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数据全形态就业服务及治理平台



1、外来人口多、流动大，增大疫情精准防控的压

力和防疫信息收集、审核的难度

外来人口多、流动大
农贸市场管理难

骑手、司机、等灵活
就业者防疫管理难

2、两极分化：疫情之下部分企业招工难，部分企

业要裁员，没有统筹调剂，造成人员流失

部分企业招人难 部分企业要减产减员

现状分析



3、底数不清，对企业精准纾困、对劳动者提供权
益保障难度大

底数不清，精准纾困难度大 裁员频发，提前防范劳动纠
纷难度大

4、疫情原因本地待业劳动者就业通道中断，区域外
劳动者近一段时间也无法入昆找活

疫情之下，大量待业人员暂留
在昆，存在防疫安全隐患

受疫情影响劳务输出地大量
劳动者无法来昆进去企业上班

现状分析



6、缺少一套数字化用工管理、运营、调剂、监管平台

单一的线下监管形
式工作量大，效率低

传统线下走访、暗访、
查台账进行监管

用工市场管理难度大
没有形成数据链、无完整闭环

5、劳务市场恶意竞争、违规招聘造成市场混乱

哄抬招聘价格，导致企业
用人成本大，企业苦不堪言

疫情期间违规招聘，屡禁不
止，为疫情防控增加隐患

现状分析



2亿灵活就业人群，其中8400万在平台上就业

家政保洁

代驾司机

外卖骑手直播网红

兼职店长

在线教育老师

数字经济进入下半场，产业数字化加速就业机构转变，
灵活就业与新业态相伴而生、相互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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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年数字经济占GDP比重及数字化就业
者规模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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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数字化就业发展迅速，面临三大痛点：

1. 劳动者安全便捷找工作？2. 就业平台合规低成本用工？3. 政府如何协同监管？

数字化就业成为产业数字化的关键环节



建立“就业码”就业管
理机制，在“健康码”
的基础上增加了就业信
息，提高疫情防控效率。

建设区域用工管理平台
为全区用工企业、劳动
者、人力资源机构提升
数字化服务和监管能力。

规范区域内劳务市场，
线上+线下协同治理确保
劳务市场健康有序发展；
建设点对点劳务输送基
地，保障企业用工。

精准分类施策，通过用
工管理平台精准对企业、
困难人群发放补贴、纾

危解困。

大数据全形态就业服务及治理平台

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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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力资源产业全程数字化，

数字化推动用工属地化，产业本地化！

数智园

平台企业

电子劳动合同

费用结算

税务登记
集群注册

代算薪酬福利

协同治理云

就业地
地方政府
（东部沿海为主）

好活团

就业码

输出地
地方政府
（中西部为主）

订单管理
休息安排
工时计算
薪资发放
灵工保障

电子平台从业协议

工资发放平台

年报年审

发票管理

电子合作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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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待业者

返乡创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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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创业者

生态服务企
业

用工企业

入驻

财政分享

入驻

平台网约劳动者

单位就业员工

平台灵活就业者/个体户

就业者

劳动力支撑

灵工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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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端

就业码

劳动者

数据互通

招聘报备
就业码申请
岗位报备
信息登记
薪资结算

防疫登记
就业登记
健康上报
信息登记
培训报名

管理和运营端（线上人力资源市场）

人力资源服务公司用工企业

防疫审查
工作推荐
创业政策
保障政策
劳动维权

准入审核
防疫监控
岗位分配
用工管理
政策扶持

运营管理中心

政府端

市用工管理平台

复工审核
防疫监控
用工调剂
保障服务
政策扶持

复工报备
信息登记
就业码申请
员工日常管理
招聘和裁员报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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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 服务业 平台企业

零工市场

待业人员
工 人 服务员
骑 手

快递员

……
本地人

资服务公司
外部劳务基地
人资服务公司

院校基地
服务机构

用工调剂中心 志愿者中心

利用就业码、调剂中心、
运营管理中心、志愿者中心、
零工市场的连接能力，连接
政府、企业、人力资源公司、
劳动者实现场景闭环，政府
通过用工管理平台统筹就业

用工管理平台全闭环产品方案



利用企业端就业码和就业服务小程序收集劳动者健康、就业等信息，通过用工管理平台大数据分析归类，协助区域内企业有序复工复产

用工企业

人力资源公司

待就业人员

在职员工
自招员工
减员员工

派遣员工
招聘员工
减员员工

本地待就业劳动者
外地基地预来昆劳动者
院校待实习待就业学生

企业端
就业码

健康上报
就业登记
信息登记

XX市就业服务小程序劳动者分布

运营服务

用工管理平台

C端运营执行策略



利用就业码和管理终端的数据传输至用工管理平台下的运营管理中心和调剂中心进行大数据分析和人岗匹配

劳动者在岗 劳动者不在岗

稳定 C1：满足现状在企业稳定上班 C2：复工后想尽快进入企业

不稳定
C3：想换企业或者被迫换企业上班
C4：疫情稳定后要离开昆山

C5：疫情稳定后要离开昆山
C6：目前在外地想进昆山企业

企业招人 企业裁人

明确
甲类企业：订单稳定、原材料充足、资
金周转良好，有明确的用工数量需求

乙类企业：由于订单、原材料、资
金等问题面临破产明确要减产减员

不明确
丙类企业：订单相对稳定，由于疫情、
物流等不确定因素，招聘需求不确定

丁类企业：企业经营不确定性，对
裁员无法明确判断

用工企业 人力资源公司 待就业人员

在职员工

自招员工
减员员工

派遣员工
招聘员工

减员员工

本地待就业劳动者

外地基地预来昆劳动者
院校待实习待就业学生

健康上报
就业登记

信息登记

通过运营管理中心对审核通过劳动者数据进行分析

用工企业 人力资源公司 政府各部门公益性岗位

招工岗位

减员岗位
用工计划

招工岗位

减员岗位
用工计划

招工计划

企业管

理终端

岗位报备
岗位上架
招工登记

岗位管理

通过用工调剂中心对企业数据进行分析

通过分析确定劳动者6种状态目标群体 通过分析确定4类用工企业分布

劳动者分布 岗位分布

人力资源服务机构执行策略



在岗且稳定 C1

不在岗等上岗

在岗想换企业

在岗准备离开

不在岗预离开

外地待进入

C2

C3

C4

C5

C6

稳定招人

不稳定招人

明确减员

减员不确定，当
前劳动力过剩

丁类企业丙类企业

乙类企业甲类企业
运营策略：稳岗、跟踪

劳动者状态 企业状态

市
人
力
资
源
蓄
水
池

运营策略：招聘、匹配岗位、上岗、稳岗

运营策略：稳岗、重新推荐岗位、保障

运营策略：稳岗、保障、重新推荐岗位

运营策略：关怀、培训、推荐岗位

运营策略：推荐岗位、点对点输送

大数据

大数据

人岗匹配

人岗匹配

调剂

调
剂

共享用工

共
享
用
工

用工调剂中心运营管理中心

市用工管理平台
扶持、监管、服务、治理、保障

建立用工蓄水池 + 用工调剂



人力资源服务云
区域总览 企业概况 劳务概况 用工情况

企业分析 保障情况和工作时间分析 外来用工人人员监控 培训需求和培训分析

一屏掌全局 - 人力资源服务云



就业服务
大数据

数字化人力资源产业园

乡村振兴
服务站劳动者

招聘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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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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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
治
理

贵州数字化人力资源产业园
汇聚就业及培训

“一出”
有组织劳务输出

政府

广东总部+贵州基地

网约劳动者

单位就业员工

平台灵活就业者

就业保障
服务站

广东数字化工业就业基地
汇聚工业企业及人才 全形态就业

“五回”
数据、资金、产值、保障、人才

东西部共建产业园，“一出五回”协同发展创新模式

共同富裕



不忘初心，砥砺奋进。未来，好活科技将再接再厉，不断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精益求精，完善服务保障。
定位于大数据研发+就业服务，全力打造多场景赋能、全方位服务、领先的大数据人力资源服务与协同治
理平台，全面赋能劳动者数字化就业和政府协同治理，不断引领国内人力资源领域的创新式发展与变革，
促进东西部协作，助力乡村就业。

东西协作助力就业，心手相连创造美好生活



THANK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