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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底，新版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
典》（以下简称 《大典》） 在历时近5年的修订后正
式颁布。与 1999年的第一版相比，新版 《大典》 取
消894个职业，新增347个职业，一些同一名称的职
业在具体职能定位、考核标准方面也都有所改变。

16 年时间过去，中国经济经历了高增长、进入
了新常态，产业结构和 20 世纪末相比已大不相同。
尽管 《大典》 的修订需要调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
力，且周期较长；但在笔者眼里，无论何种原因，
都应当让“职业名录”尤其是“正规的职业名录”
及时更新，跟上产业发展的脚步。

诚然，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产业的更替会自
然而然地带来岗位、工种的变化。朝阳产业会诞生
炙手可热的职业，而夕阳产业则让过去风光无限的
工作走向没落。但是，这种自然更替并不意味着国
家可以置身事外，不参与全国各产业的职业分类、
标准制定、技职培训体系，任由各种职业在“丛林
法则”下自生自灭。

实际上，《大典》的出版及修订就证明了国家对
职业分类的重视。通过系统的分类及解释，现有的
每一项职业都拥有了明确的要求，做什么、怎么
做、达到什么条件可以做都有了一定之规。就连如
何安排这些职业的培训课程、如何在职业学校设置
对应专业，都可以按照“职业分类名录”来具体操
作。

但是，如果没有及时调整的“职业名录”，许多
伴随产业新生的职业就变成了“黑户”，虽然有人做
着这样的工作，但没有获得“合法证明”，就谈不上
它是否有标准的操作流程、相应的保障措施，以及

广受认可的职业标准等等。例如已存在多年的“快递员”，就算每天与大家
“亲密接触”，却在新《大典》出台前不受承认，无法享有“合法职业”的待
遇，也没有“资格证”与技职学校直接培养的“准员工”。

反之，许多随着科技进步已走向消亡的职业，像话务员、BP机寻呼员、
凸版凹版制版工，尽管它们的从业者基本不复存在，但只要还存在于国家发
布的“职业名录”中，就仍然有可能继续保持职业标准、从业资格考试、技
职院校专业设置。如此一来，滞后于产业发展现
实情况的职业分类对于劳动者选择就业就会形
成误导，也不利于国家形成具有前瞻性、指导性
的现代职业体系。

所幸的是，政策制定者们一直在调整“职业
体系”，让它们紧跟产业的脚步。211项职业资格
认定的取消、新 《大典》 的出台，以及 《大典》
修订工作委员会相关负责人对“未来要密切跟踪
职业活动领域的新发展新变化，动态了解和掌握
新职业发展情况，建立新职业发布制度，定期发
布新职业信息”及“建立职业分类动态更新机
制，对 《大典》 进行及时调整和补充完善”的
承诺，都让我们有理由相信，与产业发展相适应
的“现代职业体系”正在中国逐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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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底，人社部会同国家质检总
局、国家统计局启动《大典》修订工作。
历经近 5 年，新版《大典》才正式面世。
其中仅交通运输业一项，就在 600 余家
单位的 1 万多名员工中开展了职业调
查，收集了 2.4 万份调查问卷。这样一
件浩大工程的意义何在？

“新版《大典》适应我国经济社会发
展和人力资源管理的新需要，在分类上
更加科学规范，在结构上更加清晰严
谨，在内容上更加准确完整，全面客观
地反映了现阶段我国社会的职业构成、
内涵、特点和发展规律，标志着我国职
业分类管理工作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
阶段。”面对这一问题，人社部部长尹蔚
民指出，随着社会发展与时代进步，人
类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产生了劳动分
工。职业是劳动分工的产物，对职业进
行分类管理，是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实
现社会化管理的必然选择。

“实际上，《大典》相当于职业的一个
标准，也是行业发展参考的依据。相关的
培训、职业能力开发、人才培养等等，都是
可以在总体上规范的内容。”人社部劳动
科学研究所所长郑东亮则认为，近年来随
着技术革新越来越快，职业变化也愈发迅
速。调整职业分类，不仅可以及
时反映社会的经济产业结构变
化，也能引导、规范职业发展。

在《大典》调整名录、取消部
分职业的同时，近日国务院又新
取消了62项职业资格认定，截至
目前被取消的职业资格已经达到
211项。而新增加的职业随着定
位、职能要求的明确，也为制定从
事标准、安排资格认定考试提供
了帮助。

“比如在我们交通运输领

域，在新《大典》出台后将由交通运输部
会同人社部、国家铁路局、民航局、邮政
局对当下的104个职业的国家职业标准
进行修订，明确交通运输从业人员的职
业活动范围、工作内容、知识、技能和职
业道德要求等。”交通运输部职业资格
中心党委书记、主任申少君表示，新《大
典》的要求不只是落实在制定标准，还
会体现在职业教育当中，推进专业设置
与职业分类、课程内容与职业标准、学
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对接。

“去年7月，交通运输部会同教育部、
公安部、人社部开展大客车驾驶人职业教
育试点工作。根据新《大典》的要求，我们
将在总结经验后推进事关公民生命财产
安全的关键岗位从业人员由社会化培养
模式向职业化培养模式转变。”

此外，业内人士指出，职业分类可
以统一规划、有效规范职业资格的设
置，有利于国家职业资格框架体系的建
立和国家职业资格目录清单管理制度
的实行，从源头上遏制职业资格设置乱
象，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促进人力
资源的有效开发。而未来，《大典》修订
平台还会建立职业分类动态更新机制，
对《大典》进行及时调整和补充完善。

哪些职业在消亡哪些职业在消亡，，哪些职业最吃香哪些职业最吃香
本报记者 柴逸扉

“想当年我父亲做收购员的时候可吃香了，很多亲戚朋友买东西时都托他寻找货源、打听价格呢。”
“终于给我们‘正名’了，快递员再也不是‘黑户’职业了。”
这是日前2015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以下简称《大典》）出炉时网友们的热议。随着时代的变迁，《大典》

在修订过程中取消了许多传统职业，也增加了不少新职业。
“收购员”“BP机寻呼员”“话务员”“钢笔修理师”……这些一度工资高、有技术含量、受人尊敬的职业如今在产业调整、

技术升级的情况下走向没落；而“文化经纪人”“光伏组件制造工”“动车组制修师”“基金发行员”“网络信息安全管理员”等
职业因为市场需求旺盛、入职门槛高而成为择业时的“香饽饽”。

职业名称调整的背后，是我国十多年来产业的升级与变迁；跟随产业变迁而调整的职业名录，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国人力
资源管理与现代职业培训体系的完善。

1999年，我国第一
部关于职业分类的《大
典》颁布。与之前的版
本相比，2015年修订后
的《大典》延续职业分
类的大、中、小类和细
类（职业）结构，维持 8
个 大 类 ，增 加 9 个 中
类 、21 个 小 类 ，共 计
1481个职业。

从行业来看，《大
典》中有关第一产业的

“农、林、牧、渔业生产
及辅助人员”大类中，6
个小类、83个职业不复
存在；在涉及第二产业
的“生产制造及有关人
员”大类中，24个小类、
526 个职业得以缩减；
而在隶属第三产业的

“专业技术人员”和“社
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

务人员”大类中，职业数量分别增加了
11个和81个。

有关数据显示，2014 年，我国第三
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48.2%，吸
纳 就 业 人 数 占 总 就 业 人 数 比 重 达
40.6％，均为三大产业之首。第三产业
的繁荣提高了服务业中的岗位细分程
度，增加了职业种类。

“快递员”、“信息通信网络测量
员”“呼叫中心服务员”“网络信息安全
管理员”“基金发行员”……各式各样的
服务型岗位不断得到发掘、设置，有的
甚至已经为大家所耳熟能详。

“比如近些年互联网发展速度很
快，2014年底中国互联网网民达到6.48
亿，互联网经济占 GDP 的比重达到
7%。”采访中，人力资源部相关负责人
表示，发达的网络和庞大的网民基数带
动了网购的发展，而快递行业便在此环
境下得以蓬勃发展。

2015年1-7月，我国快递服务企业

业务量累计完成超过百亿件，这背后自
然离不开快递员的辛勤工作。然而，多
年以来“快递员”并未纳入国家确定的
职业分类，以至于这一领域的工作者长
期处于“黑户”状态，得不到应有的认
可。不过，此次 2015 版《大典》新增了
快递业中快递工程技术人员、快递员和
快件处理员3个职业，13个工种。“快递
小哥”从此也有了“名分”。

同样与网络发展相关的服务岗位
还有“信息通信网络测量员”和“网络信
息安全管理员”。他们一个侧重技术层
面，为用户进行通信系统故障测试、维
修，保障网络的通畅；一个聚焦网络上
呈现的内容及舆论动态，及时做好信息
安全管理与舆论动态分析。

“舆情监测就像新闻报道的 B 面，
新闻报道是用第一手情况直击社会现
实，而舆情监测则是用第二手的网络数
据来还原社会意见。”朱海峰是徐州某
家网络舆情监测公司的管理者，提起这
个工作，他表示绝不是外界谣传的“删
帖”那么简单。

“通过舆情监测，我们可以了解网

友对某一现象、事件甚至产品的看法以
及下一步的行动，在大数据的分析处理
下形成分析报告，供政府部门、企业在
制定方案时做参考。”

此外，日渐丰富的文化产业带火了
演出、出版、影视、娱乐、美术、文物、体
育等市场，“文化经纪人”的职业便应运
而生。对于相关业务的咨询、投诉、下
单、安排事项要求的不断细分，也让各
种行业甚至各大企业都有了自己的话
务平台，由呼叫中心服务员来处理各种
需求。

不过，第三产业的整体繁荣也让部
分服务行业的岗位走向“消亡”。例如
在1999年版的职业分类大典中，“餐具
清洗保管员”还是一个被认可的正式职
业，主要在餐厅负责餐具、厨具、酒具等
清洗、消毒、保管工作。如今，随着餐饮
业的迅速发展，尤其是更多的门店、更
快的翻台率意味着传统的餐具清洁方
式已无法满足高效快速的要求。于是，
餐具的集中消毒开始出现，大小饭店
里餐桌上摆着包有密封薄膜的餐具已
是司空见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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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电影 《翻滚吧！阿信》
里，阿信与 BP 机寻呼台女传
呼员之间对话的场景令不少人
印象深刻。在移动电话尚未普
及的年代，寻呼机曾是身份的
象征，而寻呼员更是门槛高、
竞争激烈的职业。

“上世纪 90年代中期应该
是 BP 机使用最红的时候。这
也带动了寻呼员成为很抢手的
职业，工作环境好、待遇高、
受尊重……这些都是优点。”
谈起曾经工作了 10 多年的岗
位，来自浙江温州的老寻呼员
林蕾表示，当时这个工作条件
好，但要求也很高。“在电脑
还没有普及的情况下，要掌握
五笔字型并不容易，打字快的
人更少。同时还要口齿清晰、

声音条件好，真的不容易。”
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手

机进入寻常百姓家，寻呼机
业务开始走向衰落，寻呼员
这项职业也变得无人问津。
事实上，与 1999 版 《大典》
相比，新版 《大典》 取消了
894 个职业，新增了 347 个职
业。这些职业的更替不少都
与科技进步相关联。

与 BP 机寻呼员相类似，
话务员这一职业也随着电话
线路性能的改进退出历史舞
台。在年轻人看来，摇动电
话、告诉话务员要接通的地
方或人、连线通话，这种通
信方式似乎只有影视作品里
才会出现。

还 有 “ 凸 版 凹 版 制 版
工”，这一职业也曾是印刷行
业的“中流砥柱”。上世纪 80
年代初在安徽淮南某印刷厂做
制版工的曹维信说，当年他刻
苦研习半年，才从 60 多名候
选人中脱颖而出，成为厂里唯
一一名制版工。但最鼎盛的时
间不过10年光景。

“过去记者写文字稿，制
版要有时间，印刷要有时间，
出印刷品最快也要一天。而现
在，例如参加国际印刷展览
会，我们在广场上等着进门的
时候，那上面有摄像头拍下我
们，只需十几分钟二十分钟，

进门就拿到印着我们照片的小
册子。”

从“凸版凹版印刷”到
“平版印刷”，技术进步、产业
升级带来了对职业的新要求。

“唱片工”“拷贝字幕员”“平
炉炼钢工”等工作因为对应技
术的过时而逐步退出历史舞
台，“计算机操作员”“程序设
计员”“软件测试工程师”等
岗位则由于科技进步应运而
生。

随着高铁的发展，动车组
列车在交通运输中的作用日
益凸显，因而产生了对动车组
列车检测、维修的需求。于
是，“动车组制修师”的职业
便开始出现。另外，风电的普
及、太阳能光伏产业的发展，
都需要与所在行业相关的岗位
服务于本产业发展。“光伏组
件制造工”“风电机组制造
工”等职业的产生就是如此。

当然，科技是一把双刃
剑。它在带来经济发展、生
活便利的同时，也可能造成
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面对
这种情形，人们对“环保”
的呼吁日渐强烈，“绿色职
业”便更受人重视。环境监
测员、太阳能利用工、轮胎
翻修工……在新版 《大典》
里，共有 127 个职业被定为

“ 绿 色 职 业 ”， 并 统 一 以
“ 绿 ” 的 汉 语 拼 音 首 字 母
“L”标识。它们的工作内容
主 要 包 括 检 测 、 保 护 与 治
理、美化生态环境，生产新
能源，提供高效交通运力，
回收利用废弃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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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渐消失的钢笔修理师 资料图片逐渐消失的钢笔修理师 资料图片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BP
机寻呼员是一个很吃香的职
业。 资料图片

各行各业的人群各行各业的人群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