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加快
复苏。前8个月全国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费超
1.15万亿元，中小企业是主要受益群体。目前，
已累计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10.3万家、“小巨
人”企业1.2万家。

总体看，中小企业运行多项关键指标回升向好。
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营业收入、利润总额均实现由
降转增。9月，小微企业用电量同比增长9.4%；中小企
业采购指数为50.6%，连续2个月回升。但也要看到，
当前中小企业生产经营仍有不少困难，订单不足、成
本上升、回款困难等问题依然存在。

工业和信息化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地方加大
工作力度，重点抓好四方面工作。

一是营造公平竞争环境。深入贯彻《中共中
央 国务院关于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壮大的意见》，
全面落实中小企业促进法。严格执行《保障中小
企业款项支付条例》，集中化解一批拖欠企业账
款，推动各类惠企政策落地生效。

二是支持专精特新发展。研究出台促进专
精特新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开展
促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创新携手行动和中央企业
产业链融通发展共链行动，带动专精特新企业参
与国家重大工程项目。

三是强化精准高效服务。出台健全中小企

业公共服务体系的指导意见，深入开展“一起益
企”行动，搭建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帮助
企业找订单、降成本、育人才、解难题。

四是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发挥双多边中小
企业合作机制作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服务平
台，支持中小企业用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

锻造新优势：
紧扣高质量，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问：将采取哪些措施推进制造业数字化、智
能化、绿色化发展？怎样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
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答：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是新型工业化的
鲜明特征、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要方向。我们将
针对重点行业、重点领域制定数字化转型行动方
案，突出人工智能这个关键变量，以智能制造为
主攻方向，推进人工智能全方位、深层次赋能新
型工业化；以数字基础设施为关键底座，继续适
度超前建设 5G、千兆光网等新型信息基础设施；
以“智改数转”为重要抓手，打造一批 5G工厂和
数字化转型企业标杆，推动工业大数据分类分级
开发利用，营造良好生态。

我们要牢牢把握推进新型工业化这一关键
任务，着力补齐短板、拉长长板、锻造新板，提高
先进制造业水平，为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提

供坚实支撑。
一是改造升级传统产业。实施制造业技术

改造工程，依法依规、稳妥有序淘汰落后产能、化
解过剩产能，制定出台加快制造业绿色化发展的
政策措施，让传统产业“老树发新芽”。

二是巩固提升优势产业。在轨道交通装备、
新能源汽车等已形成规模和技术优势领域继续
强链补链。深入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
技术装备攻关工程，高水平建设国家制造业创新
中心，加速科技成果工程化和产业化。

三是培育壮大新兴产业。聚焦 5G、先进计
算、智能网联汽车等领域，系统推进技术创新、规
模化发展和产业生态建设，加强重点行业生产能
力、投资等监测预警，防止低水平重复建设。

四是前瞻布局未来产业。制定实施未来产业
发展行动计划等政策文件，瞄准人工智能、人形机
器人、元宇宙、6G等领域，促进形成新质生产力。

五是推进产业集群化发展。围绕国家区域
重大战略和重点产业链创新发展，优化国家高新
区布局，实施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专项行动，提
升先进制造能力。

我们将坚持开放发展理念，支持更多优势企
业“走出去”，更大力度引导外资投向先进制造业
和高新技术产业，在新型工业化进程中收获更多
发展成果。 据新华社电

筑牢“压舱石”锻造新优势，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
——访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金壮龙

年轻人为何悄然转向制造业？
——就业新趋势折射产业新动向

年轻人向哪里走，一直以来都被看作产业发展的风向
标。招聘机构数据显示，高校毕业生到制造业就业的意愿
持续提升。不少制造企业收到毕业生简历数量明显增加，
一些先进制造业企业更是成了就业市场的“香饽饽”。

年轻人为何从“逃离制造业”转为“投身制造业”？人
才流动潮汐背后有哪些产业更迭与变化？

10月 25日，上海秋季最大规模毕业
生招聘会在上海第二工业大学举办。
1325家招聘单位近半数属于高新技术企
业，吸引了约 2.5 万名毕业生前来求职。
在国资和“专精特新”专区，每家企业摊位
前都排起了长队。

“主要奔着代表未来的朝阳行业、科
创企业，比较有潜力，薪资待遇也不错。”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能源与材料专业研三
学生小袁投出多份简历，还现场完成了一
家心仪企业首轮面试。

与全国一样，上海2024年高校毕业生
规模将继续增加。压力之下，不少毕业生
选择早动手、广开路，将眼光更多投向前
沿行业和高科技领域。

猎聘大数据显示，截至 4月末，2023
届应届毕业生投递人数增长最快的十大
行业赛道中，智能制造、AIGC（生成式人
工智能）、AI大模型排名前三，同比分别增
长303.12%、297.27%、235.25%。

从投递行业的占比变化看，互联网、房
地产行业分别从2021届的28.92%、12.86%
下降为2023届的19.39%、7.85%。而机械
制造从 2021届的 4.47%上升为 2023届的
9.14%，在15个行业中上升趋势最明显。

“这几年我们也感受到大学生到制造
业就业的意愿在回升，在校招中收到的简

历数量明显增加，2023届突破了1万份。”
陕西汽车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组织部
部长孙丕武说，这一方面是毕业生顺应大
环境变化，求职路径更加多元；另一方面
显示出迈向中高端的“新制造”，对年轻人
的吸引力在提高。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就业指导服务中
心主任张博告诉记者，该校2023届毕业生
中有 1266 人进入制造业就业，占比达
26.64%，为历史最高值。

瞄准“高精尖”
制造业成为大学生就业新选择

大学生的回流，无疑壮大了制造业人才
队伍，有利于激发创新活力。不过，不少企
业反映，目前的人才供给仍不能满足企业智
能化、数字化发展所需。随着制造业转型升
级加速，人才短缺的问题将会更加突出。

一些制造企业直言，现在来求职的大学
生很多，但要从中招到想要的人才不容易。
即便学的是相关专业，但知识结构和技术认
知都与企业所需有差距，交叉复合型人才更
是比较少。

“最需要高水平的工程师，这一岗位我
们曾经招聘半年都没遇到合适人才，各家都
在抢。”吉利集团所属雷神动力智能微米工
厂总监廖长青感慨地说。

东方汽轮机叶片分厂副厂长曾敬平也

表示：“叶片生产线建成‘无人车间’后，仍需
要少量技术运维人员。我们想要既掌握机
械加工、数控等实操技能，又懂电气技术、信
息技术等基础知识的人才，这也是制造业转
型中最紧缺的人才。”

按照《产业数字人才研究与发展报告
（2023）》，我国数字化人才总体缺口约在
2500万至 3000万左右。为强化职业指引、
提高人才供给，2022年修订后的国家职业
分类大典，首次标注了 97 个数字职业，新
增“数字技术工程技术人员”小类 13个新
职业。

“我们正在加快推进数字技术工程师培
育项目，重点围绕智能制造、大数据、区块
链、集成电路等相关新职业，每年培养培训

数字技术技能人员 8万人左右。”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司长李金
生介绍。

各地也在加强人才供需双方精准对
接。2023年以来，已有安徽、云南、湖南、贵
州等多省份发布了制造业、重点产业紧缺人
才需求目录，有利于人才流动，也将推动释
放就业潜力。

多家高校也紧随产业发展新方向、新技
术、新趋势，尝试深度推动产教融合，通过一
系列方式方法把技能、认知“前置”，促进人
才供需更加匹配。可以预见的是，随着更多
年轻人成长为市场真正所需人才，“制造业
招工难”和“青年就业难”的结构性就业矛盾
将得到有效缓解。 据新华社电

加大紧缺人才培养力度，挖掘更多就业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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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成渝地区2024届普通
高校毕业生数智行业双选会在重庆永
川举行。 新华社发

日前，技术人员在领克汽车宁波余
姚工厂总装车间工作。 新华社发

今年以来，应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和风险挑战，我国工业总体延续稳步恢复态
势。实体经济展现出的韧性与潜力，为稳定宏观经济基本盘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体和增长引擎，四季度经济运行对实现全年目标任务至关重
要。如何巩固恢复向好态势？怎样培育持久竞争力？工业和信息化部党组书记、部长
金壮龙接受了新华社记者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