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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消除相对贫困的关键。 国际劳工组织致力于面向农民、青年、女性等低技能劳动力群体实施数字技能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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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能力并重,数字技能开发对象不同则数字技能培训设计也有差异,数字技能开发体系要覆盖全体劳动力的

全生命周期,数字技能开发手段要注重研发数字化的培训工具并开展数字技能开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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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数字经济成为世界发展

的潮流和趋势。 随着经济体向数字经济转型,工作

世界一方面为劳动力提供了新的就业机会,另一方

面对劳动力提出了新的技能需求,全体劳动力都面

临着基于数字技能的技能深化、技能升级、技能转型

的挑战。 对就业脆弱性最高的低技能劳动力而言,

掌握数字技能以融入数字经济更是不被未来工作世

界淘汰的关键,但受限于较低的人力资本水平,该群

体主动融入数字经济存在较大障碍。 国际劳工组织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ILO)是全球劳工领

域的专业化组织,自 1919 年成立以来一直关注工作

世界的动态发展和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促进,其在

2019 年发表的《ILO 关于未来工作的百年宣言》中倡

议关注技术进步、气候变化、人口结构变化引发的新

技能需求,着眼于未来工作带给劳动力的挑战和机

遇,特别强调要关注经济与社会的数字化转型,按照

以人为本的工作方式投资于人,注重培养低技能劳

动力的数字技能,促进其在未来的数字经济中建构

可持续生计[1]。

一、开发低技能劳动力数字技能的背景

世界各国都在努力向数字经济转型,和所有的

技术进步对就业的影响一样,数字经济在创造新的

就业岗位的同时,也会淘汰一部分传统技术和技能,

随之带来失业。 数字化和智能化在很多领域替代了

基础、简单和重复性的工作岗位,无疑,数字经济的

发展对就业脆弱性最高的低技能劳动力群体的冲击

最大。 中高技能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存量水平较高,

数字素养好于低技能劳动力,且能够通过后续职业

培训进一步提升数字素养以及获得数字能力,实现

技能深化或实现转职。 低技能劳动力的人力资本存

量水平很低,数字素养和数字能力水平普遍较低,其

与数字经济发展的需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或者说

存在数字鸿沟,他们在主动适应、融入数字经济的过

程中存在技能缺口,故需要外力助推他们适应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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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领域的迭代。
从减贫的视角看,低技能劳动力是相对贫困的

群体,在向数字经济转型中,数字技能缺乏阻碍就业

迭代进而加剧了贫困风险,故提升数字技能是促进

其融入数字经济、建立可持续生计的关键。 ILO 促进

各国向数字经济转型的重要举措是制定数字化战

略、开发数字平台、投资劳动力的数字技能开发,旨
在通过数字技能促进劳动力体面就业、增强他们应

对未来变迁的抗逆能力。 ILO 在其发布的《2021 年

世界就业和社会展望:数字劳动力平台在改变劳动

世界中的作用》中指出,数字劳动力平台为女性、青
年、残疾人、传统劳动力市场中被边缘化者等低技能

劳动力提供数字领域新的工作机会,同时促进政府

投资于数字基础设施和数字技能[2]。 ILO 在第 109
届国际劳工大会上提出了支持创新技术发展、建立

促进国家技能开发的终身学习体系的综合数字化战

略,强调推动基础、必要的数字技能发展是可持续发

展的未来工作的关键因素之一[3]。 相应地,ILO 在工

作实践中积极促进低技能劳动力参与数字培训以实

现可持续减贫的目标。
二、相关概念阐释

(一)低技能劳动力

ILO 根据工作的内容和特征以及受教育程度将劳

动力划分为低技能劳动力(low-skilled workers)、中等

技能劳动力(medium-skilled workers)和高技能劳动力

(highly-skilled workers)。 如表 1 所示,从工作的内容

和特征来看,ILO 将从事低技能工作的劳动力界定为

低技能劳动力,而低技能工作指使用手持工具且通常

需要一些体力劳动的简单和日常工作。 从受教育程

度来看,ILO 根据国际教育标准分类,将仅接受了小学

和(或)初中教育的劳动力界定为低技能劳动力[4]。
国内的研究在界定低技能劳动力时选取的维度

比 ILO 更多,除了工作内容和特征、劳动力的受教育

水平两个维度外,还涉及工作的福利水平、劳动力的

消费水平、职业素养、技能水平、认知水平等多个维

度。 通常也将劳动力划分为低技能劳动力、中等技

能劳动力和高技能劳动力。 也有学者将低技能劳动

力界定为技术技能水平低、受教育程度低、应对非均

衡能力低的劳动群体,该群体具有“三低一高”的特

征,即低职业岗位、低工作稳定性、低就业福利和高

消费倾向[5]。 总之,国内研究界定的低技能劳动力

囊括的人群范围更大,在认知型人力资本中不但选

用了受教育程度,还增加了技术技能水平指标以反

映低技能劳动力与真实工作世界的技能需求之间的

差距,同时引入非认知人力资本的内容,选用应对非

均衡的能力拓展低技能劳动力的内涵和外延,强调

应对未来工作世界多重变迁的非均衡能力低也是低

技能的内涵,从而将低技能劳动力的描述从静态拓

展至未来工作世界的动态变迁中,凸显了低技能劳

动力应对工作世界变迁的弱势特征。
　 　 表 1 ILO 对劳动力的划分

低技能劳动力 中等技能劳动力 高技能劳动力

工作内容

和特征

需要使用手持工具且通常需要

一些体力劳动的简单和日常的

工作

能够从事熟练的手工作业,在

认知和生产活动中负责常规和

重复性的任务

需要拥有所在领域广泛的理论和实践知识以及

掌握某项专门的技术技能

受教育程度 小学、初中 高中、大专、非高等教育
短期高等教育、学士或同等水平、硕士或同等水

平、博士或同等水平

举例
办公室清洁工、货物运输员、园

丁、厨房助理等

农业和渔业熟练工、文员、手工

艺及相关行业和工厂的工人,

比如,机器操作员和装配工等

医学实验室技术人员、法律秘书、商业销售代表、

诊断医学放射技师、计算机辅助技术人员、土木

工程师、学校教师、医生、音乐家、计算机系统分

析师等

　 　 数据来源: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Glossary of Skills and Labour Migration[EB / OL]. [2022-09-04]. https: / / www. ilo.

org / global / topics / labour-migration / WCMS_830770 / lang--en / index.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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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已有文献可知,低技能劳动力的划分维度虽然

不一致,但其核心维度最终可归结为技能水平。 ILO

选用的工作内容和特征、受教育程度两个维度实质上

还是以个人所掌握的工作所需的技能水平为划分标

准。 国内学者选用的技术技能水平、受教育程度、应

对非均衡的能力也直接指向工作技能。 综上可见,低

技能劳动力在静态上涵盖了技能水平低、职业岗位

低、受教育程度低、职业素养差等特征,在动态中也包

含了那些无法与工作世界的变迁同频协调发展的能

力。 从这个意义上讲,低技能劳动力是指落后于工作

世界技能需求、无法主动适应这些变迁而相对技能水

平较低的群体,只有具备较高的应对非均衡的能力,

劳动力才能走出低技能的概念范畴。 因此,ILO 分类

下的中等技能劳动力、甚至高技能劳动力在动态中都

有逆变为低技能劳动力的可能,且中等技能劳动力的

逆变概率更大。 可见,ILO 针对中等技能劳动力开发

措施的根本目标是缩小低技能劳动力的规模和比例。

(二)数字技能

数字技术的发展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工作、生
活、学习和娱乐等多个方面,由此也引发了各行各业

对数字技能的需求。 国内学者周晓红认为数字技能

应涵盖五方面内容:(1)数字知识,指了解、理解数字

理论知识;(2)数字认知技能,指在数字空间中的逻

辑、直觉以及创新和创造性思维的运用;(3)数字实

用技术,指使用硬件、软件、信息及安全系统等数字

化工具的技术;(4)数字能力,指在新环境中学习、适
应和应用数字化知识的能力;(5)数字态度,指对数

字领域的价值和信念。[6]本研究认为,广义的数字技

能涵盖了数字硬技能和软技能两个层面。 狭义的数

字技能指数字硬技能,即数字知识、数字认知技能、

数字实用技术,也称为数字能力。 数字技能不仅包

括数字硬技能,还包括数字软技能,即对数字领域的

认知、态度、情感和社交等技能,也称为数字素养。
在实际应用中,数字技能常常指数字能力和数字素

养,数字能力对应数字硬技能,指数字认知技能;数

字素养对应数字软技能,指数字领域的非认知技能。
三、ILO 促进低技能劳动力数字技能开发的实践

近年来,ILO 一直致力于低技能劳动力的数字技

能开发,通过提升数字技能促进实现社会公平正义

的目标。 ILO 围绕着农民、残疾人、青年、妇女、土著

居民和移民工人等低技能劳动力设计并实施数字技

能开发项目,旨在提升其数字能力和数字素养。 本

文重点阐述 ILO 针对农民、青年和女性三类群体开

展的数字技能开发行动。
(一)针对农民的数字技能开发

ILO 认为,世界上的穷人大部分居住在农村,故

实现可持续减贫必须促进农业和农村发展。 自 1920
年以来,ILO 积极促进成员国开展农民技能开发、实

施职业教育与培训。 近年来,ILO 越来越重视以数字

工具和数字技术开发农民的潜能,通过开展数字技

能培训促进农民实现体面就业。

2016 年,ILO 针对改善农业食品部门的生计状

况召开专家会议,旨在通过政府的政策引导农村实

现可持续发展。 会议提出在农村建立专门的基础设

施以配合农民数字技能开发;主张政府为农民提供

数字技能培训、给予资金支持;数字技能培训课程主

要围绕改进生产方法和引进新技术设置内容;倡导

组织合作社或其他社会经济组织联合推动农民数字

技能开发进程;通过数字技能开发改善农民的就业

前景,帮助农民获得基于数字技能的体面就业机会

并提高收入水平。[7]

ILO 借助信息和通信技术( Information and Com-
munications Technology,ICT)推动农民数字技能开发

的进程,倡导在信息和通信技术、旅游、生物技术、环

境保护和可再生能源发电等新领域促进农业与工业

和服务业相结合,旨在激发协同效应,促进农村农民

的多样化发展[8]。 2011 年,ILO 在农村政策简报《农

业:有利于穷人的农村增长引擎》中提出了促进农民

生产性就业的多项措施,关涉促进农民数字技能开

发的措施有以下三方面。 (1)鼓励政府和市场开展

农业知识系统和交互式知识网络培训。 (2)促进农

民、科学家和行业企业合作探讨数字技术在农业中

的应用。 (3)改善农民获得信息和通信技术的机会,

促进农民使用和获取信息和通讯技术,比如推广手

机和互联网应用,促进其通过预测市场前景,获得天

气状况、价格、商业交易和职业培训机会的最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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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据此科学制定农作物生产的战略计划、制定职业

教育与培训计划。[9]

(二)针对青年的数字技能开发

ILO“全球青年体面工作倡议” (Decent Job for

Youth)平台 2022 年的最新数据显示,在全球范围

内,近 6800 万青年正在寻找工作,超过 1. 23 亿的青

年虽然有工作,但仍生活在贫困之中;全球约 20%的

青年既未就业、也未接受教育与培训(Not in Educa-

tion,Employment or Training,NEET,也被称为“啃老

族”)。 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青年通常被认为是

“数字原住民”,但在工作世界中大部分青年却并不

具备与工作相关的数字技能。[10]因此,这类青年在面

对数字领域的工作机会时,是相对低技能的群体。
与其他几个群体不同,作为“数字原住民”的青年群

体普遍数字素养相对较高,经过相对短期的数字工

作技能培训即可获得匹配于工作世界的数字技能需

求,建构在数字经济中的生计抗逆能力。
2017 年 6 月,ILO 与国际电信联盟(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ITU)发起了一项缩小技能

缺口的倡议,旨在提高青年的数字技能以促进其体

面就业,目标是到 2030 年使 500 万青年具备基础和高

级数字技能。 为实现上述目标,ILO 以“全球青年体面

工作倡议”(Decent Job for Youth)平台为支撑推动青

年数字技能开发,扩大和优化针对青年的数字技能投

资。 具体举措有:将数字技能纳入学校主干课程;建

立涵盖数字技能开发在内的全面的在职培训系统;重
视培养青年在数字领域的创业能力;动员公共和私营

部门雇佣青年从事以数字为中心的工作等。[11]

ILO 主导开发了图形动画(Motion Graphics)和计

算机网络两门基于信息和通信技术的电子培训课程,

并于 2021 年 3 月 13 日在雅加达(Jakarta)付诸实施,
这是专门针对青年和求职者开发的数字技能培训,不

仅涵盖课程相关的数字硬技能,还涵盖信息和通信技

术领域迫切需求的数字软技能,包括诚信精神、团队

协作能力、批判性思维、沟通能力,推动青年在数字工

作世界中形成建构可持续生计的能力[12]。 ILO 一方

面积极促进各成员国实施青年数字技能开发,另一方

面积极运用数字工具追踪和研究青年的教育与技能

培训成果。 2020 年,ILO 以黑山(Montenegro)、坦桑尼

亚(Tanzania)和孟加拉国(Bangladesh)三个国家为试

点,利用自行开发的数字交互式工具 iTrack-Skills 追

踪参与职业教育与培训的青年毕业生的教育与培训

轨迹、就业状况和工作轨迹,并据此调整和提升技能

培训计划的相关性和质量①。

(三)女性数字技能开发

在数字工作世界中,女性与男性相比处于劣势。
从就业总量上看,2018 年 ILO 对全球 75 个国家的数

字平台工作者的调查研究表明,在发达国家,数字平

台工作者中的女性占三分之一,比例低于男性;而在

发展中国家,该比例仅为五分之一。 从就业质量上

看,一组来自乌克兰(Ukraine)的数据显示,2018 年,
在数字平台工作的女性普遍集中在低技能领域,如

电子数据录入、文件翻译、编辑和写作等;在数字平

台工作的男性主要聚集在信息技术及相关领域,如

设计和印刷、销售和客户搜索以及照片和视频处理

与编辑[13]。 2017 年,ILO 针对印度尼西亚的就业调

研结果显示,包括自动化和机器人技术在内的技术

进步在未来二十年将极大影响就业机会、就业质量

和就业内容,但目前女性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

领域的就业率非常低,且大部分女性集中在低技能

职业,面临着被自动化替代的风险,女性失业的可能

性比男性高 20% 。 因此,ILO 在印度尼西亚实施了

为期五年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 Science,
Technology,Engineering,Mathematics, STEM) 女性计

划,促进私营企业、社会伙伴机构和职业培训中心合

作促进女性职业发展。 ILO 主要针对三类女性提供

与 STEM 相关的软技能和关键技能培训:为职业院

校的女毕业生提供就业前的数字技术和就业技能培

训,目标是促进其从事全职工作;为在职但从事低技

能工作、流动性受限的女性提供数字技能培训,目标

是改善其职业前景、扩大就业范围;为已担任主管或

中等技能职位的女性提供领导力和管理培训,目标

是帮助其继续留在该领域并获得晋升机会[14]。

2020 年,在 COVID-19 危机的背景下,ILO 与菲律

宾雇主联合会和雀巢公司合作,面向来自工厂和办公

室的女性,实施了第一个在线商业软技能培训试点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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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利用数字工具为女性提供在线培训和远程指导,
缩小女工与男工的软技能差距,提高其在 COVID-19

危机中的生计抗逆力及建构可持续生计的能力[15]。

四、启示与借鉴

2020 年,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后进入治理相对

贫困的后脱贫时代,实施劳动力职业能力开发促进

劳动力实现体面就业并据此建立可持续生计成为贫

困治理的关键。 2021 年 4 月,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创

造性地提出了建构技能型社会的理念。 2022 年新修

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首次以法律的形

式提出建设技能型社会的愿景,指出职业教育要贯

通人的全生命周期发展。 综上,在中国实现数字经

济转型的过程中,除了全体劳动力实现向数字经济

转型,提升数字技能更是后脱贫时代中国消除低技

能劳动力贫困风险的关键。 当前低技能劳动力面临

的数字排斥和数字鸿沟,给该群体脱离相对贫困风

险带来了巨大挑战,如何帮助该群体提升数字技能,

可适当借鉴 ILO 的数字技能开发经验。
(一)数字技能开发内容:数字素养和数字能力

并重

如前所述,数字技能包括数字能力和数字素养

两方面内容。 数字经济带来的职业和技能变迁是根

本性的技术变革,是一个全新的领域。 对低技能劳

动力而言,人力资本水平较低是其数字技能提升的

硬约束,而缺乏主动融入数字经济的内驱力则是关

键的软约束。 因此,较比中高技能劳动力,低技能劳

动力的数字技能开发必须同时提升数字硬技能和数

字软技能,才能最终促进其成功向数字工作世界迭

代。 其一,进行数字技能扫盲。 这类数字技能培训

的目标是引导低技能劳动力认识、了解数字工作世

界,激发从业热情。 数字技能扫盲培训的具体内容

涵盖普及数字技术领域的基础知识、认识数字工作

世界、认识数字硬技能及适用职业和岗位等。 其二,
进行数字工作技能培训。 这类数字技能培训的目标

是提升低技能劳动力的数字硬技能,根据数字工作

世界具体职业和岗位的数字工作技能需求,有针对

性地提升低技能劳动力的技能水平。 其三,进行数

字素养培训。 这类数字技能培训的目标是提升数字

素养,促进数字工作世界的低技能劳动力认识数字

技能变迁并培养其抗逆能力、提升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的能力以及基于数字工作的创新能力。

(二)数字技能开发对象:分类分层匹配培训

本研究认为,在数字时代,中国的低技能劳动力

群体涵盖的范围应更为广泛,根据前文对低技能劳

动力的界定,还应涵盖缺乏数字技能的应届毕业生

和未就业的青年群体、职业中期面临向数字工作世

界转型的就业转换困难群体,不同低技能群体适用

的数字技能培训也有差异。 其一,农民。 农民群体

的数字技能培训内容涵盖应用于生产和贸易中的数

字技术技能、数字化生产和贸易平台搭建与运行,主
要目标是通过引入数字技术扩大农业生产和贸易规

模、提升生产率水平。 比如,可以开展“电商运营”

“微信营销”“直播卖货”等数字技能培训,培训其平

台运行的数字技能和线上营销知识与技能。 其二,

女性。 考虑到女性的传统家庭角色,针对女性的数

字技能培训要充分满足其同时兼顾事业和家庭的职

业发展局限,促进女性学习数字技能、充分利用数字

化平台从事零工经济,培训其使用数字化平台的数

字技能、数字化平台的运行技能。 其三,青年。 青年

的数字素养普遍高于中老年群体,该群体的数字技

能缺口主要体现在缺乏数字工作世界中基于职业和

岗位的数字硬技能。 基于青年群体较高的人力资本

水平和数字素养,可通过就业前数字硬技能培训促

进其与工作岗位相匹配,并引导其制定在数字工作

世界的职业生涯规划以提升抗逆力。 其四,职业中

期的低技能劳动力。 一方面,传统的岗位数字化发

展会淘汰劳动力的传统技能,从业的劳动力应对职

业中期技能变迁最优的行为选择是习得新技能以融

入数字工作世界。 具体的数字技能培训有如下两

类:(1)数字素养提升培训,引导低技能劳动力认识、

感知、走进数字工作世界;(2)数字硬技能提升培训,

促进低技能劳动力掌握数字工作世界所需的数字硬

技能从而顺利迭代到数字工作领域。 另一方面,对
身处数字工作世界的低技能劳动力而言,数字技能

培训一是要通过数字硬技能深化以匹配数字技术变

迁的技能需求,在可能的情况下促进其职位晋升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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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改善福利水平;二是要引导其认识数字技术变迁

的趋势、影响,提升其抗逆力。

(三)数字技能开发体系:覆盖全体的全生命周

期设计

为向数字经济转型匹配劳动力体现的是经济体

对效率的追求,而推动全体劳动力掌握数字技能以

确保弱势群体不在转型中掉队体现的则是经济体对

公平的追求。 依靠市场机制能够自发实现的数字技

能供给不需要政府介入,但针对低技能群体的数字

技能开发必须有政府宏观调控才能实现社会的公平

正义。 政府介入低技能劳动力数字技能开发主要表

现在制定覆盖全体劳动力、覆盖全生命周期的数字

技能开发体系这两方面。 其一,面向新增劳动力的

职业预备类数字技能开发,主要包括正规教育阶段

和正规教育结束后就业前的数字技能开发。 无论是

ILO 还是联合国教科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UNESCO)等其他

国际组织,在促进低技能劳动力脱离贫困的问题中

都应遵循打破贫困不利循环的原则,倡议从儿童阶

段开始通过教育与培训切断贫困传递链条。 为促进

新增劳动力顺利进入数字工作世界,在正规教育阶

段,可随着年级升高逐渐开设数字素养、数字理论知

识、基础数字技术技能课程,为其植入数码基因,做

好职业选择和职业准备。 与此同时,为毕业后未就

业的青年设置面向具体职业和岗位的数字硬技能培

训,让其做好从学校向数字工作世界的过渡。 其二,

面向存量劳动力的数字技能开发。 一方面,针对缺

乏数字领域工作经验的劳动力,无论是失业者还是

自愿转职者,都需设置数字技能阶梯式培训,具体包

括如下内容:通用数字技能培训,通过数字技能扫

盲、基础数字技能训练帮助其做好转职的职业选择

和认知准备;针对具体岗位的数字硬技能培训,促进

其获得转职所需的数字硬技能。 另一方面,针对数

字工作世界的低技能劳动力设置数字技能深化培

训,目标是实现晋升、提升抗逆力。
(四)数字技能开发手段:培训数字化与数字化

技能开发研究

低技能劳动力的数字技能开发要充分采用数字

技术,不断研发适宜的培训平台、培训形式,并采用

适宜的技术追踪培训效果。 其一,考虑到线下培训

的时间和地点制约,针对农民、女性从业者、失业者

等低技能群体的数字技能培训可采用线上、线下混

合的模式,数字技能的实践培训部分采用线下培训

以还原工作世界,比如,送教到田、送教入企等,其他

内容可采用线上培训。 其二,引进或开发类似于

iTrack-Skills 的数字化平台,汇聚、共享数字技能开

发的相关信息和课程资源;发布数字工作世界的就

业机会信息,促进劳动力供需匹配;追踪数字技能开

发效果,不断优化数字技能开发系统。 其三,促进数

字技能相关研究,具体包括:预测数字技能发展趋

势、开发数字技能开发工具等。

注释:

①iTrack-Skills 是一个文本消息聊天机器人,是一种模拟

人类对话并允许人机交互的计算机程序,通过交互式“聊天”

收集、处理和分析信息。 iTrack-Skills 的工作原理是基于网络

聊天,使用在青年中流行的消息应用程序发送统一资源定位

符(Uniform Resource Locator,URL),引导接收者回答问题,利

用人工智能阅读答案并根据算法提供下一个问题,每个人的

问题都不同。 收集的信息被安全、保密地存储在数据库中,培

训机构和研究人员利用这些信息以调整、更新数字技能培训

课程,提高数字技能培训的技能匹配度,优化教育规划并加强

职业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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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Practice and Insights of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s
Digital Skills Development for Low-skilled Workers

Zhang Xueying　 　 Liu Xinna　 　 Zhang Dong

Abstract:The transition of an economic entity to a digital economy poses significant challenges for low-skilled
workers,for whom the acquisition of digital skills for decent employment is key to eradicating relative poverty. The In-
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ILO) is committed to implementing digital skills development for lowskilled worker
groups such as farmers,youth and women,to achieve social justice through digital skills upgrading. The insights for Chi-
na are as follows:The content of digital skills development should focus on both digital literacy and digital competency,
the design of digital skills training differs according to the target groups,the digital skills development system should
cover the whole life cycle of the entire workforce,and digital skills development tools should focus on developing digital
training tools and conducting research on digital skills development.

Key words: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low-skilled worker;digital ski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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