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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下，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显著变化，依靠线上平台资源，许多行业得以

维持稳定发展或发生探索革新，平台经济发展迅速。人力资源服务业在平台经济下同样实现创新发展，

比如企业与求职者大力开展线上双选签约，网络招聘成为普遍模式；部分工作转至线上，人们可以进行

居家的线上灵活办公。人力资源服务业作为社会经济的重要行业，对于企业与求职者信息传递起到了重

要作用，如何应对当下疫情持久化的挑战，抓住平台性经济带来的机遇，利用信息化、科技化平台建设

科学合理的人力服务业发展体系成为了我国人力资源服务业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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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the normalization of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ignificant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 society’s production and lifestyles. Relying on online platform resources, many in-
dustries have been able to maintain stable or exploratory innovations, and the platform economy 
has developed rapidly. The human resource service industry has also achieved innovative devel-
opment under the platform economy. For example, companies and job seekers vigorously car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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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t online double selection signings, and online recruitment has become a common mode; part of 
the work is transferred online, and people can conduct online flexible work at home. As an impor-
tant social and economic industry, the human resources service industry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transmission of information between companies and job applicants. How to deal with 
the current challenges of the persistence of the epidemic, seize the opportunities brought by the 
platform economy, and use information and technology platforms to build a scientific and rea-
sonable human service industry development system has become a practical problem that China’s 
human resource service industry needs to solve urgen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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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当前，我国平台经济以互联网生产服务平台、互联网生活服务平台为主，而科技创新平台、公共服

务平台发展较弱。自 2020 年疫情以来，各行各业的线下服务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各省区市在致人力资源

服务机构的倡议书中，纷纷倡议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转变服务方式，暂停线下业务，更多参与到平台经济

中，利用信息化载体和手段，积极开展线上招聘、咨询、培训等服务[1]。在当前形势下，人力资源服务

业机构充分认识到参与平台经济运行的重要性，也只有依托互联网、数字化等综合平台，才能确保人力

资源服务业务正常开展，完成整合各类人才资料输送等相关工作。 

2. 疫情前人力资源服务业发展状况 

近年来，在全球化发展和竞争的态势下，国际高附加值产业不断涌现，本土企业需要发展，各行各

业的劳动力需求都在快速增长。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统计，全国县级以上的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

以及各类人力资源服务业企业的总量从 2016 年的 2.67 万家增加至 2019 年的 3.96 万家；各类人力资源市

场网站、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固定招聘场所同样呈现增加态势；2018 年至 2020 年，中国的人力资源服务

市场现今价值超过万亿元，该行业正在蓬勃发展。粗放式发展依旧是我国人力资源服务业现阶段的主要

特征，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规模普遍较小，实力弱，具有行业带动效应的龙头企业不多。提供人力资源

业务的大多数组织机构缺少资源开发能力，一站式功能使服务同质化严重，因此有时很难对个性化、高

端化需求作出有效回应，甚至出现招聘者与求职者之间信息不对称、服务信用等问题，人力资源服务业

能力亟待升级。 

3. 疫情中人力资源服务业出现问题 

(一) 常规业务正常开展受影响 
当前疫情呈零散性爆发的特点，根据疫情防控有关规定，对大规模的人员聚集进行限制成为常态化

的要求，由于人力资源业态的特殊性，基础性的业务的开展就受到了一定阻碍，这对人力资源服务机构

提供服务、企业和求职者双选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一方面是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和企业很难再举行大

型招聘会，企业找不到合适的员工，求职者找不到心仪工作的双重矛盾频发，进而造成企业复工困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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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另一方面是大量的线下招聘取消，招聘的信息对接工作只能转至线上，由于网络平台固有的虚拟

属性，造成求职者对人力资源服务体验感不强，企业开展线上入职培训双方缺少面对面的交流，使企业

招聘的最终预期效果受到影响。 
(二) 传统服务弊端凸显 
疫情期间，住宿餐饮、制造、商业和租赁、批发和零售等行业一时间受到重创，企业营业收入大幅

减少，用工需求下降，企业员工面临随时被裁员的风险，人力资源市场规模缩小，人力资源服务业企业

机构业务减少。可以看出人力资源服务多样性缺乏，灵活性也不足，仍然集中在传统的人事委托、管理

咨询、劳务派遣等范畴，为劳动者介绍用人单位、为用人单位推荐劳动者、为用人单位和个人提供职业

介绍信息服务单一业务方向受大环境影响也已经不再适用，服务业机构为实现营业，创造利润，避免陷

入倒闭危机，就不得不转变现有业务发展方式，保持业态发展的平衡性，寻求新服务模式作为出路，增

加对相关技术购买或投入技术研发的成本。 
(三) 服务业基础建设不足 
我国人力资源服务业起步晚，虽然近几十年发展也算比较迅速，但在当前形势的影响下，人力资源

服务业的服务供给由于自身内在动力的不足，相对于市场的需求发展仍然处于滞后的状态，对疫情下劳

动用工模式的改变反应缓慢。与此同时，不同规模大小的人力资源服务业企业发展具有动态不平衡性，

大规模人力资源服务业企业已对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等技术新领域开展应用[2]，而小规模的企业

资金少难以在信息化建设上投入，依然从事于传统的、普通的人事服务，再加上行业之间信息共享的隐

蔽，更加大了行业差距。归根结底，这种现象的产生的原因来自于人力资源服务业整个行业关键技术和

服务平台两方面基础建设的不足，战略规划缺乏顶层设计，长远的发展路径规划不明晰，标准和规范不

一致。 

4. 平台经济下人力资源服务业新发展特点 

(一) 产业集群化 
以前人力资源服务行业以分散化、零星化为特点，大多数服务容易被取代，而高端服务技术往往掌

握在一些大型企业手中。现如今整个行业在内外部环境的变化下，上游的高端价值链供给成为全行业普

遍需求，多地政府和人力资源服务业做出应对措施，大力推广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区的建设[3]。产业园

区人力资源服务业主要主要由多层次、多元化的的集群构成，实现资源的汇集和信息的贯通。人力资源

服务业骨干企业作为示范代表，起到辐射作用，通过强强联合，以强带弱，打造良性的人力资源产业园

区经营运作环境，带领行业整体转型升级。同时，园区内还聚集了一批高素质的技术化人才，为人力资

源服务业储备专业化人才库，也为今后行业革新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二) 领域平台化 
为有效应对因疫情就业市场环境的改变，在政府践行创新发展理念的指导下，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转

变服务方式，依托互联网赋能，大力进行平台化建设。以信息化为载体，政府公共扶持为保障，运用平

台经营理念和管理模式，创新人力资源服务平台治理，积极开展线上招聘、咨询、培训等服务，提高人

力资源服务供给效率。比如以福州市人社局开办“人力资源网上超市”平台为例，该平台通过整合多部

门民生惠企政策，提供促进就业的智慧服务，利用大数据画像，将就业社保大数据、企业(求职者) 提交

信息等形成企业或个人画像，对企业信息及政策信息进行精准匹配。 
(三) 技术交叉融合化 
疫情以来人力资源服务业运营不再是以传统的线下办公、实地推广为经营方式，远程办公、服务手

段在线化成为的其基本常态，人力资源服务业的数字化和信息化机制正在形成。这得益于大数据和云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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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中对人力资源服数据的融合，信息管理和数据管理系统在人力资源服务管理的投入使用，与此同时，

5G 基建下互联网技术平台与人力资源服务业应用的相结合。在技术的支撑下，行业无论大小规模的企业

机构之间可以实现信息的开放，资源的共建共享，有效破除行业壁垒，反对恶意竞争，构建了开放的运

营平台，促进企业的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四) 服务共享化 
通过细分市场，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在服务上不断内容向深度化转变，提升服务效应。依托平台发展，

企业招聘者与求职者之间信息实现互通，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依据市场需求，进一步将业务范围拓展到灵

活用工层面[4]，“共享员工”概念成为企业用工关系上的创新议题，这种用工模式可以让员工和企业之

建立一种既弹性又可信的用工关系，使他们的联系从单一雇佣关系变成合作关系或协议关系。另外一方

面，包括咨询、猎头、高级人才寻访高端服务多层次市场服务体系也在逐渐壮大规模。 

5. 未来展望 

(一) 人力资源服务业自身 
1. 形成人力资源服务业供需链 
由于疫情后，大众对平台经济都有了一个较为深刻的认识，而平台经济也为各行各业的持续发展打

开了方便之门，许多新生企业就如雨后春笋般崛起，此时人力资源服务业应积极抓住这一机遇，努力推

进信息化技术建设，完成整合各类人才资料输送等相关工作，以实现企业需求与人才的高效精准匹配，

根据就业需求与招工需求具有一定的粘性的特点，形成人力资源的需求端与供给端较为稳定的两个群体，

构建人力资源服务业供/需层供应链。 
2. 整合打造人力资源服务产业链 
随着我国的人口红利从数量向质量转变与经济结构调整，企业对服务价值与个性化需求的要求也随

之提高，人力资源服务业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促使大部分人力资源服务机构转型升级，立足于满足

企业成本管控和人才优化配置等方面的需求，向更加多元化、更有深度、更加专业化、更多层次的服务

方向发展，力求打造一个更加完善的人力资源服务市场。因此，细分人力资源服务市场、优化产业结构、

整合产业链乃大势所趋。加快灵活用工行业增长速度，推动招聘、派遣和连接服务，扩大资本进入市场

规模，实现行业内产品、客户资源共享，都是加速推动人力资源服务产业链整合浪潮到来的有力途径。

未来，人力资源服务企业有望通过衍生或整合更多的信息综合服务，提高服务专注度来定位自身的优势

市场，为客户创造更大的利润价值，提供更满意的服务方案。 
3. 加快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研发与应用 
推动人力资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就应该按照加快发展现代服务业的要求，加大技术、模式、政策等

方面的创新力度，持续深化“数字技术 + 人力资源服务业”，鼓励大数据、人工智能、移动互联网等新

一代技术的充分运用，加快推动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研发，加强人力资源服务信息化建设，促进人力资源

信息库的信息资源共享，引导人力资源服务与创新驱动融合协同发展[5]。 
(二) 国家政策 
1. 加快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如今的人力资源服务业与互联网技术深度融合，数字技术赋能人力资源服务业已经成为经济社会发

展的必然趋势，推动社会数字化转型，提升完善工业互联网速度，提升人力资源服务业数字化水平，是

持续推动行业实现质量、效率和动力变革的重要手段。除此之外，政府帮助搭建一个合作交流平台，降

低创新风险同时帮助实现服务供需对接，加大服务产品推介力度，带动机构深入到人才、劳动力输出地

区，实现深入对接、密切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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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加强平台信息安全监管 
信息安全始终离不开相关制度法规的保障，政府应针对人力资源服务行业建立统一标准，加强资源

统筹，完善政策制度，针对相关的行业、个人隐私等数据制定全域的标准规范体系，促进平台用工管理

法律制度确立，并建立统一的信息处理及加密储存系统。有必要时实行付费开放，保证数据的质量和稳

定。 
进一步加强行业标准化建设，完善配套法律法规及政策体制，同时清理一些制度障碍，贯彻落实“放

管服”改革要求，建立科学统一的人力资源服务标准体系，优化完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的动态管理方式。 
3. 监督平台用工管理制度完善 
在新的就业形势和业态下，人力资源服务业大力拓展平台用工方面的业务，实践中表现为劳务提供

者通过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搭建中间的关系，依托互联网等平台，为同人单位提供灵活性的劳动付出[6]。
但现有的劳动法和民法在平台用工一些新问题上缺少明确的解释，平台用工管理制度亟待完善。政府应

结合实际积极创设平台用工新法规，监督人力资源服务业机构在用工合同、劳动报酬和劳动关系等内容

上的实施情况，以弥补原有制度的空白，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适应平台用工模式多样性的特点。 
4. 积极建立人力资源服务体系 
当前平台经济下的人力资源服务业不断呈现出产业集群化、领域平台化、技术交叉融合化和服务共

享化的特点，行业协会与龙头企业可以合力建成一批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与人力资源服务标准化示范基

地试点运行，并制定相关的认定标准与管理制度，推动服务承诺到位，公约先行，服务规范等制度确立

实施，着力在技术水平、管理水平和质量水平上下大功夫，形成独特的竞争优势。 
突出培育一批重点骨干企业，打造自己的品牌标准，并对相关创新团队给予开展职称评审、职业资

格认定及证书发放等工作，同时积极推动服务模式创新，完善人才培养计划及人才政策，鼓励实施人才

海外培训等计划。 
重点培养一批诚信服务示范机构，建立与当地行业相匹配的等级评定制度，加强机构行业自律性，

以点带面激活人力资源市场，打造良好的行业发展环境及氛围，提升自身美誉度及社会影响力，做到诚

实守信，为企业提供更优质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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