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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维是一名自由摄影师，曾在一家公司
负责宣传业务，近年来在家附近租了一套房
子当作摄影棚。他告诉记者，摄影是他热爱
的事业，他不喜欢朝九晚五、按部就班的生
活，现在就是他理想的生活状态，之前工作积
攒的经验和客户让他现在能够自由支配时
间、自由选择想要合作的对象。

年轻人离开传统职场，加入“自雇经
济”大军，似乎已成为一股悄然流行的风
潮。在数字经济与平台经济蓬勃发展的背
景下，职业类别也变得更为多元：知识分
享、技能服务、内容创作、付费咨询等都成
为职场人士就业谋生的新方式，“自雇经
济”正迅速崛起。

“劳动者只需拥有一台电脑”

2020年，年过35岁的万艳突然产生了很
强的职场焦虑。随着阅历的增长，她强烈地
感受到职场可选择的机会越来越少。“因为我
已经处在了高管教育行业顶级的公司里，跳
槽选择空间极少。如果为了求稳维持现状，
是我不希望看到的结果。”回顾当时离开的原
因，万艳这样告诉记者。

正是在这一年，万艳决定离开传统职场，
成为一名独立的“职场优势教练”，主要帮人
做职业生涯咨询，“如果职场人士遇到职业困
境，我可以从每个人的优势出发，协助他们解
决困扰”。

从事自由职业远比此前的全职工作忙
碌。万艳告诉记者，她通常会在 6 点半开始
读书或写作，早餐后就开始为当天的咨询工
作提前做准备。“当一个咨询结束之后，我还
要花三五个小时写复盘报告。晚上有时候会
为接下来的咨询或一些外部合作提前做些准
备，或是留出时间学习，让自己保持专业能力
和知识的提升。”有时候一天要忙 12 个小时
甚至更久，但她感到充实，“并不会像上班那
样总感觉身心疲惫”。

郝威则这样描述自己离开上一家位列全
球 500 强的大型企业后，彻底成为自雇佣人
士的感受：“我找到了大学时那种自由成长的
感觉。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想做的，所有的
决定都是自己做。简单说，不再内耗。”

虽然上述受访对象的选择未必符合大众
“求稳”的传统心态，但这却是新时代人们就
业观念变化的真实写照。他们希望拥有更灵
活的工作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在追求自我
价值的同时赚取收入。随着数字经济和平台
经济的发展，自雇佣已经成为一种较为普遍
的选择。

与人们印象中传统的“打零工”不同，
更多选择自雇佣的年轻人拥有比较丰富的
工作经验和社会资源。北京师范大学经济
与工商管理学院人力资源管理系副主任许
志星认为，当前的自雇佣模式与过往的“个
体户”不同，是时代进步的一种表现，会成
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职业选择。他对记者
表示：“随着技术进步，供需对接问题得到
有效解决。如今的劳动者只需拥有一台电
脑，就可以不依附于其他生产资料，创造出
生产价值。”

“一个人的战斗”

对于选择自雇佣的人来说，成为自由
职业者的这条道路并不只意味着真正的自
由。许志星表示，自雇佣就业者收获了自
由，但是与之相对的责任也会转移到个人
身上。人们需要为自己的职业生涯负责，
这在能力、人脉和心理素质三个方面对自
雇佣职业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自雇佣
就业模式下，很多时候就业者都是一个人
在战斗。心理韧性高、抗压能力强的人更
适合这一模式。”

尽管很多自雇佣从业者已具备了能力、
人脉的资源优势，但安全感缺失仍是当前面
临的一大问题。甘维告诉记者，若长时间接
不到单，内心会很慌张，因为房租、设备，每一
样都需要花钱。而且，为了以后养老有保障，
五险一金都需要自己全额缴纳，“没有钱进账
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在自雇模式下，个体的技能培养成本随
之转嫁，这也增加了自雇佣从业者的压力。
万艳向记者坦陈职业转型遭遇“低谷期”时的
焦虑：无论过往经历多丰富，转行都意味着要
经历一段低谷期。经济收入会同样遭遇低谷
期。“我并不想要为了赚钱而做教练，可没有
客户就没有收入来源。如何在两者之间取得

平衡，常会让我焦虑。”
对于自雇佣人士而言，系统的知识技能

培训和定期的人际交流是帮助他们化解危机
感、提高个人成就感的有效方式。郝威告诉
记者，他曾借助微信平台开设水果美食微店，
也在上海经营过实体咖啡馆，如今选择成为
一名健康财富规划师，行业相对完善的知识
体系与职业通路让他再一次感到“人生到了
refresh（刷新）的时刻”。

“社会需要关注到新的情绪”

有分析报告指出，包含自雇经济在内的
灵活用工行业发展迅速，并呈现渗透率提升、

劳动者地位提高、行业规范化及数字智能化
不断提升等趋势。

在产业转型升级的背景下，中国大量劳
动力正在从传统制造业转移到数字经济、共
享经济领域。同时，企业也愿意将一些项目
外包给自雇佣就业者，因为这让组织可以对
外界环境变化快作做出反应，也可以极大降
低组织的成本。能够线上、居家办公的自雇
佣模式正在成为新的趋势。

“自由职业看似自由，但其实也是一个
相对孤独的职业，是非常需要支持系统
的。”多名受访者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类似
的观点。“自雇经济”浪潮之下，自雇佣就业

人员需要不断保持职业生涯的可持续发
展，在自身主动出击，积极求变的同时，更
需要来自社会的系统性支持。“如何完善法
律、保障个体的各种劳动权利或就业权利、
为自雇就业者提供更好的工作环境，是需
要整个社会共同思考的问题。”许志星表
示，传统劳动法关于权益保障的规定大多
为稳定就业而设计，自雇模式下，社会需要
关注到新的情绪。

相关的法律措施已在不断涌现及优化。
2022年3月1日开始实施的《互联网信息服务
算法推荐管理规定》第二十条规定，算法推荐
服务提供者向劳动者提供工作调度服务的，
应当保护劳动者取得劳动报酬、休息休假等
合法权益，建立完善平台订单分配、报酬构成
及支付、工作时间、奖惩等相关算法。2022年
10月，《促进个体工商户发展条例》发布，其中
也对个体工商户健康发展、权益保护、社会保
障等多方面进行规范。

《中国灵活用工发展报告（2022）》蓝皮
书显示，2021年我国有61.14%的企业在使用
灵活用工，企业更倾向于扩大而非缩减灵活
用工规模。根据前瞻产业研究院《中国人力
资源外包（HRO）行业市场前瞻与投资战略
规划分析报告》测算，2025年中国灵活用工行
业市场规模将首次突破万亿规模，灵工劳动
者的福利水平将随着新的五年计划发布而得
到进一步提升，行业复合增长率有望提升至
15%的水平，预计到2027年行业市场规模将
突破1.5万亿元。

“在巨大的增长潜力面前，相应的法律机
制和社会保障未来还有提升空间。”许志星表
示，只有社会和政府都做好应对准备，自雇模
式才能让更多劳动者受益，自雇经济才能高
质量地发展，形成新动能。 本报综合消息

“自雇经济”崛起，你准备好了吗？

你有多久不买新手机了？近日有报告
显示，一季度，全球手机市场出货量大幅下
滑，一些知名品牌的手机出货量都同比两位
数下降。手机市场发生了什么？

品牌手机出货量下滑严重，三星苹果也
难避免

根据市场调查机构 Counterpoint Re-
search公布的最新报告，2023年第一季度全
球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为2.802亿部，同比
下降 14%，环比下降 7%。这是自 2013 年以
来最疲软的假日季度。

照此计算，仅仅一季度，全球手机市场
出货量就同比减少了约4500万部。

另外，上述报告指出，2023年第一季度，
中国智能手机销量同比下降5%，是2014年
以来销量最低的第一季度。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国内手机市场相比
前几个季度两位数的同比降幅，今年一季度
同比降幅已有所改善。另外，一些国产手机
品牌表现优异，例如在高调回归中国市场
后，一季度一加手机销量同比增长 200%以
上。

但大部分手机品牌一季度业绩并不如
意，Counterpoint Research 报告指出，OP-
PO、小米、vivo 都经历同比两位数下滑，即
便是三星，一季度出货量下滑19%。

在近日苹果发布的截至3月31日的第
二财季报告显示，该季度营收 948 亿美元，
同比下滑 3%；净利润为 241.6 亿美元，同比
下滑3%。

即便是主打海外市场的传音控股，一季
度手机营收同比也下滑18%，为84亿元；手
机出货量3600万部，其中智能机1300万部，
同比下滑20%。

手机为啥卖不动？创新乏力或是关键
平安证券发布的研报分析称，当前全

球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加大，下游消费需
求疲软，叠加手机创新边际减弱且产品
同质化严重，智能手机行业步入存量替
换阶段，根据 IDC 统计数据，2022 年全球
智能手机出货量同比下降 11.3%至 12.1 亿
台。

通信行业资深观察人士、中关村信息
消费联盟理事长项立刚接受记者采访时
分析，除了经济原因，更深层次是因为手
机行业没有新的技术突破来拉动出货量，
尤其是苹果、三星创新乏力，国内市场华

为手机又遭打击，所以消费者购置新机意
愿并不强。

Counterpoint Research 报告指出，除了
受到全球经济不振影响外，智能手机市场也
受到一些主要品牌新品供应减少的打击，另
外，消费者也在选择减少更新频率，购买时
选择更耐用的智能手机。

确实，目前不少手机都比较耐用，现实
中也有一批手机“钉子户”，到现在他们还在
用着几年前发布的机型，例如iPhone 6 Plus
或小米6等。甚至是小米CEO雷军对此都

“头疼”，4月份，小米13发布后，雷军调侃，
“现在还有人在用小米6吗？推荐升级到小
米13。”

手机出货量的锐减除了给手机厂商本
身带来影响外，对上下游产业链也带来冲
击。项立刚表示，手机终端的出货量不足，
它的上游，比如说屏幕、电池、摄像头等相关
配件生产都会受影响，甚至波及原材料。

Tech Insights 报告指出，2022 年全球智
能手机内存市场规模同比大幅下降 23%，
DRAM和NAND产品价格也大幅下降。智
能手机NAND闪存市场的总收入同比下降
了 20%，智能手机 DRAM 市场收入下降
26%。

换新周期拉长，年轻人也没动力换手
机？

值得注意的是，被寄予厚望的年轻消费
者，也不再频繁更换新手机了。

艾瑞咨询今年3月份发布的报告显示，
79.5%的 Z 世代更换手机频率在 1 年至 3 年
之间，75.9%的人偏向定价2000元至6000元
的机型。而据平安证券的研报称，用户换机
时长拉长至43个月。

艾瑞咨询报告还显示，手机数码消费已
经进入注重消费者体验的新阶段，对于Z世
代消费者，手机数码不仅仅是功能型产品，
而是代表了其专属的审美态度和价值认同，
一种基于消费理性、品牌信任与文化认同的
良性交互关系正在慢慢成形。

有消费者对记者表示，“手机里面存了
大量的照片等资料，懒得折腾。”还有消费者
表示，有换机需求，但想等等新品，目前手机
的功能对自己吸引力并不大。

还有用户称，“有那闲钱还不如去旅游
吃烧烤呢，现在手机就挺好，拍照够用。”这
就好比坐着公交去酒吧，主打的就是“该省
省该花花”。

你呢，多久才换一次手机？
本报综合消息

年轻人为啥不换新手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