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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 由：关于数字人才增效、和谐劳动关系提质，两轮并驱推

动人力资源高质量发展的建议

编 号：083

提 案 人：高萍

背景和依据：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

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其中，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是需要长期坚持的国家重大战略，也是事关现代化建设高

质量发展的关键问题。实现人力资源高质量发展，不仅是一场效

率变革和动力变革，更是一场质量变革。一方面，通过培育和造

就战略人才、数字人才、工匠人才，形成人才高地和创新高地，

对于驱动区域、产业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另一方面，我们

不仅要关注发展指标上“量”的合理增长，还需要关注劳动者感

受上“质”的有效提升。

问题和分析：今年以来，096 号提案《关于积蓄数字人才势能助

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提案》在推进落地过程中，受到了区政

府、人社及各系统的大力支持与肯定。尤其在培育战略性新兴产

业、新经济新业态等重点产业引才育才能力，提升就业和社会保

障公共服务能力水平等方面开展并落实了一系列调研、规划、举

措，取得了显著成果。与此同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要求我

们始终将劳动者的感受放在第一位，始终将共同富裕和均衡发展

放在第一位。人力资源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和谐的劳动关系牵引，

只有不断丰富和发展和谐劳动关系，才能让广大职工建功立业新



时代的团结力量充分涌流。

建议： 一，高质量发展是均衡式发展，对于实体经济、传统制

造业、国企等重点产业的数字化转型升级需要更加系统、全面、

深入地推进。人力资源高质量发展的实现路径，需要在更高水平

上推动科技创新与经济社会协同发展，尤其是实现重点产业数字

化转型与人力资源服务创新深度链合。因此，建议支持人力资源

服务机构运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助力实体

经济、传统制造业、国央企机构实现业务数据化、运营智能化、

人才数字化。同时，鼓励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打造一体化数字服务

平台，提升系统集成水平，形成数据技术双驱动的数智决策与服

务能力，从重点产业的数字化转型、业人一体化等迫切环节入手，

赋能产业、企业管理向数字化全价值链升级拓展。二、高质量发

展是口碑式的发展，着力加强创业就业的最后一公里服务，让服

务质量、服务成果看得见摸得着。以虹桥会客厅为窗口服务载体，

有规模地开展劳动者求职/就业指导、企业政策咨询/办理等窗口

服务和专项活动。可引入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充分发挥其专业优势

和资源优势，打造“面对面”、“手把手”服务的样板窗口，提

供求职创业一站式指导、线上线下就业供需对接服务。有条件的

各类功能区、产业园区、创业园区可建设人力资源服务联络站、

服务厅、咨询点，深化产业链人才链引领驱动，完善市级数字人

才市场综合性服务功能，以优质服务供给，给创业就业者更好体

验，进一步释放大企业创新活力，激发中小企业创新潜力。三、

高质量发展是共建式的发展，引入社会力量、市场力量，让劳动

关系协商机制更民主、更和谐、更人性化。围绕“党建文化引领、



公信平台督查、企业职工自查、工会集体协商、政策法规保障”，

积极探索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式劳动争议协商处理机制。鼓励

和支持有公信力的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有责任心的用工企业积极

参与劳动关系争议治理，依靠民间力量、市场力量，搭建劳动关

系双方沟通协调平台，将劳动关系处理工作关口前移，实现劳动

关系问题自查、联合检查，推动劳动关系协商机制更民主、人性

化；强化宣传引导，厚植人文关怀，积极发掘典型案例、标杆企

业，总结区域高质量就业的软性评价指标和发展路径，提炼可广

泛推广的劳动者满意度高的就业范式，形成和谐劳动关系的文化

氛围。重点加强新业态一线从业者的权益保障工作，持续开展专

项行动，打造纠纷处理“绿色通道”，保证推动相关权益保障政

策稳健落地，让劳动者更有尊严、更有保障，真正实现体面劳动、

高质量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