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12 —

摘   要：科技变革将会创造新的生产力和新的产业组织模式，也会带来就业结构的重大变化。文章

对人工智能替代现有就业的模式和特点进行了分析，探讨了人工智能创造新就业的 5 种主要途径。

在此基础上，从时间进程、行业分布、岗位技能等不同维度，梳理总结了人工智能就业影响的基本特征，

并提出了应对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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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AI）在全球范围内的加速发展引发

各国高度关注，作为新一轮产业变革的核心驱动力，

人工智能将深刻改变人类生产生活方式，推动社会

生产力的整体跃升。同时，人工智能的广泛应用可

能对劳动力就业带来的影响也引发了社会高度关注

和担忧。由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多层次性以及人工智

能技术发展的阶段性，客观认识人工智能对就业可

能带来的影响需要从多个维度综合分析，并针对其

特点制定有针对性的措施积极应对。

1　人工智能替代就业的三方面特征

人工智能从其学科建立之初就致力于用机器

模仿人类的感知、思考、决策和行为能力，以完成

一些通常需要人类智能才能胜任的工作，人工智能

所带来的技术进步及未来的大范围应用必将对人类

工作带来深刻影响。在人工智能如何替代人类工作

方面将表现为以下 3 种趋势。

1.1　人工智能替代一部分简单、重复、具有危害

　　 性的工作不但可能，而且十分必要

当前，人工智能技术正处于由感知智能向认知

智能逐步发展的过程中，针对解决各类专门任务的

单项智能逐步成熟并进入产业化应用，大量简单的

重复性任务将越来越多地由人工智能完成。举例来

说，在我国煤炭、纺织、雕刻等行业中，很多岗位

的工作环境充满微小尘埃，导致尘肺病成为我国头

号职业病。在消防、救灾、军事等领域，也有大量

工作岗位处于高温、辐射等有害环境中，都会对从

业人员的身体健康造成很大的伤害，这些都将是人

工智能替代的重点领域。

1.2　绝大部分岗位将通过人机协同方式实现智能

　　 化
人工智能固然可以替代简单、重复的工作，但

是大部分工作都是由不同的“任务”组成的，人工

智能往往只是替代一个工作中的部分任务，所以并

不会造成整个职业的消失。在会计、金融、教育、

医疗等各行业，大量岗位将会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

发展改变其工作模式，由人类负责对技能性、创造

性、灵活性要求比较高的部分，机器人则利用其在

速度、准确性、持续性等方面的优势来负责重复性

的工作。比如，医疗助手能够帮助医生完成筛查医

疗影像片的任务；司法助手能够帮助法官找到最相

近的判例，进行法律信息提取和主题建模；教学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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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能够帮助教师完成批改作业、回答问题等任务；

行业分析助手能帮助分析师完成大量数据收集和报

告梳理工作等。通过人机协同，不仅人们的工作舒

适度将大幅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也会大大提

高。未来，人工智能技术为绝大部分的工作岗位带

来的变化应该是工作模式的改造，而非简单替代。

1.3　人工智能就业替代将呈阶段性渐进式发展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表现出明显的多层次性，既

有一批技术已经进入产业化阶段，也仍有大量技术

仍处于探索阶段。人工智能对就业的替代将是一个

逐步的过程，并且表现出“两极化”特征，部分中

等技能岗位技术将率先智能化，大范围的替代不会

集中发生。 

（1）高度流程化的工作将会最先被人工智能

替代。在制造领域和服务领域中都有相当一部分中

等技能的工作，如生产线装配、焊接、打磨、产品

检验等，这些可标准化的中等技能型工作受到的冲

击最大。例如，长安汽车在焊接、涂胶、喷涂等环

节采用机器人，平均 1 台机器人替代 5 名工人的劳

动，同时实现运营成本降低 10％ 、生产效率提升

15％ 、产品不良率降低 16％ [1]。服务领域中同样

存在大量程式化、重复性、依靠反复操作实现的熟

练工种。例如，电话客服需要掌握大量专门知识，

上岗前需要经过专门的培训，但需要回答的问题往

往重复性非常高。随着自然语言交互技术的成熟，

智能客服将很快胜任这类工作，并且具有强大的并

发能力，可以同时接待数量巨大的咨询客户。

（2）容易实现数据化的工作也很快将由人工

智能承担。当前，大数据驱动已经成为智能计算的

主流模式，基于海量数据、知识库和知识图谱的智

能应用在医疗、教育、金融等领域不断拓展。一批

非程序性工作岗位，如法律助理、银行柜员、金融

分析助理、货车司机，以及速记、翻译、导游等，

其工作较容易以数据化形式实现，将成为人工智

能技术率先落地的另一领域。根据牛津大学的研

究，法律助理和图书管理员的可替代概率分别达到

97.6% 和 96.7%[2]。

（3）非标准型劳动岗位短期内不会形成大规

模替代。当前人们最大的担心在于：人工智能在一

些行业带来的失业可能是突发的、大规模的、快速

的、断崖式的。这种可怕现象的发生，需要具备一

个条件：使用机器的成本低于人工成本，大量企业

可以实现低成本商业化。而大量劳动型服务岗位从

事非标准性工作，如家政、养老、餐饮等，目前具

有自主行为能力的智能机器人大多仍处于原型或验

证阶段，技术成熟和成本下降还需要相当长一段时

间，对低端服务性岗位替代的经济性短期内难以满

足，也就很难支撑大范围应用。因此，短期内除部

分对劳动者身体伤害较大的高温、辐射、粉尘环境

岗位之外，非标准型劳动岗位不会出现劳动力需求

的大规模下降。

（4）高技能型岗位不会受到大规模影响。现

在最主流的人工智能计算模式就是大数据加深度学

习，而基于互联网的大数据智能和基于语音、视觉

的感知智能是当前产业化的重点。然而，人工智能

实现对文本、语言、图像的内容理解还非常困难，

逻辑推演、问题求解和创造能力不足，也不能跨领

域解决问题，还难满足人类很多高技能型工作的要

求。因此像教师、医生、律师、设计、艺术、咨询

等岗位，中短期内也不会受到大规模影响。

2　人工智能将通过 5种途径创造新的就业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分析认为，技

术进步在直接破坏就业的同时，也会通过各种途径

促进就业增加 [3]。而人工智能将在更大范围内深刻

改变人类组织生产生活的方式，大幅拓宽市场规模

和交易半径，细化市场分工，催生众多新业态、新

模式，从而创造各领域的新就业。人工智能创造新

就业岗位的途径包括：

（1）人工智能新兴产业将开辟庞大的新就业

空间。人工智能改变经济的第一个模式就是通过新

的技术创造新的产品，实现新的功能，带动市场新

的消费需求，从而直接创造一批新兴产业。中国电

子学会研究认为，每生产一台机器人至少可以带动

4 类劳动岗位，比如机器人的研发、生产、配套服

务以及品质管理、销售等岗位 [4]。

（2）增加新的数据服务类工作岗位需求。当

前人工智能发展以大数据驱动为主流模式，在传统

行业智能化升级过程中，伴随着大量智能化项目的

落地应用，不仅需要大量数据科学家、算法工程师

等岗位，而且由于数据处理环节仍需要大量人工操

作，因此对数据清洗、数据标定、数据整合等普通

·科技与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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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处理人员的需求也将大幅度增加。

（3）将带动智能化产业链就业岗位线性增长。

智能化是信息技术发展的综合集成和集中体现，智

能化产业应用需要基于数字化、网络化时代的信息

技术成果，并融合物联网、大数据、并行计算等一

大批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同时，人工智能所引

领的智能化大发展，也必将带动各相关产业链发展，

打开上下游就业市场。

（4）高端服务行业岗位需求将会增加。随着

物质产品的丰富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升，人们对高

质量服务和精神消费产品的需求将不断扩大，对高

端个性化服务的需求逐渐上升，将会创造大量新的

服务业就业。麦肯锡认为，到 2030 年，高水平教

育和医疗的发展会在全球创造 5 000 万 ~ 8 000 万

的新增工作需求 [5]。

（5）产业模式创新将会创造一批新的工作岗

位。在大量智能化设施和智能技术应用发展起来之

后，会创造新的产业模式和经济形态，通过调整教

育培训体系提高劳动力质量，也将培育发展起规模

可观的新就业岗位。比如，共享单车平台将摩的司

机等就业受冲击人员组织起来，承担共享单车的转

运调配等工作，使其重新就业，并创造了大量维修、

管理人员新岗位。

3　多维度分析人工智能的就业影响

综上可见，人工智能不仅能替代部分工作，也

能创造大量新的工作需求，而人工智能对工作的替

代和创造在时间历程、行业分布、岗位技能等不同

多维度上将表现出以下特征。

（1）从时间历程看，人工智能在短期内会造

成一定就业冲击，长期看将会创造更多就业。历史

经验表明，技术进步对就业有负面影响，也会发挥

创造效应或补偿效应，随着技术变革向纵深发展，

将产生大量新的就业岗位。麦肯锡基于美国劳动统

计局历史就业数据的分析显示，汽车的发明与产业

化替代了 62 万人，最终创造了 753 万个新岗位；

个人计算机的发明替代了 351 万个就业岗位，却创

造了 1 926 万个新的工作岗位 [6]。在新技术应用的

初期，技术的直接替代效应会比较明显，而在技术

成熟之后，随着基于新技术的模式创新越发活跃，

由此衍生的新产业、新业态不断形成，对就业的带

动效应往往会超过替代效应。

（2）从行业分布看，制造、交通等行业主要

体现为就业替代，而教育、医疗等行业将带来更多

就业增长。历次科技变革将就业人口从第一产业向

第二、第三产业转移，从传统行业向新兴行业转移。

奥托等人 [6] 通过研究美国劳动力市场，发现近年

来的技术进步正在继续导致一些原本在制造业领域

的劳动力被再配置到服务业领域。人工智能的岗位

替代与就业创造具有行业特征，生产线装配、焊接、

打磨、产品检验等，这些可标准化的中等技能型工

作受到的冲击最大，物联网、大数据、集成电路等

信息领域及高端服务业等的就业规模将持续提升，

人工智能对就业带来的更多的是结构性调整。据高

德纳（Gartner）分析，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

制造、交通等行业将有就业人口的挤出，而教育、

医疗等行业的就业需求将持续增长，社会就业将保

持总量持平甚至净增长 [7]。

（3）从岗位技能看，简单的重复性劳动将更

多地被替代，高质量技能型岗位被大量创造。得益

于人工智能技术的应用，大量简单、重复、具有危

害性的工作将被替代，而绝大部分行业将通过人机

协同方式实现智能化，人工智能以高于人类的工作

速度、优于人类的工作精度、胜过人类的工作耐力，

协助完成其中简单的重复性任务，人们只需要完成

技能性更高和更具创造性的部分。同时，人工智能

将通过催生智能新兴产业、带动信息技术领域就业、

变革衍生领域业态等方式，创造大量新的就业，而

这些工作大多对岗位技能具有较高要求。可见，进

入智能化社会，社会就业技能需求将普遍提高，创

新型、复合型的数字人才炙手可热，科学、技术、

工程和数学（STEM）人才需求将会提升。

4　总结与建议

人工智能技术发展存在多层次性和阶段性特

征，人工智能对就业的替代将是一个逐步推进的过

程，大范围替代不会集中发生。同时，随着人工智

能技术创新的逐步深化，也将创造大量新的就业。

尽管如此，应积极应对人工智能新技术应用对就业

带来的中短期或局部挑战，制定针对性措施，缓冲

人工智能对就业的负面影响。

首先应积极把握人工智能带来的新一轮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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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机遇，壮大人工智能新兴产业，借助人工智能

技术在相关领域创造新的就业岗位，充分发挥人工

智能对就业的积极带动作用。其次要高度重视新技

术可能对传统岗位带来的替代风险，重点关注中端

岗位从业人员的转岗再就业问题，发挥好政府、企

业等不同主体作用，处理好受影响较大的重点行业

就业保障和从业人员的转岗再就业问题。同时，也

要尽快建立起适应智能经济和智能社会需要的人才

培养体系、就业培训体系和终身学习体系，满足我

国人工智能发展带来的高技能、高质量就业岗位的

人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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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n the Main Influence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on 
Employment from Multiple Perspectives

LI Xiu-qua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Development, Beijing　100038)

Abstrac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revolutions bring significant changes in the employment structure besides 
reforming productivity and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mode. The paper analyzes the modes of job replacement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discusses five ways that AI would help to create new jobs. A summary on the basic 
characters of employment impact of AI is given from three aspects of time course, industrial distribution and job 
skill. Finally, the paper gives some suggestions to cope with the challenges in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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