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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浪潮来袭，职场生态如何被重塑？

现状 过半数受访者用AI工具提升职场效能

中山市直属机关工会工作委员

会举办 2025 年中山职工 DeepSeek

人工智能实战应用培训班（市直机

关专场），讲师通过生动的案例演示

和实操演练，帮助学员快速掌握AI

技术核心要点，提升办公效率与生

产力。

江门市江海区总工会联合区委

宣传部等举办“DeepSeek 人工智能

公益培训班”，旨在帮助职工群众尤

其是产业工人更好地了解和掌握人

工智能技术，提升数字化素养和创

新能力，适应新时代的发展需求。

惠州市总工会举办“AI 赋能未

来——人工智能提升工作效能”公

益讲座，特邀专家讲授“人工智能技

术基础与政务融合”。

广州市总工会女职委举办“智美

双全 DeepSeek职场赋能之旅”广州

市女职工数智化转型系列课程暨广

州数字科技集团“劳模工匠助企行”

活动，来自全市各级工会的女职工代

表以及女职工创新工作室带头人、业

务骨干等共启这场数智转型与科技

创新的深度探索之旅。

佛山市总举办AI专题工会干部

大讲堂，数十名工会干部学习解锁

AI工具在工会工作中的新用法。本

次讲堂重点介绍了DeepSeek原理与

技术要点，以及 DeepSeek 在公文写

作、办公应用场景、信息安全等领域

的操作运用。

调查中，有 89.26%的受访青年表示自

己会更深度地使用DeepSeek，其中四成以

自学为主，也有超一成人愿意付费学习。

不 过 ，也 有 部 分 受 访 青 年 反 映

DeepSeek 无 法 精 准 处 理 复 杂 问 题

(55.32%)、搜索结果不够准确(54.26%)、服

务器经常繁忙，无法进入(47.16%)等等。

00 后何施惠说：“DeepSeek 帮我识别参考

文献，给了一堆造假的，害我在知网上查

半天。”网友鲜奶麻糬表示：“DeepSeek 要

重复问几次才能给出完整答案。”

广州大学人工智能学院副教授王显

珉分析称，对比其他 AI 工具，DeepSeek

的优势在于其高性能与低成本并存，中

文 处 理 与 逻 辑 推 理 能 力 突 出 。 同 时 ，

他 亦 指 出 DeepSeek 的“ 硬 伤 ”：例 如 多

模态能力薄弱，指令敏感性高，需严格

遵 循“ 角 色+任务+要求”的输入模板，

否则易输出偏差答案；多轮对话和函数

调用能力较弱，还需要海量高质量数据

支撑，低资源场景应用受限；同时有潜在

的伦理风险，例如存在“奖励滥用”隐患。

那 么 ，年 轻 人 如 何 看 待 DeepSeek

等 AI 工 具 的 诞 生 和 应 用 ？ 调 查 结 果

显示，53.69%的受访青年表示“辅助为

主，非完全依赖”，47.65%表示“指挥 AI

做事 ，让工作生活变轻松”，但也有部

分 受 访 青 年 表 示“ 感 到 焦 虑 ，担 心 被

AI 淘汰”“谨慎使用，存在个人隐私泄

露风险”。

弊端 人工智能无法精准处理复杂问题

DeepSeek在就业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

泛。除了基本的办公辅助功能外，许多年

轻人开始利用其强大的计算能力来辅助职

业决策，这描绘出了一幅AI时代职业发展

的新图景。

玖玥是一名高校应届毕业生，在使用

DeepSeek 优化简历和进行面试“预演”后，

她的求职之路发生了转折。原本平淡无奇

的经历被改写成具体的成果。例如，“法院

实习”经历被重构为“独立归档200+案件电

子卷宗，协助起草15份裁判文书底稿，参与

3 类民商事案件全流程跟踪”。选修课程

《法律大数据分析》也被挖掘出“处理2000+

裁判文书”的跨学科价值。玖玥感慨道：

“我从未想过那些基础工作竟有如此多的

价值点。”

30 岁的雪琪是初创品牌的总监，面临

着晋升瓶颈和转型焦虑。DeepSeek生成的

职业规划方案让她看到了第二增长曲线的

可能性。规划报告涵盖五大板块，精准切

中了现代职场人的痛点。其中关于“30+职

业规划的3条红线”的警示部分让雪琪深感共

鸣。尤其是“30%精力试错副业”的建议，与她

在社交平台运营职场账号的实践不谋而合。

破局 AI辅助决策绘出职业发展新图景

DeepSeek 在年轻群体中的应用场景

多样化，涵盖了职场效能提升、生活决

策支持、学术研究辅助以及情感陪伴等

多个方面。

南都大数据研究院、中国青年报社

社会调查中心发布调查显示，56.38%的

受访青年最常使用 DeepSeek、ChatGPT、

文心一言等通用对话类 AI 工具，其次是

图像生成类和视频处理类工具。24.82%

的受访者每天使用 DeepSeek 超过 5 次，

35.46% 的 受 访 者 每 周 使 用 2 至 4 次 ；

29.79%表示以需求驱动为主，在特定场

景会用到 DeepSeek。交互分析发现，企

业员工、学生每日高频率使用 DeepSeek

的比例更高。00 后学生黄礼志熟用各

种 AI 工 具 ，他 说 ：“ 总 结 文 献 用 Kimi，

翻译用ChatGPT，提供思路用DeepSeek。”

在 职 场 中 ，53.19% 的 受 访 青 年 通

过 DeepSeek 提 升 工 作 效 率 ，例 如 撰 写

方 案 、制 作 PPT 等 。 其 次 是 用 于 生 活

决 策 ，如 消 费 选 择 、健 康 管 理 ，还 可

以 辅 助 学 术 研 究 ，比 例 各 占 四 成 以

上 。 值 得 一 提 的 是 ，还 有 近 三 成 受

访 青 年 将 DeepSeek 看 作 心 理 疏 导 陪

伴 对 象 ，认 为 起 到 压 力 缓 解 、情 绪 调

节 的 作 用 。

在职场，一些人担心，随着 AI 时代的

到来，部分岗位将会受到冲击。有专家

表 示 ，

AI 在 处 理 大

量 数 据 、执 行 重 复

性任务、提高效率和减少

错误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但仍无

法完全替代人类的创造力、情感智能

和复杂决策能力。

国产人工智能大模型DeepSeek的问世，不仅在AI赛道掀起了一股新潮流，

也深刻影响了当下职场年轻人的工作与生活方式。不少人感到，DeepSeek是

“工作好搭子”，高效处理以前耗费很多时间的繁琐工作；它又是“生活好帮手”，

从助力学习到情感陪伴、从制定减肥方案到分析投资策略……近日，相关调查显

示，78.8%的受访者已经在使用DeepSeek助力工作和生活。越来越多的人意识

到，在AI技术重构工作方式的今天，掌握DeepSeek已成为职场核心竞争力之一。

建议 年轻人提高AI素养 培养“人机协同”思维

如 今 ，AI 不 再 是 冷 冰 冰 的 工 具 。

DeepSeek为年轻人打开通往知识和高效生

活的大门，同时年轻人也在赋予 DeepSeek

新属性。

王显珉表示，年轻人活学活用DeepSeek

等AI工具，一方面，反映了大家效率至上与

工具理性的特质。年轻人将 AI 视为“智

能副驾”，通过其快速获取信息，例如旅

行攻略、健身计划，以及星座解析、树洞

倾诉等情感支持，来优化时间分配，反映其

追求高效、厌恶冗余的“极简主义”倾向。

另一方面，呈现了情感代偿与社交替

代的心理。AI的情感疏导功能填补了部分

年轻人的社交空缺，但也折射了在现实生

活人际互动不足。此外，部分年轻用户因

信息过载选择信任AI的“权威性”，也可能

削弱其批判性思维，存在一定的技术依赖

与认知焦虑。“部分学生作业呈现模板化特

征，如文献综述结构雷同、代码注释风格统

一。”他提到，学生使用AI梳理论文理论背

景和数据分析的现象较为明显，但深度思

考和原创观点仍需学生主导。

面对AI浪潮，王显珉建议：首先，年轻

人要提高自己的 AI 素养。学习基础编程

与算法原理，培养“人机协同”思维。例如

通过 DeepSeek 开源模型实践微调，理解其

局限性与适用边界。其次，要强化人文教

育。在技术工具之外，注重创造力、同理心

等“人类特质”培养，避免成为“知识的搬运

工”。此外，还需要建立系统的监管框架，

借鉴上海交通大学的分级使用机制，在教

育、医疗等领域限制高风险场景的 AI 应

用，保障数据隐私安全。

链接

广东多地工会“上新”
AI课程助职工“数智”充电

（综合新华社、南方都市报、中

国青年网、中华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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