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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南国关注

复合型“绿领”人才日益受欢迎

在国家电网下属上海电力实业有限公司的一处储

能站，吴晓春、徐云海正对设备的温度、状态进行巡检，

他们的身份是储能电站运维管理员。

2024年7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19个

新职业中，绿色职业占据三席，储能电站运维管理员就

是其中之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今年发布的新职

业、新工种中，也包括风电场叶片维修工、氢燃料电池测

试员等“绿色”新工种。

如今，这类带有鲜明“绿色低碳”标签的岗位，正被

人们形象地称为“绿领”。复合型“绿领”人才也日益成

为企业竞相争抢的对象。

领英发布的《2024全球绿色技能报告》提到，绿色岗

位招聘率比普通岗位高54.6%，且供需缺口持续扩大。

“从毕业生就业情况来看，不少人选择了与绿色产

业息息相关的职业，如企业环境工程师、ESG顾问、可再

生能源工程师及环境政策分析师等。”上海交通大学环

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学工办主任于爱涛说。

记者了解到，“绿领”职业的收入因地区、经验和具

体行业而异，通常初级职位年薪在10万至25万元之间，

资深职位则更高。数据显示，目前“双碳”领域的相关从

业者仅10万人左右，仍存在较大的人才缺口。据德勤中

国研究预测，中国通过主动绿色转型，在2050年将创造

3800万个岗位，这些岗位主要来自具有传统经济优势和

快速增长的低碳排放行业。

绿色转型发展带来就业新机遇

“近年来‘绿领’职业兴起，首先得益于国家在新能

源、绿色制造和环保科技等领域的战略部署，带来了新

的就业机会。”华东师范大学生态与环境科学学院教授、

副院长徐娟说。

记者在国家电投上海长兴岛热电有限责任公司里

看到，新“长”出来的两个高大的球形碳储设备格外惹

眼。一旁的运维室里，作为碳捕集技术员的两名“00后”

小伙子秦佳伟和吴皓然，一边关注设备运行数据，一边

写着运行手记。

不少地方也出台政策大力培养绿色产业人才。如福

建省此前出台推进绿色经济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

年），明确将绿色经济人才纳入省级高层次人才认定支持

范畴，大力引进绿色经济产业发展急需紧缺人才。

同时，科技创新、数字化转型等趋势为行业注入新

的活力，进一步推动了人才需求的增长。远景智能零碳

产品首席科学家邱林表示：“当前我们最需要的就是既

懂绿色低碳业务又懂数字化技术的复合型人才。”

在于爱涛看来，越来越多年轻人选择“绿领”职业，

多出于双重考量：一方面，经过专业学习后，不少人对环

保和可持续发展抱有浓厚兴趣；另一方面，政策红利下

职业前景广阔，随着经验积累，职业发展潜力很大。

徐娟认为，随着年轻一代对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的高度关注，社会责任感和职业认同感也成为他们选择

“绿领”职业的重要驱动力。

加快培养复合型创新人才

行业对绿色人才的渴求，也让人才培养与体系建设

成为业界关切。近年来，国内高校纷纷布局，为“双碳”

目标的实现培育科研高地、孵化更多人才。

从今年9月开始，北京科技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昆

明理工大学三所高校将开设碳中和科学与工程专业，致

力于培养多学科交叉背景的复合型创新人才。

“不少人对土木专业存在刻板印象，认为它只和‘修

桥通路盖房’相关。”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特聘教授张

丰收说，“事实上，在‘双碳’领域，土木同样大有可为，也

将输送出更多具备绿色低碳专业背景的人才。”

徐娟认为，高校人才培养需从多方发力。一方面，

应加大对绿色低碳相关学科的设置，如碳中和、绿色金

融等，形成系统的学科体系，培养专业人才。同时，也需

要培养学生的跨学科能力和创新思维，强化其对行业的

全局理解。通过开设双学位项目和跨学科课程，提升学

生的综合能力，培养复合型拔尖创新人才。

2025年是我国提出“双碳”目标5周年，也是建立能

耗双控向碳排放双控全面转型新机制的关键之年。徐

娟表示，高校需要进一步加强与行业、企业的合作，推动

产学研一体化，面向行业与社会需求进行人才培养。

记者从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发布会上

了解到，7月22日，第七批新职业正式发布，包

括17个新职业、42个新工种。

17个新职业包括：检验检测管理工程技术

人员、养老服务师、跨境电商运营管理师、无人

机群飞行规划员、装修管家、工伤预防咨询师、

电子电路设计师、室内环境治理员、家政服务经

理人、电力可靠性管理员、电力聚合运营员、农

村集体经济经理人、代用茶加工工、咖啡加工

工、碳纤维制品成型制作工、铁氧体磁体制造

工、钢结构装配工。

新工种增设在某一特定职业下。如在“消

防员”职业下增设“特种救援员”“森林灭火员”

“森林消防装备维护员”“消防救援无人机操控

员”等4个工种。

在“应急救援员”职业下增设“建筑物倒塌

（山地）应急救援员”“危险化学品应急救援员”

“矿山（隧道）应急救援员”“水域应急救援员”等

4个工种。

在“物流服务师”职业下增设“智慧仓运维

员”工种。

在“中式烹调师”职业下增设“烧烤料理师”

工种。

在“中式面点师”职业下增设“牛肉拉面制

作师”工种。

在“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职业下增

设“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测试员”工种。

在“鉴定估价师”职业下增设“黄金鉴定估

价师”工种。

在“房地产策划师”职业下增设“置业顾问”

工种。

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师”职业下增设“企

业文化管理师”工种。

在“景区运营管理师”职业下增设“景区营

销推广师”“景区安全管理师”“景区生态环境保

护师”“智慧景区管理师”等4个工种。

在“商业摄影师”职业下增设“旅拍定制师”

工种。

在“宠物驯导师”职业下增设“服务犬驯养

师”工种。

在“动画制作员”职业下增设“生成式人工

智能动画制作员”工种。

在“健康管理师”职业下增设“睡眠健康管

理师”工种。

在“园艺产品加工工”职业下增设“保鲜花

制作工”工种。

……

这次发布的新职业和新工种，主要特点体

现为3个“新”：

新技术驱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兴技

术的快速发展和深度应用，催生了大量数字新

职业、新工种。

新消费孕育。人们对生活品质、健康管理、

精神文化、个性化服务需求日益增长，新消费催

生新的职业。

新业态催化。新业态的发展正在深刻重塑

就业市场，催生出一批兼具技术含量与时代特

色的新职业、新工种。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有关负责人表示，

总的来看，很多新职业的岗位需求和人才供给，

都在快速增长，但是，一些领域人才缺口依然较

大。新职业发布后，将制定职业标准和评价规

范，加强新职业培训和评价工作，引导人才培养

和市场需求对接。

（据央视新闻）

为何越来越多年轻人
选择做“绿领”？

新华社北京7月22日电（记者
王默玲、陈浩明）近期，“‘绿领’职业
成就业新风口”“碳中和人才缺口近
百万”等话题引发关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
（2022年版）》标识了134个绿色职
业，约占职业总数的8%，覆盖节能
环保、清洁能源、基础设施绿色升级
等领域。

从鲜为人知的“小众派”，到需求
市场的“香饽饽”，“绿领”职业缘何兴
起？未来发展前景如何？

同济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特聘教授张丰收正
在实验室检查反应釜。新华社记者王默玲摄

人社部发布

17个新职业
42个新工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