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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劳务品牌发展现状分析 

及其在新形势下提升路径与加强宣传 

的研究报告 

（摘要） 

 

本研究旨在过去组织劳务品牌选树、开展调研和交流的

基础上，组织政府、社团、企业等几方面人员依托互联互通

等新技术开展问卷调查，并进行分析研究、专题研讨，探索

劳务品牌的内在发展规律，挖掘其内生需求，进一步提出劳

务品牌在新时期提升的路径和加强宣传推广的建议。 

一、劳务品牌发展现状调查分析 

（一）劳务品牌发展历程的简要回顾。劳务品牌源自改

革开放大潮中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上世纪 70年代末，

逐步放开农村劳动者进城务工，产生了劳务品牌的萌芽。上

世纪 90年代后，伴随着劳务输出组织化程度逐步提高，催

生了劳务品牌的崛起，一批劳务品牌脱颖而出。2007 年全国

劳务品牌展示交流大会后，许多地区大力推进劳务品牌建设。

尤其是党的“十九大”以来，各地政府部门积极打造和培育

劳务品牌，涌现出一批优秀劳务品牌。目前，劳务品牌进入

新的发展阶段，开始走上转型、升级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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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问卷调查看发展现状。一是促进转移就业富有

成效。二是对带动当地就业发挥作用。三是对当地经济发展

有相当贡献。四是疫情对劳务品牌实体的冲击影响较为严重。

五是低端劳动力的市场需求下降，压缩了劳务品牌的传统市

场空间。六是劳务品牌实体在高素质劳动力输出能力方面尚

不能满足新经济格局和产业升级需求。七是劳务品牌实体的

经营管理水平急需与日趋规范和竞争加剧的市场相适应。八

是大部分劳务品牌载体单一、规模偏小，尚未形成汇聚多方

资源、良性互动的劳务品牌生态圈。九是劳务品牌实体发展

急需得到多方面的支持和帮助。十是劳务品牌宣传力度和传

播方式急需加强和扩展。 

二、劳务品牌发展环境的新变化及新机遇 

（一）劳务品牌发展环境的新变化。一是就业优先政策

不断强化，劳动力市场化机制体制更加完善，提出了新要求。

二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新格局的确

立，带来了新挑战。三是新技术革命全面爆发，新经济、新

业态、新就业大量涌现，呈现出新趋势。 

（二）劳务品牌发展面临的新机遇。一是劳务品牌从低

端劳动力市场向中高端劳动力市场渗透空间巨大。二是劳动

力回流给劳务品牌实体提供了就地就近开发就业的新领域。

三是新技术为劳务品牌的运营、管理和宣传提供创新工具

（劳务品牌+互联网）。四是新就业形态为丰富劳务品牌业态

提供了多种途径（互联网+劳务品牌）。五是劳务品牌发展面

临更宽松有利的制度环境和政策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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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劳务品牌创新发展的路径和措施建议 

（一）在劳务品牌发展的三大核心要素上继续务实进取。

一是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大幅度提升劳务队伍质量。二是推进

劳务品牌服务标准化，进一步提升服务质量。三是建立健全信

用制度，形成诚信经营服务的良好机制。 

（二）引领劳务品牌多维度综合生态圈发展。一是建立多

维度劳务品牌生态圈的理念。二是总结综合生态圈发展做法经

验，以典型引领品牌生态圈发展壮大。 

（三）政府部门和社会组织加强指导支持和服务。一是多

部门整合政策资源促进劳务品牌健康发展。二是分类制定劳务

品牌专项标准，鼓励社会组织参与支持劳务品牌标准化建设。

三是搭建开放的劳务品牌信息化平台，通过信息技术手段确立

服务和质量的诚信机制。 

四、提高劳务品牌传播效果，打造多媒体矩阵 

（一）研究制定宣传方略，强化主题丰富与内容创新。一

是以稳就业、保就业为宣传主题。二是以职业技能培训和竞赛

为宣传主题。三是以劳务品牌服务质量优化为宣传主题。四是

以劳务品牌诚信建设为宣传主题。 

（二）积极打造全媒体矩阵，提高宣传能力。一是强化平

台建设，实现品牌宣传多元传播。二是整合媒体资源，形成品

牌推广合力。三是以真实案例为中心，提升宣传推广实效。 

（三）通过品牌传播，展现和拓展劳务品牌生态圈。深入

挖掘劳务品牌的经济、文化资源。结合区域产业优势，在拓宽

品牌生态圈，拓展品牌知名度，助推品牌健康发展上下功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