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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青年就业，怎样打开新空间？

如何正确看待青年就业压力？

统计数据显示，去年上半年，16至
24岁城镇青年调查失业率持续走高，
由此引发一些担忧。部分外媒抛出了

“倒闭潮”“失业潮”论调。
青年就业问题是否如一些外媒所

言在“持续恶化”？
“以高校毕业生为代表的青年初

次进入市场找工作，有一个工作搜寻
与空缺职位的匹配过程。”中国人民大
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曾湘泉说，每
到毕业季，年轻人集中进入劳动力市
场，青年失业率都会有所上升。随着
工作陆续确定，青年失业率一般会在7
月左右达到顶峰后逐步回落。

那么，当前青年就业形势究竟
如何？

不可否认，就业存在压力是中国
的现实国情。

“预计今年高校毕业生超过1170
万人，要强化促进青年就业政策举措，
优化就业创业指导服务。”政府工作报
告直面问题，亮出国家化解青年就业
问题的决心和信心。

“2024 年新成长劳动力规模仍然
较大”“2024 年经济运行风险挑战增
多、重点人群就业压力较大”，计划报
告点明设置今年就业预期的基本动
因。城镇新增就业规模从去年“1200
万人左右”调整为今年“1200 万人以
上”，传递出更大力度稳就业、惠民生
的积极信号。

“随着经济回稳向好，当前就业
形势总体改善，但部分行业以及中小
微企业经营仍面临不少困难，求职的

年轻人数量继续增加，使得就业竞
争更加激烈。”全国政协委员、中国
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院长莫
荣分析。

数据显示，今年春节后，企业招聘
持续向好，但招聘岗位数量还没有恢
复到 2019 年同期水平。过去吸纳毕
业生最多的互联网、房地产、教培行
业，招聘需求恢复依然较慢。

“毕业生找工作时求优求稳，用
人单位也提高了招聘门槛，这就导致
部分青年‘就业难’与部分岗位‘招聘
难’并存的现象更加凸显。”莫荣委员
表示。

数字化、智能化会否影响青年就业？

近年来，随着技术迭代和产业升
级加速，无人工厂建设和人工智能应
用加快推进，一些人关心，这是否会带
来大规模失业？

“无论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
崛起，还是传统产业转型升级，都带来
企业人才结构的深刻调整。在部分岗
位被替代的同时，也会产生大量的就
业新机会。而这种变化总体对高校毕
业生更有利，因为其数字化的特点使
得用人单位更加青睐熟悉互联网、综
合素质高的求职者。”智联招聘执行副
总裁李强表示。

重庆一家制造业企业负责人告诉
记者，企业转向智能制造后，确实减
少了一线普工数量，但同时又产生了
供应链管理、精密模具制造成型等数
百个新岗位，对人员素质的要求也相
应提高，亟待补充大专及以上学历的
人才。

“在劳动年龄人口下降、劳动力供
给趋紧、人工成本上升的背景下，用机
器替代流水线上的简单重复劳动是大
趋势。”曾湘泉说。

在全国人大代表、天津理工大学
研究生院院长王劲松看来，新一代求
职者更加注重职业发展、工作条件和
自我价值实现。关键是加快推进产业
结构调整和高质量发展，培育壮大先
进制造业、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创
造更多适合大学生的智力型、技术技
能型岗位。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将“大力推进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加快发展新质
生产力”列为2024年政府工作任务的
首位，并提出“推动传统产业高端化、
智能化、绿色化转型”“积极培育新兴
产业和未来产业”“开辟量子技术、生
命科学等新赛道”“深入推进数字经济
创新发展”等一系列新举措。

计划报告提出，实施先进制造业
促就业行动，拓宽就业增长点。

“一大批新岗位、新职业将加快涌
现，为广大青年提供更多职业新选择、
发展新空间。”王劲松代表说。

也有人担心，现在的年轻人是否
愿意到制造业就业。

记者了解到，一些变化已经悄然
发生。不少毕业生将眼光更多投向前
沿领域和高科技行业。部分制造业企
业收到毕业生简历数量明显增加，一
些先进制造业企业更是成了就业市场
的“香饽饽”。

这两年，电动汽车、新能源、集成
电路、生物医药等一批新兴产业崭露
头角，可观的薪资待遇和职业前景，大

大增强了其对年轻人的吸引力。智能
制造、电子信息、人工智能、大数据等
成为就业“新风口”。

压力之下，青年自身如何调整？

在一些外媒关于中国青年就业的
报道中，“躺平”“摆烂”成为高频词，
有外媒称“全职子女成为趋势”，甚至
称中国有 1600 万城市青年选择“家
里蹲”。

“‘躺平’‘摆烂’不是对我们青年
一代的真实描述。无论考研还是找工
作，大家都很努力，都想早点‘上岸’。
我和宿舍同学一起求职时，大家每天
都互相交流招聘信息、面试技巧。”郑
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2024 届本科毕
业生张翱聪说。

我国已有超2.18亿人具有大学学
历，每年毕业生规模已超千万人。在
如此庞大的就业群体里，出现缓就业、
慢就业的情况不难理解。关键是不能
以偏概全，而要准确把握青年群体就
业整体状况，辨明整体和局部，分清主
流和支流。

无论是政府部门的统计数据，还
是代表委员的一线调研，抑或是记者
的采访观察都显示，绝大部分年轻人
正在积极寻求机会、想办法实现自身
价值。面对激烈的就业竞争，年轻人
的观念总体更加开放，求职路径也更
为多元。

越来越多大学生积极调整发展路
径，选择主动对接职场所需，脚踏实地
提升能力：招聘会上，一些低年级大学
生来提前“热身”或寻找实习岗位；培
训机构中，自己花钱来学技能的年轻
人越来越多；下班后，到夜校培训“充
电”成为年轻人潮流……

“相对于产业和技术的快速变化，
人的变化是一种渐进式变量。但是一
旦激发，就会产生巨大力量。”莫荣委
员说。

据新华社电

罪，还是非罪？
不再是判案难题

刑法第二十条规定的正当防卫，
曾被称为“沉睡的条款”。事实不好认
定、证据不好证明，一方有理由、一方
有损伤……怎么依法、妥善办好案件，
曾深深困扰着办案单位。

而近年来，随着司法解释、指导性
案例的出台，可供遵循的依据越来越
充分，办案人员对正当防卫的认定更
有底气。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显
示，2021年至2023年，人民法院对77
名被告人以正当防卫宣告无罪。报告
还以辽宁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
的马某正当防卫案为例。

为此，记者第一时间采访了该案
当事人马某、办案法官等人，还原该案
案发及审理全过程。

时间回到 2020 年 8 月 12 日：当
日夜间，付某酒后到马某家砸门、叫
嚣杀人，马某告知其找错人并报警，
付某不予理会并砸碎多片窗玻璃，马
某持刀出门制止，付某与其厮打，马
某手、背部受伤，付某被刀伤多处致

失血性休克死亡。
2023 年 9 月，鞍山市中级人民法

院认定马某属正当防卫，宣告其无罪，
不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2023年11
月，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维
持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对马某无罪及
不需要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判决。

罪，还是非罪？曾是摆在办案法
官蔡婧面前的难题。

“经过调查，我们认定马某没有主
动伤人的主观动机，持刀离家是为了避
让付某，以保护自己的生命权和健康权
不受侵害。与付某厮打过程中，马某在
高度紧张、恐惧和慌乱状态下本能地反
击，其行为符合一般大众的普遍认知和
常情常理，没有超过防卫限度，其行使
的是刑法第二十条赋予每一个公民的
正当防卫权利。”蔡婧说。

“此外，专家论证机制助力我认定
此案适用刑法第二十条。”蔡婧介绍，
针对此案，辽宁省内外知名专家学者
组织研讨，综合起因、时间、对象、限
度、结果等条件的判断，一致认为此案
属于正当防卫。

“审判还了我公道，我在街坊邻居

面前抬得起头来了！”接受采访时，该
案当事人马某说。

法律的暖流，还从法庭流向马某
的家庭。据蔡婧介绍，得知马某身体
欠佳，日常生活、医疗费用花销较大，
法院主动联系民政部门及他所在社
区，为他从快从速办理医保、恢复发放
最低生活保障金。

为勇敢善良的人
披上坚固的“铠甲”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这是春节
档电影《第二十条》中的台词。该片聚
焦三起案件中检察官面临的情与法的
困境，将枯燥的法律条文转化为观众
易于理解的影像语言。是正当防卫还
是故意伤害？影片中法律与道德交织
碰撞，让很多法律工作者深受触动。

“马某正当防卫案的审判，就彰显
了‘法不能向不法让步’的法治精神和
价值导向。法官既要慎重使用刑罚
权、慎重使用司法权力，还要拒绝‘死
者为大’‘谁受伤谁有理’‘结果客观归
罪’的机械司法和惯性思维。”鞍山市
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庭负责人颜容表

示，办案法官不为陈旧观念束缚，坚守
匡扶正义的原则，秉持的正是“办的不
是案子，而是别人的人生”的理念。

审判结果送达后，马某及其家属
到鞍山市中级人民法院送了一面锦
旗。而案件审判的意义，远不止于还
马某公道。“我们认为，对马某正当防
卫案的准确认定，不仅消除了马某及
其家人的申诉信访隐患，还减少了社
会治理成本，社会教育意义重大，隐性
和显性意义都不可小觑。”鞍山市中级
人民法院副院长刘忠说。

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明确提
出：“法不能向不法让步”不是口号，

“第二十条”已被唤醒，还要持续落到
实处。

“马某正当防卫案作为案例被最高
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引用，让刑法第二十
条再次走入公众视野，也是在向全社会
宣告：正当防卫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权
利，是与不法行为作斗争的重要法律武
器。除了自卫，刑法第二十条也为勇敢
善良的人披上坚固的‘铠甲’。”鞍山市
中级人民法院院长陈林说。

据新华社电

“‘第二十条’已被唤醒”
——还原最高法工作报告中举例的正当防卫案全过程

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关乎千家万户，也是全国两会上热议的焦点问题。去年以来，青年
调查失业率引发关注，一些外媒和外国机构也借机唱衰中国经济。

如何看待当前青年面临的就业压力？人工智能等快速发展会否影响青年就业？职业发展
有何新动向？全国两会期间，记者采访了多位代表委员和专家。

8日上午，话题“刑法第二十条已被唤醒”登上热搜。“真的是好消息，让我们更勇敢地捍卫自己的权益和帮助他人”“法不能向
不法让步，弘扬社会的公平正义”……网友们热烈讨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