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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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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兴职业新兴职业：：毕业生的另一种毕业生的另一种选择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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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伍团子而言，做UP主的念头最
早可以追溯到自己15年的闺蜜、一位时
尚博主身上，“当时听她说用一年的收入
在重庆全款买了两套房，原来博主可以赚
这么多钱”。

有钱、有闲，能够更体面、更自由地
养活自己，对于不少徘徊“门外”、好奇张
望的年轻人而言，这是UP主等自由职业颇
具吸引力的地方。但和很多外行人的想象
不同，规律甚至更加节制，是很多全职UP
主生活的常态。

每天早8点起床吃饭，绕着小区门前的
湖堤散步两圈，中午自己下厨做饭，练书
法、看书，很少社交……这不是老大爷们的
日常，而是尔东和小明的典型一天。

最初，尔东和小明也肆意挥霍过时间，
比如把整个上午都睡过去，临近发布期时再
通宵拍摄、剪辑。一段时间后，他们发现，
这样的节奏并不可持续，“如果你要长期稳
定地做创意工作，你自己的身体和精神状态
直接决定了作品的质量”。

“自我管理做不好，自由职业的‘自
由’，反而会成为‘不自由’。”两年全职
UP 主的经历后，伍团子也越来越体会
到，时间管理尤其情绪管理是自由职业者
面临的考验。

比起生活工作互相交织、不分彼此的
最初状态，如今的安州牧也对两者进行了
彻底切割，“决不轻易把工作带回家”，作
息也更加规律。在他看来，没有了上下班
时间的外在力量规范，UP主等灵活就业

者更需要自己保持节奏，才能让这份职业
更持续地做下去。

现阶段，UP主创收的方式主要有接商
业推广、开发周边、获取视频平台为内容创
作者提供的奖励金等，本质上是将积累的注
意力资源转化为一定的商业价值。

随着UP主职业化趋势的愈加明显，依
靠做UP主养活自己，是吸引更多年轻人全
职投身的重要因素。目前，尔东与小明的
全网粉丝数已超50万，安州牧的有近100
万，都已是各自细分领域内的头部UP主。
但对于他们而言，为自己寻找到成功的商
业化之路，依靠内容创作带来更好的生活
仍然并不容易。

在剧组工作时，安州牧的收入在行业内
属于中上，能够维持自己不错的生活。全职
做自媒体后，依靠周边出售带来的收益和平
台激励，“总的收入是增多了，但除掉成
本，落到个人的收入其实没法和之前只做

‘打工人’时比。”安州牧说。
在观众对视频更新频率和质量越来越

高的期待下，去年，安州牧成立了一间小
小的个人工作室，由专人负责视频剪辑、
特效制作等。

在安州牧看来，“兴趣先行”是 UP
主等自由职业最显著区别于其他职业的
地方。“很多工作即便不喜欢、不热爱也
能干，但成为UP主，必须有强烈的热爱
和激情。”

把兴趣变成职业后，安州牧走得很慎
重，“我不希望这条路中道崩殂。那样的

话，相当于兴趣和职业都没有了，对我的
打击会很大”。

15岁那年，在地理老师的引领下，“90
后”UP主、星空摄影师叶梓颐第一次领略
到了无垠星空的浩瀚神秘。

7年前，叶梓颐辞去了外企广告公司的
高薪工作，成为一名全职“追星人”。在北
极拍摄日全食，在玻利维亚拍摄星空下发光
的盐沼，在西藏纳木错拍摄银河，一路走
来，她成为被不少年轻人羡慕的、“把兴趣
变成职业”的酷女孩。

星 空 摄 影 虽 然 是 一 个 小 众 领 域 ，
但和汽车、摄像机、户外设备等有着
天 然的广告场景关联。作为前广告人，
叶梓颐也表示，借助自己工作积累的媒
介经 验 和 人 脉 资 源 ， 自 己 的 商 业 化
启 动 得 很 快 。

即便有如此优势，叶梓颐也因为“实在
没有钱”，又上过一段时间的班。

从喜欢上星空摄影到现在，叶梓颐已
经和天文相伴了十多年，在她看来，除了
兴趣可能无法满足“要更好面包”的愿望
外，把“兴趣当职业”的副作用还有容易

“相看两厌”。
在沙漠里独自一个人睡在车里，开

着座椅加热带来的“又冷又热又干”的
体感，仿佛是被“架在火上烤”，叶梓颐
说，有好多次都想过放弃。而每当这样
的时刻出现时，“看到照片时的惊喜，想
要实现梦想的力量，又会把自己拉回
来，再坚持下去”。

困惑 ——成名在望的想象

在人人都可以成为自媒体的时代，UP
主的门槛似乎在降低，一台手机、一个角
落，就能完成拍摄制作。“大牛纷纷下海”
是小明对今天视频内容创作领域的感受。

安州牧观察到，相比于早些年，只是简
单地梳理知识内容就能吸引到粉丝，现在，

“观众的知识积累在增加”，同样的内容放到
现在，观众不会再买账。

随着视频领域成为大众注意力的集
聚地和观众对内容质量要求的不断提
高，UP 主行业吸引着更多优秀人才的
加入。

成为UP主后，小明身边的不少同学、
老师也尝试着创建了自己的自媒体账号。

“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很多都是大演奏
家，在音乐厅做专场演出的，怎么会在线上
免费表演。”小明认为，未来会有越来越多
专业、权威的演奏家加入进来，“我们已经
看到这个趋势了。”

专业权威带来的“降维打击”、观众对
深度内容的需求，都在让UP主这个看起来

“不怎么费力”的工作变得更具挑战。
“对于现场演奏会，大家会接受有瑕

疵，因为那是现场感的一部分。但是对于视
频，观众是期待完美的。”一次，尔东在视
频中弹了一个C9和弦，字幕上出现了“C9
减”的说明，尽管画面只出现了不到两秒，
还是有粉丝关注到了这一失误并留言纠正。

在高强度的内容输出压力下，成为全职
UP主后，小明和尔东每天的练琴时间显著
增长，“以前还有纯粹的休息时间，现在我
们不管是阅读还是练书法，都在思考怎么样
转化，怎样更好地为内容创作服务”。

讲述归义军故事的系列视频《西北有孤
忠》是安州牧参观敦煌莫高窟时产生的选
题，也是他做得最艰难的视频。“归义军是
敦煌壁画背后的‘无名英雄’，应该有人讲
述他们的故事。”但是作为史料缺乏、记载
存在断层的历史群像，视频中呈现的每一句
话都需要安州牧付出大量的努力。

在成为UP主之前，安州牧的职业焦
虑来自“是否还要继续没有意义地浪费时
间”，成为UP主后，他更大的焦虑则是怎
么样才能做得更好，“自己的能力是否就
只能到这儿了”。

从互联网大厂辞职后，伍团子先后利用
自己的求学、实习和求职经历，完成了几期
视频的创作。

“下一期内容你还能做什么？”伍团子的
父母曾表示过担忧，“如果你有一天吃完了

老本，还能继续分享什么呢？”
走在全职UP主的第三个年头，伍团

子说，“永远不要因为别人都在做什
么，所以才去做什么”。她表示，不是
每个人都能以此作为自己的“饭碗”
的，“做UP主首先要认识自己，要根据
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决定”。

UP 主是理想职业，是没有“996”
“007”的桃花源吗？

从职场“社畜”到“自由人”，叶梓
颐清楚，“没有完美的职业”。面对前来
咨询、对自由职业心动的年轻人，她反
对一个人只是因为不喜欢自己的工作就
放弃、离开。

“自由职业再自由，它的落点依然是
职业。”直到今天，叶梓颐依然觉得，自
己随时有可能继续回去上班。“有时我也
常常怀念之前上班的日子，至少收入稳定
不用担心生计，虽然加班但出了错有人帮
你顶着。”她笑言。

尽管在今天，类似UP主这样的新兴职
业依然面临职业发展路径尚不明确、社会保
障未全面建立等问题，但仍有一批批年轻人
充满朝气与期待地“闯入”。对此，安州牧
觉得，尽管全职需谨慎，但作为一切皆有可
能的时间段，“大学是最好的试验期，不怕
浪费时间更不怕失败，在这个阶段，可以大
胆地去探索自己的可能”。

竞争 ——UP主是一个好的职业选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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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大
量青年人已经成
为灵活就业的主
力军，甚至有统
计数字显示，我
国灵活就业的群
体已经达 2 亿，
其中从事主播及
相 关 从 业 人 员
160 多万人，较
2020 年增加近 3
倍。以送餐和快
递为代表的平台
经济也吸纳了千
万级的劳动者，
其中大部分都是
青年人。灵活就
业为什么受到青
年人的偏爱？一
方面，青年人对
灵活就业的定位
是可以“轻松赚
钱”，也就是实
现经济利益和自
由兼得。另一方
面 ，“95 后 ”

“00 后”对于生
活与工作平衡的
观念越来越强，
彰显个性的意愿更强，对于自我的认同
度比“80后”“90后”更高，并且也更
加现实。他们更加重视自身的健康生活
和成长，对于自身职业发展与其个性化
的人生追求具有更加深度的融合。

但是，青年人对灵活就业的选择也
不一定完全是主动选择的结果。他们会
对比不同类型工作的性价比。例如，对
于选择快递、送餐还是进入制造业的工
厂，很多青年人的选择是平台就业。这
一方面是因为工厂的工作劳动强度较
大，加班时间较长，且生产型岗位上工
作规则较多，导致一些青年员工难以忍
受。另外，对于这些生产型的岗位来
说，青年人也基本无法有一个良好的职
业发展的通道。另一方面，尽管平台工
作也比较辛苦，但是收入相对比较稳
定，回报及时、公平，且相对有一个自
由的空间。平台的算法管理、用工管理
和科层化管理更多是以业务为导向，对
于人身控制的程度不如制造业。因此，
最终青年人的选择是平台工作。

然而，对于大多数选择从事灵活就业
的青年人来说，从其自身出发也许在短期
内是一个遵从内心的不二之选，但是，如
果从长远来看，就会出现一些潜在挑战。
其一，灵活就业的工作往往属于灵活用
工，而灵活用工最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缺
乏各类社会保险，特别是养老、医疗和职
业伤害。随着这些青年人的生命历程进
入婚姻、养育子女的阶段，对社会保险的
需求就会提升，而灵活就业如何强化保
障，目前仍旧在探索阶段，亟待在国家总
体政策框架之下在各地落实。其二，灵活
就业青年人很难再回到正规就业的市场
和职场。诸多从事灵活就业工作的青年
人都反映，一旦适应了灵活用工的节奏，
很难再适应传统的管理环境。进一步来
说，他们的职业生涯发展也比较难以保
障，灵活就业领域基本上都是以提供劳
务作为基本的生存手段，职业生涯发展
的通道有限，技能转型和提升的空间也
并不充分。其三，对于青年人来说，灵活
就业领域已经进入成熟发展期，灵活就
业市场的竞争也呈现激励竞争的态势，
因此灵活就业市场中的岗位和工作更需
要青年劳动者投入更多的精力和时间，
工作与人的关系反而更加紧密，休息的
时间能否保证更具有不确定性。

综上，青年人追求自由的初衷在灵活
就业领域仍旧会受到各种限制，遭遇诸多
挑战。因此，面对越来越多的青年人选择
灵活就业，应从如下几个方面解决不确定
性的问题。第一，应尽快推进出台有关保
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的政策，特别是
在解决灵活就业劳动者的社会保障问题
上形成突破，以解决其后顾之忧。第二，
政府应在推动劳动力市场流动性、促进灵
活就业劳动者掌握多项技能、强化灵活
就业劳动者在新就业形态领域形成可持
续就业等方面出台促进政策。同时，推
动人力资源产业的良性发展，为灵活就
业劳动者提供相应的服务。第三，继续
推进第二产业和数字经济的融合，形成以
数字经济促进第二产业发展优化的局
面。进而，在传统领域创造更多优质的就
业机会。第四，加快职业教育、高等教育
与市场实际需求紧密结合，实现产学研一
体化发展的通畅路径，让更多的青年人能
够回归正规就业的劳动力市场中。

（作者系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关
系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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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00后”初入社

会 的 一 年 。 随 着 “996”

“007”“社畜”成为年轻人对职场新

的想象和恐惧，更加多元、新鲜、自由的

灵活就业受到了更多年轻人的青睐。智联招聘与

B站联合发布的《2022青年求职行为洞察报告》显示，

视频UP主（在视频网站上传视频的内容创作者）、电商博

主等是“00后”们最想从事的新兴职业。

根据今年年初国家统计局数据，我国灵活

就业人口已经达到了2亿，占全国劳动

总量8.9亿人的22%。新一代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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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传统演出行业一度停摆。
疫情第一年，青年演奏家尔东和小明没有一场线下
演出活动。

能不能把舞台搬到线上？经过半年准备，2020年11
月，尔东和小明成为UP主，开始了做自媒体的新体验。

“我们最初就决定全职投入。”小明说，毕业
后，随着对行业了解的加深，逐渐觉得“传统的音
乐职业路径比较难以发挥演奏者的个人优势”。

尔东和小明是大学同学，两人都毕业于中央音
乐学院，传统的职业路径本该是进入乐团做乐手或
者在学校、培训机构做音乐教师。但在小明看来，
与很多“向内”的音乐生不同，自己和尔东有着很
强的分享欲，性格中的“外放”元素更突出。在粉
丝为他们的视频作品打上的标签中，“好玩”“搞
笑”是高频词。

“传统演奏行业不需要你呈现出‘逗’或者某
些特立独行的特质，但是要是做自媒体，这反而是
你最具个体独特性和魅力的地方。”小明说。

在最初，尔东和小明的师长并不看好他们的选
择。“可能觉得有些遗憾吧，就像大学毕业了结果
你去摆摊卖煎饼。”在尔东和小明复刻动画片《猫
和老鼠》古典音乐的视频发布后，这个“厚积薄
发”的作品意外成了爆款，也成了他们的代表作，
帮助他们获得了一大批的专业认可。

复刻《猫和老鼠》有着极高的专业难度。由于
版权保护，很多音乐没有现成的乐谱，并且在当初
录制时，乐团乐手一边看着画面一边演奏，因此，
音乐的停顿、舒缓急促无法固定下来。这种演奏方
式虽然能实现音乐与故事情节的完美契合，却给尔
东和小明带来了演绎重现的巨大挑战。

一个音一个音地“扒”，仅用钢琴和小提琴完
成画面中笑声、鸟鸣、劈大树等所有声音的再现，
尔东和小明两个人干完了一整个交响乐团的工作
量，“这是我们这些年干过的最难的一件事了。”

视频发出后，小明有整整两天都在忙着回复老师、
同学发来的问候，不少老师主动抛来了合作的橄榄枝。
2021年，上海交响乐团邀请尔东和小明参与了自己的
音乐节。两个年轻演奏者，与一个权威乐团合作，他们
感到很兴奋。“这在之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小明说。

对于历史科普类UP主安州牧而言，强烈的分
享欲也是促使他发布第一条视频的原因，成为UP
主是他实现梦想的路径。

本科毕业后，安州牧成了影视行业的一名“打
工人”，跟组做编导。从业四年，他看到很多打着
历史剧旗号的剧组，并没有对历史抱有敬意，甚至
缺乏基本的历史常识，不断消耗着观众对历史题材
的热情。渐渐地，安州牧对自己从事的工作感到悲
观，“这样的工作对我而言就只是为了赚钱，没有
一点儿别的意义”。

如何在平庸的生活中突围？大学学习历史专业的
安州牧从小就喜欢写故事、讲故事。大学社团中接触
到的视频拍摄，则让他在小说之外找到了另一种讲述
语言。于是，他决定用电影演绎历史，重现历史的风
云际会。

从兼职UP主做起，到2020年底，当安州牧
发现“可以依靠兴趣养活自己”后，他成为了一名
独立的全职内容创作者。

曾经，安州牧最大的梦想是拍摄一部属于自己
的电影，按照传统影视行业的发展路径，这需要漫
长的时间才能完成。但成为UP主后，安州牧已经
推出了 《北洋时代1912—1928》《风云南北朝》
《西北有孤忠》等系列视频，运作自己的品牌也帮
助他获得了更多关注和资源。他说：“在离开影视
行业后，更接近自己的电影梦了。”

选择 ——成为一名UP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