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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营造“近悦远来”
的人才生态，吸引数字经
济人才集聚

数字经济的创新驱动实质是人才
驱动。为探索中国数字经济人才生态
高质量发展路径，2022年，中国重庆数
字经济人才市场在对我国数字经济人
才发展最新态势量化分析的基础上，
进行深入研究，并对发展趋势做出科
学研判，于今年6月编制完成《2022中
国数字经济人才发展报告》（以下简称

“报告”）。
报告包括 1个总报告，6个子报

告。总报告共有15项核心成果，在对
我国数字经济人才发展最新态势量化
分析的基础上，对当前数字经济人才
生态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对发
展趋势做出科学研判。

报告显示，从数字经济人才资质
的供需情况看，有8%的高端人才掌握
新一代技术或从业经验丰富，这类人
才目前竞争激烈；41%的中端人才是
通用技术人才，但这类人才需求端增
速已放缓，缺口在逐渐缩小；51%的低
端人才拥有较低专业素养或无工作经
验，这类人才已供过于求。

报告分析了数字经济人才流动情
况，上海、苏州、重庆、武汉呈现数字经
济人才微流入趋势。同时，报告还指
出，2022年中国数字经济人才从业数
量接近3000万人，人才缺口约1800
万人。预计到2025年，人才缺口将超
过2500万人。报告预测，拥有数字专
业和补充技能，具有跨界、创新、融合
能力的新时代人才将是我国第四代数
字经济人才的主体。

优化人才结构，为各
地数字经济人才提供工具
书指引

数字未来召唤时代人才，什么样
的人才更被需要？《2022中国数字经济

人才急需紧缺目录》（以下简称“目
录”）对数字经济急需紧缺人才的趋
势、五大城市群及重庆市的数字经济
人才匹配、流动情况、岗位匹配情况等
进行分析，为各地数字经济人才提供
工具书指引。

据了解，目录分为中国和重庆数
字经济产业急需紧缺人才目录，详细
列举了“数字产品制造业、数字产品服
务业、数字技术应用业、数字要素驱动
业、数字化效率提升业”五大数字经济
核心产业急需紧缺前十的人才需求，
包含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
网、区块链等领域，以及所需人才的任
职要求、细分专业等信息。

除此之外，还通过分析京津冀、长
三角、粤港澳、成渝、长江中游五大城

市群人才发展对比情况，表明中国数
字经济人才近七成集聚在五大城市
群，长江中上游增长势头强劲。

从重庆市数字经济急需紧缺岗位
行业分布来看，目录数据表明，紧缺岗
位在各行业分布相对均匀，研发型人
才在重庆市数字经济急需紧缺岗位类
型中占比为 53%，本科人才占比为
72%，行业 3-5 年经验人群占比为
41%。

为此，目录以重庆为分析样本，对
数字经济人才协同发展生态开展了深
度研究。目录显示，重庆市数字经济
产业发展潜力巨大，当前研发型人才
岗位需求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而应用
型人才岗位需求高于全国水平，建议
进一步优化人才结构。

首次构建数字经济人
才评价体系与规范

人才作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核心动
力，是驱动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要
素。为加强产业人才队伍建设，为数
字经济人才引、育、留、用、转等各个阶
段服务提供参考，今年6月，《数字经济
人才分类及评价规范》（以下简称“规
范”）编制完成。

规范明确指出了数字经济人才的
定义，是具有数字化创新思维和交叉
学科知识，能创造性进行劳动，为数字
经济发展进步作出较大贡献的人。

规范结合数字经济特点，将数字

经济人才分为研发型、应用型和管理
型三类，在此基础上，对人才按照高低
标准进行了分级，分为顶尖、领军、精
英、新锐四类。此外，还建立了从项目
经历、头衔职务、成果荣誉、工作经历
四个维度的评价标准。

规范明确，研发型人才主要是数
字经济领域的产品经理、软件开发人
员、架构设计师等；应用型人才主要
是数字经济领域产品与服务的营销、
推广、商务服务等；管理型人才主要
是数字经济领域推动数字化转型领导
者、数字化商业模型战略引导者、数
字化解决方案规划者、数字战略顾问
等。

除此之外，规范还针对我国数字
经济人才供给与需求存在差距的情
况，从数字经济人才评价、培养和交流
等方面建议，完善评价机制，激发人才
创新“ 新活力”，推动人才梯度培养，构
建四链融通“ 新模式”，搭建平台载体，
营造人才交流“ 新态势”。

近年来，作为国家首批数字经济
创新发展试验区的重庆，全方位推动
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2021年11
月，经人社部批复，重庆成立全国首家
也是目前唯一一家数字经济人才市
场，即中国重庆数字经济人才市场。”
中国重庆数字经济人才市场管委会相
关负责人介绍，市场成立以来，围绕数
字经济人才“引、育、留、用、转”等关键
环节，不断丰富完善与数字经济同频
共振、协同发展的人力资源市场体系，
致力于为数字经济人才、数字经济企
业提供一站式人力资源服务解决方
案。

截至目前，中国重庆数字经济人
才市场已举办数字经济人才专场（专
区）引才活动94场，意向引进人才1.4
万余人；开展各类数字技能人才、职业
技能培训近6万余人次；搭建“1+10+
N”数字经济人才市场体系，设立北碚、
巴南、永川、两江新区4家区县数字经
济人才市场，在马上消费、赛力斯等数
字经济相关企业设立工作站13家。

文图/曾玉 羊箫

“2023重庆数字经济人才发展大伽谈”举行

数字经济人才系列研究成果在渝发布

数 字 赋 能 ，人 才 先

行。近日，一场聚焦数字

人才队伍建设的“2023重

庆数字经济人才发展大伽

谈”活动举行，为我市加快

促进数字化人才的培养和

聚集指明前行方向，凝聚

各方力量。

据介绍，此次活动由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局、重庆市大数据应用

发展管理局、中国重庆数

字经济人才市场管委会联

合主办。会上，中国重庆

数字经济人才市场管委

会、中国长江经济带发展

研究院、智联招聘、重庆大

数据研究院有限公司、中

国重庆人力资源服务产业

发展研究院、中经智策信

息科技研究院联合发布了

《2022中国数字经济人才

发展报告》《2022 中国数

字经济人才急需紧缺目

录》《数字经济人才分类及

评价规范》3项数字经济

人才研究成果，并邀请专

家深度解读，为进一步探

寻数字化人才发展路径，

深化研究与成果运用，提

供智慧支撑。

“2023重庆数字经济人才发展大伽谈”活动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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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陈维灯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
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
山。”7月24日，引发亿万观众强烈共鸣
的动画电影《长安三万里》剧组乘坐飞
机、高铁到奉节，寻访当年李白、杜甫等
文人墨客的踪迹。

当天的游船上，影片中李白的配音
演员凌振赫吟诵了这首《早发白帝城》，
苍凉而又豪迈的声音仿佛穿越时空，将
游客带回千年之前的唐朝。

长江东去，穿三峡，驰平野，奔流入
海，奉节位于三峡入口。千百年来，无
数文人墨客出川入蜀往来奉节，在这里
留下无数华彩诗篇，奉节也被誉为“中
华诗城”。

依托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和独特风
景，奉节打造了一批重点景区，文化搭
台、旅游赋能、经济唱戏，一座历史文化
名城正生长为现代化文旅大县。

《重庆市推进以区县城为重要载体
的城镇化建设实施方案》中明确提到，
要积极培育专业功能区县城。近年来，
我市多个区县城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深
入实施“文化+”“旅游+”“康养+”战略，
挖掘生态人文特色资源，完善旅游服务
功能，精心塑造特色风貌，打造特色产
业，一批具有专业功能的区县城正推动
区县域经济蓬勃发展。

根植厚重历史人文
促进文旅融合发展

县域文旅产业是我市文化和旅游
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新发展
格局中文旅资源最丰富、市场潜力最
大、韧性最强的板块。我市部分区县着
力培育和建设文化旅游专业功能区县
城，使之成为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的重要增长极。

天作幕，船为台，伴随萧萧笛声，舞
台上，诗人站立山峦之上，一幅山水画
徐徐展开……对奉节的游客来说，欣赏
以当地名胜古迹为背景的诗词文化实

景演艺节目《归来三峡》，已成为“标
配”。游客们可通过该节目领略长江三
峡壮美的自然景观与中华诗词的意蕴
之美。

“诗词文化不能仅仅停留在书本里，
还可为经济赋能。”奉节县委相关负责人
介绍，奉节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持续唱
响“三峡之巅 诗橙奉节”文化品牌，让
文旅深度融合，打造蕴藏诗歌关键词的
沉浸式旅游动线和青少年游学体验点，
吸引更多外地游客乘坐高铁游奉节。

2022 年，奉节全县接待游客超
2560万人次，同比增长12.3%；旅游综
合收入143.7亿元，同比增长20.7%。

神奇的文化积淀，雄奇的巫峡，奇
峰突兀、云腾雾绕的巫山十二峰……与
奉节一衣带水的巫山，同样有着深厚的
文化底蕴，历代文人墨客也在此留下了
难以计数的锦绣华章，比如刘禹锡的
《竹枝词》。

8月盛夏，巫山县城长江对面的三
峡里·竹枝村灯火辉煌，熙来攘往。

三峡里·竹枝村以南陵生态本底为
依托，以三峡竹枝词文化为灵魂，以竹
枝宿集为载体，以餐饮娱乐、夜游消费
为主线，旨在打造长江三峡旅游集散基
地——南陵不夜街。

“根植厚重的历史人文，立足山水
相映、峡江相拥的山城特色和江城风
格，打造世界级知名旅游目的地和产城

景融合三峡港湾城。”巫山县委相关负
责人表示，巫山将把握旅游、生态、交
通、人文、智慧等核心要素，以高水平规
划引领支撑现代化新巫山建设。

“晋太元中，武陵人捕鱼为业”“武陵腹
地，酉水之阳，古州酉阳，熠熠闪光”……前
不久，“向往未来桃花源·共享‘酉阳800’
诗会”在酉阳桃花源广场举办。

如今酉阳的桃花源景区，不仅是人
们憧憬的《桃花源记》原型地，也是酉阳
县城的核心区域。酉阳正着力拓展和
提升桃花源景区功能，环绕桃花源景区
强化钟多组团和小坝组团的交通联系
及功能衔接，就近疏解钟多组团过度拥
挤的人口和部分城市功能到小坝组团，
实现产城景融合、一体化集约发展。

依托良好生态环境
发展生态康养产业

重庆山水自然资源丰富，在脱贫攻坚
和乡村振兴中，不少区县依托良好生态发
展生态康养产业，作了很多创新探索。

城口地处大巴山腹地，森林覆盖率
72.8%，夏季平均气温23℃，负氧离子
浓度达1.8—2.6万个，是有名的消夏避
暑康养胜地。

6月 21日，第十二届中国大巴山
（重庆·城口）消夏康养季拉开帷幕，城
口围绕消夏避暑、美食文化、体育竞赛

等主题，推出了30多项活动，吸引大量
游客来此清凉一夏。

“目前全县已有大巴山森林人家
2000余家，主要分布在森林人家集群
片区和乡村旅游环线。”该县相关负责
人介绍，城口将实施旅游体系全域打
造、旅游产业全域融合、旅游要素全域
提升、旅游服务全域配套四大工程，建
设大巴山生态康养城，任河、前河画廊
休闲旅游带，亢谷、九重山、巴山湖生态
旅游产业集聚区，打造全市乃至全国生
态康养旅游最佳目的地。

石柱是重庆发展生态康养产业较
早的县。早在十几年前，黄水镇就抓住
乡村旅游的机会，举办重庆市森林旅游
节等节会活动，吸引游客前来避暑，当
地村民也因此逐渐告别了只有“红苕洋
芋苞谷粑”“三大坨”的生活。

立足“全域康养 绿色崛起”战略，
石柱依托黄水国家森林公园、七曜山国
家地质公园、藤子沟国家湿地公园、大
风堡、千野草场、青草坡、万寿山、油草
河、广寒宫等森林景区，积极促进“全国
森林康养基地县”建设，打造“全国生态
康养胜地”。

在武隆仙女山街道，有一幢以黄色
蜂巢为装饰的小楼。这是前不久才正
式运营的仙女山蜂疗中心，也是西南地
区首家蜂疗中心。

“今年以来，我们持续打造以蜂疗

为主的康养产业链，促进蜂产业与文旅
产业深度融合发展。”该区相关负责人
说，未来武隆将建成一批高质量康养项
目，初步形成医养、疗养、动养、食养一
体化发展的产业格局，并争取在三年后
建成国家级康养产业示范区。

立足特殊区位优势
建设专业功能区县城

培育专业功能区县城要支持具有
资源、交通等优势的区县城发挥专业特
长，培育发展先进制造、商贸流通、文化
旅游等特色经济和支柱产业，强化产业
平台支撑，提高就业吸纳能力。

比如地处武陵山腹地，渝、湘、黔、
鄂四省（市）边区接合部的秀山，周边
400公里范围内无大城市。依托这一特
殊区位优势，秀山着力健全商贸流通网
络，发展物流中心和专业市场，打造工
业品和农产品分拨中转地。

早在2018年，秀山便开始发展商
贸物流业，“三通一达”和邮政、顺丰、京
东、百世、德邦等主要快递品牌先后进
驻秀山物流园区。

8月1日，记者在秀山高新区物流
园区仓库看到，一箱箱来自重庆各区县
的特产正被打包，准备发往全国各地。
此外还有广西的螺蛳粉、贵州的“老干
妈”、成都的兔脑壳、武汉的鸭脖子……

毗邻的几个市县还在这里建起了专用
物流通道。

“我们已形成覆盖城乡、辐射武陵、
畅行国内、通达全球的四级物流网络，
全年快递出港1590万个，占县域快递
上行件53%；到港2017万个，周边区县
占比84%；快递单票全程时效、快递首
重包邮成本保持西部领先。”秀山县相
关负责人称，秀山将继续发挥西部陆海
新通道东线物流枢纽优势，建设商贸服
务型国家物流枢纽，打造国家电子商务
示范标杆，成为区域性现代物流中心、
消费集聚中心。

黔江地处武陵山腹地、渝东南中
心，正聚焦“区域中心城市”建设目标，
着力建设区域教育中心、医疗中心和武
陵山旅游集散中心。

“目前，黔江有在校学生12万多人，
其中区外学生达3万多人。”黔江区委相
关负责人介绍，黔江依托两所高校、1所
国家级示范中职学校和3所市级重点中
学，筑牢底板、培育长板、补齐短板，全
面发力建设渝东南教育中心。

此外，目前黔江拥有国家布局的重
庆唯一公立医院改革与高质量发展示
范项目，将规划建设5个不同类别的三
级医疗卫生机构；同时，正不断擦亮“中
国峡谷城·武陵会客厅”品牌，依托武陵
山机场、渝怀铁路、黔石高速公路等加
快建设武陵山旅游集散中心。

推动黔江、武隆、石柱、酉阳、彭水、奉节、巫山、巫溪、城口深入实施“文化+”“旅游+”“康养+”战略——

立足自身资源禀赋 培育专业功能区县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