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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development of technology, the application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common, which brings several challenges to the social economy and business man-
agement. First of all,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ol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echnology in the future 
work, and categorizes the work of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ra on the basis of clarifying the hu-
man-machine relationship in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ra. Secondly, based on the new require-
ments for workers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mployees are classified. Finally, based on 
the in-depth analysis of the respective advantages of human intelligence and machine intelligence, 
a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ve work model based on human-machine matching is constructed to 
provide valuabl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solving management issues in the era of artificial in-
tellig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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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人工智能的应用日益普遍，为社会经济和企业经营管理都带来了不同程度的挑战。

本文首先分析了人工智能技术在未来工作中扮演的角色，在厘清人工智能时代人–机关系的基础上，对

人工智能时代的工作加以分类；其次，立足于人工智能时代对工作者提出的新要求，对人工智能时代的

员工进行分类；最后，在深入分析人类智能与机器智能各自优势的基础上，构建了基于人机匹配的人机

协作工作模型，为系统研究人工智能时代下的人机协作中的管理问题提供有价值的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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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高速发展，人类社会将逐渐步入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对劳动者的部分替代

将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在人工智能时代，人机分工和人机协作将会成为两种主要的工作模式。届时工

作和员工会出现怎样的新特征，人类劳动者和人工智能如何进行分工与协作，在人机协作中人类劳动者

将扮演何种角色，企业又该如何对其中的人类劳动者进行管理，都是值得我们研究和探讨的问题。 

2. 人工智能在工作中扮演的角色 

人工智能的定义历来众说纷纭，历经多次转变。考虑到定义的科学完整性，本文选取波士顿咨询公

司发布的《人工智能：未来制胜之道》报告中对人工智能的定义：人工智能是研究、开发用于模拟、延

伸和扩展人类智能的理论、方法、技术及应用系统的一门新的技术科学[1]。 
在国家政策的支持和企业实践的推动下，人工智能的应用与发展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发展前景。目前，

人工智能在新闻推荐、新闻撰稿、机器翻译、艺术创作、自动驾驶、工业制造等领域得到了普遍应用。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高速发展，人类社会将逐渐步入人工智能时代，人工智能对劳动者的部分替代将成

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在未来的工作图景中，人工智能将作为员工群体的一部分参与企业的生产与运营，部分或完全取代

某些低创造性、低情感性的人类工作。按不同的自主水平和主动程度，智能机器能够充当的职能角色被

分为三种：一是助理职能，通过处理、分析日常工作为管理者和团队提供支持；二是顾问职能，通过回

答、构建情景模拟等方式协助解决更复杂的问题或优化决策；三是执行功能，自主评估备选方案并进行

商业决策[2]。基于此，根据智能机器所充当的职能角色可将人工智能分为三类：助理型人工智能、顾问

型人工智能和执行型人工智能。 
1) 助理型 AI：此类人工智能是人类劳动者的可靠助理，通过收集数据、提供信息、上传下达协助沟

通、处理日常事务工作等方式，配合人类劳动者高效完成工作。在此种人机合作模式中，人工智能参与

工作的程度较低，只负责一些辅助性的工作，核心工作由人类劳动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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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顾问型 AI：该类人工智能扮演着人类劳动者智能伙伴的角色，能为人类劳动者提供智能化的信息

分析、方案设计和决策建议以协助解决复杂问题，也能通过回答问题、开放式推演、场景模拟、数据建

模等方式以协助人类员工做出更科学的决策。顾问型人工智能的智能化程度最高，能参与到核心工作任

务中，协助人类劳动者优化工作决策，携手解决复杂问题。 
3) 执行型 AI：执行型人工智能拥有最大限度的自主决策权和行动权，只需人类劳动者少量的监督与

指导，便能独立从事机械性、常规性、重复性的工作，对此类工作的重要性较高，对提高生产效率和质

量具有重大贡献。此类人工智能的智能化程度较低，智能决策和科学分析的能力较弱，但其工作执行能

力最强。 
助理型 AI 是人类劳动者的可靠助理，顾问型 AI 是人类劳动者的智能伙伴，执行型 AI 是工作上的

操作能手。三种类型的人工智能在工作的自主性、行动力、参与度和智能化水平方面存在差异，具体差

异如表 1 所示。 
 

Table 1. Comparison of differences between different types of AI 
表 1. 三类 AI 的差异比较 

 助理型 AI 顾问型 AI 执行型 AI 

工作自主性 低 中 高 

工作行动权 低 中 高 

工作参与度 低 中 高 

智能化水平 中 高 低 

角色定位 可靠助理 智能伙伴 操作能手 

3. 人工智能时代的工作分类 

3.1. 人工智能时代的人–机关系 

在人工智能时代，由于人工智能具有超越人类劳动者的精准执行能力、数据处理能力和计算及演绎

推理能力，人工智能的运用将会促进企业生产服务效率与质量的显著提升，并能达到减少企业成本、降

低法律风险等目的，因此企业将会致力于提升其生产服务的智能化水平，使用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替代

人类劳动者。未来的企业内展示的必将是一幅人工智能和人类劳动者共同和谐工作的场面。人工智能技

术对劳动分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人机分工与人机合作两方面。 
人机分工。人工智能和人类劳动者有着明确的分工，人工智能将会取代人类劳动者完成大部分操作

性、重复性、低价值性的工作，而人类劳动者则呈知识化趋势发展，通过人脑进行决策、思考与创新，

负责完成那些创造性、具备情感体验的工作。 
人机合作。人工智能对劳动者的部分取代，并未将人工智能和人类推向对立面，相反人工智能与人

类劳动者是一种互补的共生关系[3]，两者可以优势互补，进行良好的协作，以此提高企业的绩效水平和

盈利水平，同时也促进了管理效率和管理质量的提高。 
人工智能技术的飞速发展，在影响劳动分工的同时，又会进一步对劳动者群体产生影响。从传统的

人类劳动者全面操控的工作模式到人机分工与人机合作的二元工作模式，人类劳动者在工作中的角色定位

和职责承担都相应发生了变化。人工智能技术对劳动者的影响，具体体现在劳动力解放与失业风险并存、

劳动者队伍的知识化倾向[4]、劳动技能多元化[5]和工作内容创新性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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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人工智能时代的工作分类 

随着人工智能被逐步应用到各大行业和领域，人类工作内容及方式的转变在所难免。在人工智能时

代，人类劳动者和人工智能是企业工作者的两大类别。在实际的工作中，对人类劳动者和人工智能两种

类型“员工”的需求不是对抗性的，而是交叉互补关系。不同工作的高效完成，在不同的程度上都需要

人类劳动者和人工智能的通力合作，差异在于对人类劳动者和人工智能需求程度大小。鉴于此，本文从

“人类智能导向”和“人工智能导向”两大维度，构建人工智能时代下工作类别图谱，对人工智能时代

下的工作进行类别界定(图 1)。 
 

 
Figure 1. Job classification in the era of AI 
图 1. 人工智能时代下的工作分类 
 

对“人类智能导向”的衡量主要是以工作所需的创造性、情感性作为标准，若一个工作的“人类智

能导向”程度越高，则该工作所需的创造性、灵活性、情感性越强，其工作内容是机器无法完全替代的；

对“人工智能导向”的衡量主要以人工智能对该工作劳动者的替代程度为标准，一般而言，重复性、常

规性、操作性的低价值工作更易被人工智能取代。根据“人类智能导向”和“人工智能导向”两大维度，

可将工作分为人类智能主导型工作、人工智能主导型工作、人机合作型工作、淘汰型工作四大类别。由

于研究淘汰型工作的意义不大，故以下仅着重探讨前三类工作类型的特征。 
1) 人类智能主导型工作。此种工作主要分为两种类别，一类为创造型工作，人类劳动者需要运用人

类的智力和创造力去完成相关工作内容，具有灵活性、创新性等特点，如科学家、画家、音乐家、技术

工程师、首席执行官等；另一类为关爱型工作，此种工作以人类独特情感的存在为前提，注重人性的关

爱，具有情感性、关爱型等特点。 
2) 人工智能主导型工作。该项工作具有较高的重复性，属于常规性的低价值工作。人工智能凭借其

出色的计算能力、精准执行能力和数据分析等能力独立地完成此类工作，人类劳动者只适当地扮演监管

者、操控者、辅导者等角色。 
3) 人机合作型工作。该种工作不仅需要人工智能提供数据支持、信息支撑、高效运算、迅速处理等

服务，还需要人类劳动者通过一系列创造性、关爱性的工作行为，与人工智能进行高效合作和优势互补，

才能高效优质地完成此类工作。 

3.3. 人工智能时代的员工分类 

在人工智能时代，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工智能进入工作领域，从事简单的常规性、重复性工作的人类

劳动者将被时代所淘汰，留下的是掌握丰富的知识和技术、拥有创新能力和情感关爱的员工。新工作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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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和工作要求的转变，塑造了员工群体的一系列新特征：员工具有高价值性，同时具有弱替代性的特征；

员工的工作动力转变，从追求薪酬福利等物质奖励转变为关注工作的意义与影响，注重个人价值的实现；

此外，员工还具有个性化的工作需求，更多地关注工作的意义与价值、工作成就感、工作–家庭平衡以

及工作的心理舒适度等方面。 
在战略性人力资源管理中，Lepak 和 Snell (2002)在一项研究中认为，不同的人力资本在价值性和独

特性这两个特征上的表现存在着高低差异。基于此，可以依据员工工作对组织目标实现的价值性和独特

性，将企业内部的人才分为核心人才、独特人才、通用型人才和辅助型人才四类[6]。本文借鉴 Lepak 和

Snell 提出的员工分类模式，保留传统工作中的“创造性”维度，加入“情感性”和“与 AI 合作”维度，

从三大维度对员工进行类别界定，将人工智能时代下的员工划分为智能–创新型员工、智能–服务型员

工、知识–设计型员工和情感–关爱型员工四类(图 2)。 
 

 
Figure 2. Classification and feature comparison of employees in the era of AI 
图 2. 人工智能时代员工的分类及特征比较 
 

1) 智能–创新型员工。智能–创新型员工熟悉企业的核心业务和核心技术，在公司内外具有独特性，

难以被其他人员取代，是企业的核心关键人才，具有高创新性、高独特性和弱替代性等特点。此类员工

往往从事研发类、高科技类、高知识性的工作，需与人工智能进行深度合作，他们的创造性想法及设计

理念需通过人工智能强大的数据挖掘、数据分析、深度学习、自动化等功能得以实现并付诸实践，以更

高效更智能化地完成工作任务。典型的智能–创新型员工包括 AI 研发员、数据分析师、软件开发者、程

序研发员、远程教师等。 
2) 智能–服务型员工。智能–服务型员工是情感–关爱型员工的升级版，他们通常从事各类服务性

工作，创新性要求不高，致力于满足各类顾客的个性化需求。他们通过与人工智能的良好合作，利用人

工智能收集的海量数据，分析顾客潜在需求，更精准地为顾客提供高质量服务。典型的智能–服务型员

工包括导游、远程辅导、婚礼策划人、美容顾问等。 
3) 知识–设计型员工。知识–设计型员工利用其专业知识和技能为企业工作，具有较高的工作自主

性和知识创造性，工作内容具有高度的独特性和，工作价值难以量化衡量。他们与人工智能的合作程度

较低，通常只利用人工智能进行一些辅助性的工作，没有人工智能的协作也能完成工作任务，但其工作

效率和工作质量会受到影响。典型的知识–设计型员工包括教师、艺术家、科学家、顾问、经济学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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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情感–关爱型员工。人类情感的存在使得人类变得独特而鲜活，使得人类成为有温度的群体。情

感–关爱型员工通常利用人类特有的情感与关怀从事以人性关爱为主的工作，例如社工、志愿者、老人

护工等类型工作，为社会中需要帮助的人群带去温暖和心灵的慰藉，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 

4. 基于人机匹配的人机协作模型 

4.1. 人机匹配中的人机优势分析 

在人工智能时代，人机合作将会变得稀松平常。人与人工智能的工作组合可看作是一个复杂的智能

人机系统，在组成结构和内在机理上，这种人机结合的复杂智能系统具有复杂性、智能性、自主性、开

放性和创新性等特点。如何充分运用人和机器各自的优势以高效、系统、经济地完成工作任务，是智能

人机系统运行的关键环节。人机匹配和人机功能分配理论为该问题提供了思路。 
人机匹配是指人与机的合理组合[7]。人机功能分配是其中最重要的环节，决定着整个系统的性能。

人机功能分配是指为了使人机系统达到最佳匹配，在分析人和机器特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人和机器的

潜能，合理地将系统各项功能分配给人和机器的过程[8]。 
对于人机合作这类复杂的智能人机系统，人机功能分配的科学性和合理性是衡量整个系统的关键因素。

在工作设计和工作分配前，分析人类劳动者和人工智能不同的特征是一个必不可缺的环节。Fitts Lists 分配

方法是最初的功能分配方法，大量应用于早期的简单工业自动化监控系统中[9]。本文借助 Fitts Lists 分配方

法来分析人机各自的优势特征，其中借鉴机器的优势特征来分析人工智能的擅长领域，如表 2 所示。 
 

Table 2. Comparison of advantages between human and AI 
表 2. 人与 AI 的优势特征比较 

人擅长于 人工智能擅长于 

 能够探测到微小范围变化的各种信号 
 对情感的感知 
 创造或运用灵活的方法 
 运用判断能力 
 归纳推理能力 

 接受信息并存储信息的能力 
 数据处理能力 
 精确高效的执行能力 
 计算和演绎推理能力 
 能够应付复杂的操作任务 

 
在未来的工作中，企业管理者应对工作任务进行科学的分解，恰当进行人机分工，充分发挥人与人

工智能各自的优势，相互配合，优势互补，促进人与人工智能高效协同工作。 

4.2. 人类智能与人工智能的工作匹配 

在对人工智能和人类员工进行科学分类的基础上，如何将人工智能与人类员工进行合理地分配与组

合成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基于人机匹配理论，结合上文对人工智能和员工的分类方式，充分考虑各

类人工智能和员工的特点，将员工与人工智能进行科学的匹配，形成了如下五类工作匹配组合。 
1) 知识–设计型员工 + 助理型 AI。知识–设计型员工具有高创造性，其与 AI 的合作程度较低，

AI 只协助其完成基础性的辅助工作，故将知识型员工与助理型 AI 进行匹配。此类组合的例子如，科学

家具有高创造性，靠其资深的专业水平和创造力完成核心的科学研究任务，而同时其科学研究亦需要 AI
协助完成收集数据和信息、数据分析处理等辅助性工作。 

2) 情感–关爱型员工 + 助理型 AI。情感–关爱型员工的创新能力不高，通过付出热情、关爱和温

暖以完成工作，其具体工作中涉及与 AI 合作的内容较少，助理型 AI 能够满足其工作需求，故将两者进

行匹配。例如，老年人护工贴心照顾老年人，给予老人关爱、温暖和陪伴，减少老人的孤独感和空虚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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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 AI 能够协助记录老年人的睡眠时间、运动时间、血压等反映身体健康的数据，甚至可以辅助进行疾

病的诊断，为护工的工作提供便利。 
3) 智能–创新型员工 + 顾问型 AI。智能–创新性员工不仅拥有较强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还需

与人工智能进行较为密切的合作。如科技公司的研发人员创新性地开发新产品和新技术，同时 AI 通过数据

分析、方案制定与推演和智能化的决策建议来支持其工作，为其创新思路和行为的产生提供极大的帮助。 
4) 智能–服务型员工 + 顾问型 AI。智能–服务型员工与 AI 进行密切合作，员工通过热情周到的

服务、贴心温暖的细节和充满人性关怀的行为为顾客服务，AI 不仅提供服务上的便利，还可以通过收集

顾客需求以进行智能化的需求分析的方式来协助优化服务，两者携手为顾客提供人性化的服务。 
5) 员工监管与辅导 + 执行型 AI。随着技术的发展和人工智能功能的不断完善，执行型 AI 可以独

立胜任那些高操作性、重复性、常规性的低价值工作。但出于安全的考虑，人类劳动者还需适时对执行

型 AI 进行监管和辅导，适当扮演好监管者、操控者和辅导者等角色。 

4.3. 人机协作工作模型 

基于员工与人工智能的工作匹配组合，结合人工智能时代工作的科学分类，立足人机匹配和人–岗

匹配的科学原理，形成了三类“员工–AI–工作”组合：助理型 AI 协助知识–设计型员工和情感–关爱

型员工，共同从事人类智能主导型工作；顾问型 AI 成为智能–创新型员工和智能–服务型员工的智能伙

伴，共同完成人机合作型工作；监管型员工和辅导型员工对执行型 AI 进行监督和辅导，共同完成人工智

能主导型工作，由此共同构建了人工智能时代下人机协作的工作模型(图 3)。该模型具有以下三大特点。 
 

 
Figure 3. Human-machine collaboration working model 
图 3. 人机协作工作模型 

 

首先，多样化的工作主体。该模型立足人机匹配理论，将人类劳动者和人工智能进行合理匹配，形

成了三类人机工作匹配组合，即三类工作主体形式，具体包括：知识–设计型员工/情感–关爱型员工 + 
助理型 AI、智能–创新型员工/智能–服务型员工 + 顾问型 AI、监管型员工/辅导型员工 + 执行型 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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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科学的工作分类。笔者从独特的视角，将人工智能时代下的工作从“人类智能导向”和“人

工智能导向”两大维度进行分类，分为人机合作型工作、偏劳动者型工作和偏 AI 型工作三类，具有创新

性和独特性。 
最后，合理的人岗配置。该模型立足人–岗匹配原理，依据不同类型的人类员工和人工智能的差异

化特征，将人机工作匹配组合与工作岗位的要求进行匹配，以进行最优化地配置。 

5. 结语 

在人工智能时代，人机协作将逐渐成为企业的一种重要工作模式[10]。随着更多的人工智能进入各行

各业的工作领域，人工智能与人类劳动者进行大规模协作与深度协作的现象将逐渐成为现实，而这仍有

赖于技术的进一步提高。企业也应做好相应准备，进一步深化组织变革，制定相关战略方针，迎接人工

智能时代人机协作新工作方式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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