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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新质生产力在千行百业势如破竹，社会生产方式正在经历深刻变革。制造业领域，智能机器人

的广泛应用使生产线达到前所未有的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工业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为生产管理提供了强大的数

据支持；服务业领域，在线服务平台涌现，渠道更便捷、选择更多样，旅游消费高热不下，个性化需求催生定

制服务与跨界融合。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理念指引下，行业开辟新赛道，产业千帆竞发，生产关

系迈向新一轮进化。

外部环境的变化驱动组织积极更新人才引擎，寻求新的发展可能和增长路径，人才需求呈现数字化、技能化、

复合化等鲜明特点，雇佣关系朝着灵活、务实、数智的方向发展，“新质职场”加速塑造。一方面，组织创新

管理模式，推崇实际能力，聚焦点从员工管理迁移至任务管理，以高质量完成任务为雇佣关系的核心价值；另

一方面，职场人在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加持下勇破边界，态度务实、技能向新、工作模式不拘一格，与雇主共同

推动新质职场形成，探寻企业增长新路径。这正是智联招聘 2024年度最佳雇主评选活动主题“新质职场·重构

增长”的内涵所在。

为了洞察新质生产力下的雇佣关系新趋势，解读雇佣双方的新期望，寻找企业和个人增长的新路径，智联

招聘聚焦“新质职场·重构增长”，发起 2024年度最佳雇主评选活动，并通过广泛调研形成《2024雇佣关系

趋势报告——新质职场重构增长路径》，旨在以客观数据、严谨分析，探究新质生产力对雇佣双端的真实影响，

寻找组织与职场人可持续成长的新策略，推动雇佣关系高质量发展。

引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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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灵活向新：组建任务导向的混合用工团队

1.灵活的协作方式

从组织视角出发，新技术与新市场呼唤多元新人才，现代企业为高质量完成任务，越来越重视打破内外壁垒，重构组

织模式，促进不同专业团队之间的沟通与合作，寻求更高效的创新方案。

近4成企业扩大混合用工规模，盈利企业混合用工更积极

混合用工模式开始越来越多地走入企业内部。智联招聘调研数据显示，今年以来，大幅扩大、小幅扩大混合用工规模

的受访企业分别占比 9.6%、28.3%，合计 37.9%的受访企业不同程度地扩大了混合用工规模。

值得注意的是，结合企业经营情况看，今年盈利的企业在混合用工上表现更积极。盈利增加的受访企业中，84.6%扩

大了混合用工规模；扭亏为盈、盈利稳定的企业中，该占比分别为 55.6%、36.5%，均高于亏损企业。可见，混合用工与

企业经营情况或存在一定相关性。在当前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下，进一步探究混合用工与企业盈利能力的关系显得尤其重要。

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新型生产关系，这意味着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需要随之变革，这

种变革源自企业和职场人的共同需求。企业面临的市场需求更为多变，获取多元人才的需求更为迫切，同时项

目制工作增加，企业需要在完成短期项目和成本控制之间寻找平衡点。而在职场人一侧，新技术发展让远程工作、

多线任务并行成为可能，同时新一代职场人对平等、自由、价值感的追求更为强烈。

能够共同满足双端需求的混合用工模式在新质时代迎来大发展，职场更加开放，工作模式更加灵活。一方面，

企业从管理人转变为管理任务，组建以任务为中心的临时团队，并吸纳灵活就业人员（外包、兼职、自由职业

等非企业固定合同员工），共同完成任务、革新文化，由固定员工和灵活就业人员共同参与工作的混合用工模

式日渐普遍。另一方面，个人积极投身灵活就业，追求更加多元的职业发展。

本章聚焦“组织模式之新”，洞察新质职场灵活开放的新特质。

今年企业混合用工规模的变化

35.5%

20.0%

6.6% 9.6%

28.3%

大幅扩大

小幅扩大

无变化

小幅收缩

大幅收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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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混合用工的实践效果观望未来发展，52%的受访企业认为混合用工模式“可以有效缩减用人成本”，29.1%认为“可

以提高企业应对市场需求变化的灵活性”，27.5%表示“可以优化企业资源配置”。可见，混合用工模式正在被视为缩减成本、

增强灵活性的有效策略。

混合用工模式是否有助于企业未来发展

是，可以有效缩减用人成本

是，可以提高企业应对市场需求变化的灵活性

是，可以优化企业的资源配置

否，混合用工给管理和监督增加了难度

否，混合用工提高了企业的用人风险

是，可以提升内部员工的工作满意度

否，混合用工无法有效保障数据安全

否，混合用工影响员工的协作性

52.0%

29.1%

27.5%

10.7%

10.4%

9.6%

8.0%

7.2%

35.2%职场人今年参与过混合用工团队，人力资源、设计岗更常见

除了部门间协作，团队成员构成也突破壁垒，企业通过混合用工引入灵活就业人员，与企业固定员工组成混合用工团队，

成为组织内部的“新风景”。今年，35.2%的受访者参与过这种混合团队，其中人力资源、设计岗中该占比分别为 49.4%

和 46.1%，居前两位。企业出于降本增效等因素的考虑，越来越频繁地与外包公司合作、引入兼职等灵活就业人员，用以

完成人力资源岗的简历筛选、候选人沟通等重复性工作，设计岗的 UI设计、海报设计等工作内容也均可在拆分后，分发给

灵活就业人员完成。同时，这两大岗位的项目周期性特点强，混合用工有助于企业优化成本、灵活调整人员配置。

2024年职场人是否参与过混合用工团队

53.1%

11.7%

35.2% 是

否

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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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岗位职场人今年参与过混合用工团队的比例

企业员工看重合作灵活就业人员的重要素质

人力资源

设计

市场 /公关

采购 /贸易

研发

产品

行政 /后勤 / 文秘

销售

技术

运营

生产 /加工

客服

财务 /会计 / 审计

49.4%

46.1%

43.1%

38.5%

34.7%

38.1%

32.3%

38.0%

30.7%

35.9%

30.2%

34.9%

26.5%

工作积极性

沟通顺畅度

工作效率

沟通响应度

交付实效性

业务专业度

持久稳定性

55.8%

54.4%

38.9%

36.5%

32.6%

23.6%

15.9%

工作积极是对灵活就业人员的首要诉求

灵活就业人员与企业固定员工在工作中不断磨合，工作积极性高、沟通顺畅的灵活就业人员更受欢迎。55.8%的受访

企业员工表示，在与灵活就业人员合作中，更看重他们的工作积极性，占比最高，其次是“沟通顺畅度”（54.4%）。对

灵活就业人员工作积极性的关注，折射出企业对灵活雇员管理问题的担忧，由于灵活用工缺少固定合同约束，雇主的员工

激励政策在灵活员工身上可能有所折扣。这提醒企业应该从文化建设、激励制度等多方面入手，进行组织管理革新，提高

灵活就业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保证合作效率。同时灵活就业者要主动承担工作任务，并提高沟通能力，以赢得更多信任与

机会。此外，工作效率（38.9%）、沟通响应度（36.5%）、交付时效性（32.6%）等因素也得到受访企业员工的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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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就业人员为组织内个体成长注入新能量

与灵活就业人员的合作，为组织内成员带来全新的成长环境。调研数据显示，在受访企业员工中，38.1%认为与灵活

就业人员的合作对个人能力提升“非常有帮助，可以学习新东西”，27.3%认为“比较有帮助，提供了新的想法”，合计

共 65.4%认同混合团队对个人能力提升的助力作用。

职场人认为与灵活就业人员合作是否有助于个人能力提升

12.8%
18.3%

38.1%

3.5%

27.3%

比较没帮助，主要以完成任务为主

比较有帮助，提供了新的想法

非常没帮助，都是我在指导他们

非常有帮助，可以学习新东西

一般，互相学习

2. 灵活的就业选择

从职场人视角出发，灵活就业在过去一年热度不减，追求自由、平等和价值实现的职场人对灵活就业展现出日渐理性

的认知和热烈的积极性。 

灵活就业吸引力上升，新一线城市职场人意愿更强

智联招聘持续观察职场人的灵活就业意愿。调研数据显示，54.5%的受访者“想尝试灵活就业”，19.6%“目前就是

灵活就业人员”，总计 74.1%有灵活就业意愿或行动，占比相较去年的 70%有所提高，灵活就业吸引力增强。

职场人是否愿意灵活就业

是，想尝试灵活就业

否，暂时不考虑灵活就业

是，我目前就是灵活就业人员

不清楚

54.5%
51.1%

19.7%
21.0%

19.6%
18.9%

6.2%
9.0%

2024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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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城市等级看，新一线城市的受访者有灵活就业意向或行动的比例达 77.7%，高于其他各等级城市。新一线城市强劲

的经济增长动能和活跃的创新氛围，孕育了更多创业机会和新型业态，为灵活就业提供了广阔空间。

职场人有灵活就业意向或行动的比例

灵活、平等、自由是灵活就业关键动因，00后更看重工作限制少、压力小

灵活就业热度上升，与职场观念进化息息相关，时间空间一成不变、自上而下被管理且压力大、收入空间有限的传统

雇佣关系已不能完全满足当代职场人的诉求。当被问及已经或准备从事灵活就业的原因时，63.6%的受访者选择“时间和

地点灵活”，39.2%看重“按劳获取报酬，工作关系平等”，还分别有 36.9%和 33.8%表示因“工作限制少、压力小”“增

加一份收入”而倾向灵活就业。

在 00后受访者中，51.3%表示已经或准备从事灵活就业的主要原因是“工作限制少，压力小”，占比高于总体水平，

且高于其他各年龄段。可见，在自由开放的社会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对工作自主性、灵活性以及工作生活平衡有

更高期望，希望通过灵活就业获得更多的个人时间和对生活的掌控权。

一线城市 二线城市 三线城市 四线城市新一线城市

71.6% 77.7% 73.2% 76.9% 72.7%

职场人已经或准备从事灵活就业的原因

工作时间地点灵活

按劳获取报酬，工作关系更平等

工作限制少，压力小

在正式工作以外增加一份收入

找不到全职工作

认为灵活就业是未来趋势

所学技能更加适合灵活就业

63.6%
61.8%

39.2%

33.8%

24.3%

17.9%

8.7%

36.9%
37.7%

35.1%

23.2%

15.8%

10.1%

51.3%

总体 00 后

任务与个人能力不匹配

没什么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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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活就业并非0门槛，时间管理能力、核心技能、自驱力尤其重要

但灵活就业也并非“想干就干”，新质生产力快速发展的环境下，有“真本事”才更容易通过灵活就业“安身立命”。

调研数据显示，认为从事灵活就业需“具备时间管理能力”、“掌握核心技能”、具有“较强自驱力”的受访者占比均超 5成。

此外，擅长个人规划（43.1%）、有一定经济基础（39.6%）、乐于冒险开拓（33.2%）等也被视为灵活就业者的重要素养。

这提醒有志于从事灵活就业的职场人，要锻造强大的内在工作动能和过硬的岗位实力，才能在灵活就业中获得持续发展。

收入稳定性是灵活就业者的核心关切，薪酬、社保有待改善

由于项目周期性、雇主不固定等因素，灵活就业在稳定性上有着客观短板，这也是灵活就业者尤其关切的内容，

54.1%的受访灵活就业者表示从业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是“收入不稳定”，居各选项之首。其次是“兜底性保障较少”和“薪

酬与工作量不相称”，占比分别为 41.7%和 40.1%。这些问题长期存在于灵活用工发展过程中，亟待采取针对性措施予以

改善。薪酬福利（74.2%）、社会保障（62.9%）被职场人认为是未来亟需改善的主要方面。建立包容性的薪酬福利体系、

畅通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渠道等举措，有助于为灵活就业者解除后顾之忧，推动混合用工模式持续健康发展。

职场人认为从事灵活就业需具备的条件

灵活就业者在从业中遇到的主要问题

具备时间管理能力
掌握核心技能
较强的自驱力
擅长个人规划

有一定的经济基础
乐于冒险、开拓

能持之以恒
善于学习各种数字化、AI 技能

家人和朋友的支持
想做就做，没什么条件

55.1%
54.4%

52.1%
43.1%

39.6%
33.2%

24.7%
18.4%

17.4%
7.9%

收入不稳定
兜底性保障较少

薪酬与工作量不相称
工作时间不可控

与固定员工关系不平等
雇主的任务管理不科学
与雇主沟通协调不畅

任务与个人能力不匹配
不被雇主所信任

没什么问题

54.1%
41.7%

40.1%
27.7%

25.9%
21.9%

21.1%
18.5%

16.1%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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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务实向新：打造新质时代的务实职场

不同文化和技能背景、不同观念灵活就业人员的加入，给职场吹入文化新风。不确定的经济环境使企业比以

往更渴求能够创造实际价值的人才；以结果为导向、为自己的时间负责的新质职场人，也期望把能力“用在刀刃

上”，创造更多自我价值。因此，组织和个体越来越抗拒外表光鲜、实际低能的“形式主义”，不兴伪事的务实

文化则高度适配，务实作风成为连接新质生产力与实际效能之间的桥梁。

智联招聘发现，职场人期待雇佣关系“去伪存真”，剥离华而不实的外在形式，代之以能够创造业务价值的

有效内容；企业则从成长、文化、激励等多方面打造务实职场。未来，务实作风或将成为衡量个人及团队竞争力

的重要标志，助力企业和社会向更高层次迈进。

本章聚焦“文化风尚之新”，洞察新质职场脚踏实地的务实特质。

1. 员工雇主携手，共创务实职场

扭转惯性向来不易，职场沉积的“旧文化”不会须臾之间消失殆尽，但务实的新光已经在雇主与职场人身上同时闪现。

无效开会是职场形式主义“重灾区”，领导力缺失与内卷现象为主因

当谈及职场常见形式主义现象时，51.4%的受访者选择“开会”，占比最高，其次是“写日报周报”（43.1%）、“层

层审批”（39.8%）、“做无意义的文件报表”（38.6%）以及“凡事汇报”（38.1%）等。究其原因，56.1%的受访者

认为是“领导管理能力不足”，44.5%归咎于“内卷的竞争氛围”。此外，制度僵化、绩效考核标准模糊、领导带头作用

弱等也被认为是职场形式主义的催动因素。可见，职场形式主义现象普遍、诱因多样，是职场作风转变的一大挑战。

常见的职场形式主义现象

有事没事开个会

写日报周报

层层审批，流程繁琐

做各种毫无意义的文件报表

凡事都要请示汇报

各种拍照打卡任务

表演式加班

文件报告要求格式严格统一

要求 PPT 精致雕花

没有

51.4%

43.1%

39.8%

38.6%

20.6%

38.1%

12.1%

31.6%

30.1%

21.6%

汽车 /生产 / 加工 / 制造

IT/ 通信 / 电子 / 互联网

能源 /矿产 / 环保

贸易 /批发 / 零售 / 租赁业 / 快销 / 耐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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